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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和构建三全育人大格局，是新时代高校全面加强、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的有力抓手。针对工科类课程中思政内容偏少偏弱的困境，本文对课程中的课程思政进行

了总体设计，明确了课程思政与知识传授间的相互促进关系；通过多面展开和发散实施，将学生的爱国情

怀、创新思维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根植到课程当中并贯穿于教学全过程。最终，教学上实现“专业基础 + 
能力培养 + 价值引领”的融合；通过协同“三课堂”作用，将专业发展延伸与科学思维启发融入到时代

新人的培养中。通过有效的思政载体元素，提升知识的趣味性和提高学生思政素养，使其增强民族自豪感

和自信心，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树立严谨的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从而实现应用型人才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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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 powerful starting point for universitie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
cal and politica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three all” education pattern, which is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 and impro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
ing in the new era. In view of the dilemma that there is too little and wea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 in engineering courses, this paper has carried on the overall design of curriculum ideologi-
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 and makes clear the mutual promo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 and knowledge transfer. Through multi-mode expansion and di-
vergent implementation, students’ patriotic feelings,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
opment concepts are rooted in the curriculum and run through the whole teaching process. Finally, 
the teaching achieves the integration of “professional foundation + ability training + value guid-
ance”. Teachers integrate the extension of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inspiration of scien-
tific thinking into the training of students through the coordination of “three classes”. Through ef-
fect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arrier elements, enhance the interest of knowledge and improv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teracy, so that they can enhance national pride and self-confidence, 
cultivate patriotic feelings, and establish a rigorous scientific spirit and craftsman spirit, so as to 
achiev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applied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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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通识课的教育实践活动，其本质是实现教书与育人、

立德与树人的有机统一[1]。立德树人是高校的根本任务，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在创新中提高，及时更新教学内容[2]。高校

思政课创新需要强化问题导向，聚焦时代问题，多瞄准学生的现实关注点、思想困惑点、理论渴求点、

内心需求点及时更新教学内容，通过问题确定思政课程主题、设计教学方式，更好激发学生的兴趣。习

近平总书记还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

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3]。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

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4]。做好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

生成长规律，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 
《稀土化学与稀土材料》是一门理工科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面向材料学、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等专业的学生。在生化环材领域的专业课中，主要涉及公式的推导，材料的组成、结构、性能、制备和

应用等知识点，极少关乎思想政治立场，更多的是强调“工具使用”而缺乏“价值思考”，使得思政教

育在理工类课程中指导作用难以发挥。但是，只要认真挖掘和积极探索这门课程的特色与特点，通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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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案例、专业案例、科学家故事、学科材料前沿和课外探究研讨等方式，定能将思想政治教育自然的融

合到稀土化学与稀土材料这门课程中。在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需要关注学生思想动态的发展规律与知

识重难点间的结合，注重对思想政治的指引，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养成科学思维习惯、树立探索

未知的创新精神、增强学生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巧妙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知识传授的全

过程。同时，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

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

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5]。 

2. “课程思政”总体设计 

“课程思政”是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有

机地融入到专业课的教学中，是时代赋予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作为贺州学院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教学的基础课程，应用化学教研室编写新的教学大纲，大纲中涵盖课程思政的案例和映射点，以期达到

自然渗透学科教学、追求潜移默化、知微见著的效果。 
对于本课程的教学，该教学案例在传统的掌握基本理论、物质结构基础知识和元素化学性质及生活

应用领域和实例这些知识板块的专业技能和实践应用技能的基础之上，增设本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目标，

主要包括：1) 明确培养目标，在传授知识中实现价值引领，除了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进一步帮助学生

在进行能力培养的同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民族自豪感；2) 更新传统的教学模式，进一步提高学生自主

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帮助学生实现人生价值；3) 将知识点和思想政治

观点相融合，通过同步的课堂互动和课后作业的形式促进学生认真思考、积极参与讨论，增强学生对专

业的认同感，帮助学生规划职业目标，从而服务国家与社会。以上目标旨在实现《稀土化学与稀土材料》

课程教学与思政课程教学目标同向同行，从而实现课程育人的总体目标。 

3. “课程思政”实施目标与内容 

立足于《稀土化学与稀土材料》的专业内容，通过潜心备课，认真钻研教材、吃透教材、精通教材，

深入挖掘提炼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找准课程知识内容与思政内容的契合点，找准“道”与

“术”的切入点，精心设计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注重引入“育人”的元素、播撒德育

种子，使课程内容和思政内容自然顺接、有机互融，达到润物细无声“育人”效果，因此需要做到以下

“两明确一实施”策略。 

3.1. 明确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关系 

只有正确处理稀土化学与稀土材料课程中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关系，才能有效发挥稀土化学与稀

土材料课程的育人作用。首先，《稀土化学与稀土材料》课程的思政教育不是简单地将专业课程和思政

课程简单衔接，也不是课程结束后与学生们谈论思想政治问题、上政治课。真正应该做的是在传授课程

的过程中，从课程讲解的专业内容上延伸到思想政治方面的内容，比如从讲解到某些优秀的科学家时，

引申到爱国情怀；由稀士材料的创新应用延伸到创新、创造能力的提升等等。我们需要明确，这个过程

不是生硬的谈论思想政治，而是由专业知识的了解和学习去引导学生的价值导向。我们需要巧妙地在课

程和思政间建立互通的桥梁，利用稀土化学与稀土材料课程的知识达到教化育人的目的，让学生们拥有

更高的爱国情怀、更强的名族自豪感、更强的科研热情和信心、更优秀的创新能力。同时在学生们的精

神世界得到升华，世界观和价值观更加明确之后，能够树立更加努力学习的目标，更好地去学好稀土化

学与稀土材料及其他课程，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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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明确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只有

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围绕培养人这个中心，

做到以人为本、立德树人。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只有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

生，在解疑释惑、凝聚共识中不断给学生以思想启迪和文化滋养，才能培育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

稀土化学与稀土材料这门课程是部分理工科研究生、本科生必修的专业课程，大方向上是化学类课程。

稀土化学与稀土材料课程背后隐藏着深深的人文情怀，化学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价值，通过化学知识与

人文思政元素的对接，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抽象的化学知识，而且还有助于学生情感目标的培养。本

课程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习掌握基础的稀土知识和化学知识，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科学素养以及多学科

交叉思想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因此，开展稀土化学与稀土材料课程思政是非常有必要的。 

3.3. 多面展开与发散实施 

专业课程中思政的元素融入方式向来是多元化的，可以根据课程情境和知识背景，选取恰当的切入

点，针对学生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人文教育、文化传承等多个方面展开，使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3.3.1. 利用稀土化学与稀土材料领域的优秀科学家去激励学生的爱国情怀 
在讲解稀土元素的发现及发展进程的概论时，为了加深学生们的印象和增加课堂的乐趣，可以通过

互动问答的方式，引出中国最早的光性矿物学家何作霖院士，及其对我国科研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此外还有李有谟院士、李东英院士等英雄科学家，虽然他们出生在特殊的时代，在国家危难时刻挺身而

出，参加爱国运动，在国家需要科学发展的时候，贡献自己的全部精力投身科研事业，大胆创新勇于开

拓，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报效祖国，为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他们的爱国情怀值得我们学习，是值得致

敬和学习的好榜样；对这些名人事迹的学习，有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更有利于人才的

培养。 

3.3.2. 通过稀土资源过度开发的案例来向学生们传导创新重要性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稀土化学与稀土材料课程中，讲解稀土资源的开发应用，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应用时，引出我国近

来稀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发动学生就自身的了解，开展稀土开发与利用中面临的问题的讨论。中国占

全世界稀土 37%的储存量，却供应全球 90%以上的市场需求。在世界高科技电子、激光、通讯、超导等

材料呈几何级数需求的情况下，中国的稀土价格并没有水涨船高，许多人为了短期的利益，过度开采、

廉价出口稀土资源，导致矿区环境恶化，这严重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理念，我国的稀土资源是有限的，无

止尽的开采只会造成环境破坏与生态失衡，以及稀土战略资源的过度外流。此外，国内稀土科研工作主

要集中在稀土分离、提取以及在传统领域的应用研究上，在稀土开发应用、特别是高科技领域方面，与

国外相比尚有较大的差距。如何高效和绿色提取稀土、提高稀土资源利用率和应用附加值、实现稀土元

素的均衡应用等，是中国稀土科技和长远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要使学生树立创新、创造的意识，

逐渐达到能够自我创新的目的，为国家做贡献，使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 

3.3.3. 稀土的广泛应用和发展的案例引导学生认识事物的多样性和树立创新精神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和科学家们的钻研，稀土资源在航天航空、医疗、信息技术、电子工业、能源运

输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诸如永磁材料、催化剂、荧光发光、储氢材料、磁制冷、光纤、激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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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玻璃和抛光、介电材料等等。稀土材料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其性能与应用领域都有了极大的进

展，这离不开广大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和研究创新。在创新之前，我们需要懂得观察，一切事物、现象

之间以及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是存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以此为出发点，

我们需要在学习和生活中脚踏实地、实事求是，从实践出发，一步一个脚印，去努力，去创新。目前，

作为学生，需要有一个积累知识的过程和沉淀知识的阶段，这个阶段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地吸收消

化各种专业知识，同时不断提高实验能力和观察能力，进而才能去更好的创新。 

4. “课程思政”教学实施思路 

课程思政教育是内涵建设，重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重在潜移默化、恒久感召，重在价值引领、

人格养成，需要渗透课程教学的全过程，依靠教师言行的全方位示范引领。在该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通

过挖掘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发挥课程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进行了稀土化学与稀土材料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以隐性方式和多元化手段渗透入思政教育，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使其增强

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坚定理想信念，树立生态文明思想，培养科学精神和工匠精

神，加强自我价值肯定。 

4.1. 基本框架构建 

4.1.1. 实现“专业基础 + 能力培养 + 价值引领”的融合 
以课程思政引领稀土化学与稀土材料基础课学习，要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切实做到把立德树人作为

中心环节，将“理想信念”“职业道德”等思政教育元素纳入课程体系，不断夯实学生基础和培养学生

的应用型能力。 

4.1.2. 协同“第一课堂 + 第二课堂 + 第三课堂”的作用 
在精选内容、强调应用、注重价值引领的基础上，重构稀土化学与稀土材料课程思政教学体系，逐

步形成由课程理论教学为主导的第一课堂，实验、实践教学为主导的第二课堂，以及学院微信公众平台、

慕课和微课、学习通和网络平台等为助力的第三课堂。 

4.1.3. 实施“专业发展延伸 + 科学思维启发”的引领 
善用专业发展史引领，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命；注重科学思维启发，增长知识见识锤炼真本领；

加强专业伦理渗透，修身养性，培养时代新人。用科学家探索科学的过程，追求真理的历程，来引导学

生、教育学生、激励学生，有利于启发学生掌握学科发展规律，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这是课程思政的魅力所在。 

4.2. 教学方法改进策略 

4.2.1. 课前设计导入新知 
从课程大纲的撰写、课程设计和组织、案例的撰写三个方面进行准备。在各章的教学内容中加入思

政元素，突出思政引领的特色，使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了解科学巨匠、科学家在科研中勤奋工作、

刻苦钻研、奋勇献身的先进人物事迹，渗透稀土化学与稀土材料领域的历史使命和传承，展望专业学习

及行业从业对个人发展及成才的深远影响，培养学生艰苦朴素、勇于奋斗、攻坚克难的精神和意志，激

发学生投身行业建设的内生动力，为国家发展做贡献。 

4.2.2. 课中组织展现特色 
在课堂教学中，要给学生讲解传授与稀土相关的各种知识，让学生掌握最基础的化学知识。学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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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课堂内容相关的思政元素进行广泛的资料查阅，在课堂上针对不同主题进行分组交流。例如，在教

师统筹策划下，先由学生自由分组，针对侯德榜先生早年刻苦求学、事业起步、开拓民族化工事业及其

晚年人生等不同阶段，进行分组交流，再由教师对学生的交流内容作出点评，凸显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

教育的主题。同时通过党建慕课和微课、微视频、网络平台宣传学习等“互联网+党建”手段，进一步促

进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间的教学融合。 

4.2.3. 课后评价强化体系 
注重过程性和多样化学习评价，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促进自主学习为着力点，将学习评价贯穿

教学过程始终，并不断修正完善，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学习效果评价体系。通过课堂讨论的参与度，课

后作业、慕课的单元作业和测验结果的达成度等方面进行过程性评价。 

4.3. 课程建设特色 

4.3.1. 优化教学内容，增强课程内容的高阶性 
教学内容注重专业知识与科研的“反哺”，通过理论知识四模块、课程思政三模块、实践教学两平

台，使教学有效贴近专业、贴近社会，融入学科发展前沿及与专业相关的一些社会热点事件，更新知识，

突出应用。 

4.3.2. 完善线上教学流程，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 
灵活运用信息化教学技术，建设线上教学资源，使课程从传统的线下有效延伸到网络、虚拟空间，

使学习有效延伸到课前和课后，打造差异化学习路径，满足学生多元化、个性化发展需求。 

5. 教学特色与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盐，但不能光吃盐，

最好的方式是将盐溶解到各种食物中自然而然吸收[6]。学院将《稀土化学与稀土材料》列为了“课程思

政”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在群策群力，积极调动全体师生将“德融课堂、盐溶于汤”的思政理

念贯穿到教学过程的始终，包括教学大纲设置、授课计划编写、课堂教学组织、课外资料学习、课程考

核形成性评价机制等环节。以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科学精神和环保意识等为目标，牢牢把握课堂阵地，将课程思政作为“三全育人”中“课程育人”的重

要抓手，同时积极进行相关教育教学改革与党建方面的研究工作，以确保有效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在稀土化学与稀土材料的教学中，把培养拔尖人才与厚植家国情怀相结合，把探索科学前沿与肩负

国家使命相结合，把开展科研创服与服务经济发展相结合，把传承优秀文化与塑造现代大学精神相结合。

按照“三全育人”理念，将“课程思政”贯穿到人才培养全过程，探索构建复合化学专业特点的“思政

浸润，教师主导，多区分级”的课程思政育人体系。 

5.1. 科学前沿与典型研究 

在《稀土化学与稀土材料》第七章“氧化还原反应”教学中，采用启发–探究式教学模式，构建主

要以学科知识为出发点，以学生实践为核心，以教师启发和学生探究为主要形式，将启发式和探究式教

学相互渗透，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科学辩证思维能力、科学方法和创新精神。以“稀土工业概况”作

为基础，融入了四个“思政元素”：1) 全面看问题以及对立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2) 创设问题情景，

引导学生积极思维，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3) 通过“稀土之父”徐光宪的故事，培养学生严谨的科

学态度和奋斗精神；4) 通过国内稀土制造的发展历程，让学生了解我国在世界新材料、新技术发展中所

发挥的重要作用，增强民族自信，实现“思政寓课程，课程融思政”的理念，将思政元素与知识传授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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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融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发挥课程育人的重要作用。 

5.2. 爱国情感与文化自信 

我国在稀土化学与稀土材料领域的代表性成就是培养爱国主义精神与文化自信的重要素材。具体实

例包括：中国在公元前 2500~2000 年就发展铜的冶炼技术、水法冶金；我国著名超导材料专家赵忠贤教

授的研究表明，许多单一稀土氧化物和部分混合稀土氧化物是高转变温度超导材料的重要原料，一旦进

入实用，整个世界将起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科学家针对不同地域的矿种，研究开发了一系列独特的采

矿、选矿、冶炼、连续分离提取工艺和技术，达到相当高的经济技术标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在近代

化学史及碱金属元素部分，讲授侯德榜放弃了国外优厚条件，毅然回国，艰辛探索，发明“联合制碱法”

的例子；在现代稀土化学与稀土材料史、原子结构及稀土元素部分，介绍 2008 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

徐光宪院士的杰出学术成就与爱国奉献精神。 

6. 结语 

新工科背景下，地方高校《稀土化学与稀土材料》课程教学中，课程思政的建设探索与实践是一项

重要的任务。通过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深挖课程知识与思政元素的结合点，加强实践环节和建立多元

化实施方案等举措，多维度和深广度的去挖掘与课程内容相关领域的伟人、领域的现状和领域高新技术，

将思政元素灵活地融合到课程教学中，使学生能将家国情怀有机地贯穿到课程知识的学习和自身能力提

升的全过程中，培养学生成为具有创新精神、奉献精神、爱国精神和人文素养的应用型专业人才，帮助

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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