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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思政建设是当前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

结合物理化学课程思政实践，提出实施课程思政要把握“身正示范、把握涵义、隐性教育”三原则，

按照思政教育七个目标，通过基本理论知识、公式推导与结论证明、理论知识应用、中国物理化学

家的贡献、优秀传统文化、学科交叉融合、科学家故事等挖掘思政元素，培养辩证唯物主义观、学科

思维、创新思维、审辨能力、家国情怀、人文素养、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为理工科课程思政教学提

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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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urish Things Silently Like Salt Dissolved in Soup: Practice on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Teaching Physical 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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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nstruction of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trengthening the ideology and politics work
and teaching reform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mbined with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rac⁃
tice of physical chemistry, we put forward that implementation of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should grasp three principles
of "positive demonstration, grasping the meaning and implicit education", excav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cultivat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disciplinary thinking, innovative thinking, judgment ability, family and country feelings,
humanistic quality,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ense of mission of the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seven objectives of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through basic theoretical knowledge, formula derivation and conclusion pro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application, contribution of Chinese physical chemist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scientists' stories, etc.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teaching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urses.
Keywords: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physical chemistry；source exploration；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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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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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强调：“思想

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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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单靠思政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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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启了高

校“课程思政”建设的高潮。

2018年 9月 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再次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

线”，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教育各环节，贯穿教育各领域，教师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教，学生要围绕这个目标来

学。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高校需更加注重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引导，不断拓宽教育渠道、改革教育

方法，以达到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三全育人”要求[2]。
思政课程即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课程德育中系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是课程德育的主渠道，

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课程思政是指以构建“三全育人”格局的形式，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

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和课程建设模式。简言之，课程思政就是通过高等学

校课程建设和课堂教学来对大学生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这里的“课程”，广义上指的是包括思想政治课在

内的全部课程，狭义上指的只是思想政治课之外的其他课程。实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是从狭

义上来说的。课程思政是课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课程“教书育人”功能的本源和本意。课程思政的本

质就是要实现“教书”与“育人”或者“立德”与“树人”的有机统一[3]。“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如鸟之两翼，共

同服务于高校“立德树人”这个根本目标。

“课程思政”的难点在其思政元素的挖掘与融入。受传统理念的影响，人们容易将课程思政狭义化，将

其等同于“思政课程”，总觉得人文社科类课程容易获得思政教育资源，而理工科课程和思政教育关系不大。

由于理解的偏颇，导致出现对理工类课程思政教育不积极、思政元素挖掘不充分、实施方法不得当、实施效

果欠佳等现象[4]。
物理化学课程是高等学校化学、化工、材料等相关专业的基础课，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程，被誉为“化

学中的哲学”，具有丰富的隐性思政教学资源。本文以物理化学课程思政教学为例，介绍笔者对课程思政的

理解、思政元素的挖掘及课程思政的实施方法，供同行教学参考。

1 物理化学课程思政的三个原则

物理化学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其公式推导多，概念原理多，内容抽象，一向被认为是“教师难教，学生难

学”的课程。同时，认真思考物理化学课程的思政资源，有利于课程思政的更好开展。我们在物理化学教学

实践过程中，体会到要有效地贯穿课程思政，首先需要把握好以下原则：

1.1 身正示范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教育的关键在教师。教师重要就在于教师的工作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

的工作。因此，只有教师努力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

心”，将教育、引导、帮助学生全面发展作为一切教学活动的出发点，真正担负起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责任，

热爱学生、尊重学生，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才能保证课程思政有正确的方向，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学生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品质，才能照亮学生前进的方向[5]。反之，如果教师不能以身

作则，表里不一、言行不合，将会成为学生的反面教材，课程思政不但收不到好的效果，反而会误导学生，将

学生引向不正确的道路。

1.2 把握涵义

正确理解和把握课程思政的涵义是有效实施课程思政的前提。狭义的“课程思政”是指在专业课程教

学中融入思想政治理论知识，与传统的思政课程存在协同与延续的关系。广义的“课程思政”不仅包含思政

基础理论知识，更包含专业课程本身的学科思维、科学素养与创新精神的培养[6]，内容包括政治方向、思想品

德、科学文化修养、家国情怀、文化传承、世界观与方法论、国际视野等7个方面[3]。另外，通过课程教学推进

爱国主义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刻苦勤奋的品质、坚韧不拔的毅力、求实创

新的精神，培养学科逻辑和思维方法，也是课程思政的重要内容。总之，凡是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

方向，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科学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实现“知行合一”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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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课程思政的内容[3]。可见，课程思政不是在专业教学中简单添加思政课程的内容，它有着非常丰富的内

涵和广阔的外延。正确把握课程思政的涵义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收放自如、张弛有度。

1.3 隐性教育

课程思政的主要任务是课程教学，是在课程教学过程中融入思政元素，以达到教书育人的目标，属于隐

性教育内容。因此，课程思政要在熟悉课程内容和准确把握课程思政的基础上，以合适的情境素材为载体，

自然贴切、不知不觉地将思政元素的“盐”融入专业课程的“汤”中，润物无声地滋润学生的心田。教师要和

学生形成良好的互动，通过率先垂范和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使学生产生共鸣、共情，吸收、消化课

程思政的营养，并将其转化为行动自觉，春风化雨般实现思政教育的目标[7]。课程思政切忌生搬硬套、牵强

附会，为思政而思政，这样不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会影响专业课程的教学效果，甚至引起学生的反感。

2 物理化学思政元素挖掘及教学设计

物理化学蕴含着丰富的思政资源，在课程思政的实施过程中应该以课程思政的目标为导向，根据教材

内容“因材施政”，自然贴切地选择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入点，并通过适当的教学方法和途径，如案例分析、自

主探究、课程论文[3]、慕课[8]、线上线下混合[9]、六步教学法[10]、对分课堂[11]、研究型教学等，以达到预期的教学

目标。

按照思政教育7个方面的目标[12-13]，可从以下7个方面进行物理化学思政元素挖掘与教学设计：

（1）通过物理化学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引导学生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帮助

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加深学生对物质运动规律的认识，发展科学能力，培养科学思维。

如在学习热力学第一定律时，先让学生课前预习了解人们试图制造“第一类永动机”的历程及热力学第一定

律的发展历史。学生通过调研这段历史，一方面了解了热力学第一定律产生的历史背景及重大意义，另一

方面在无形中会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热力学第一定律是近10位科学家历时近半个世纪，经历诸多波折，甚

至产生过错误，在不断的坚持和努力下，最终才得以确立的。了解这段历史，学生或多或少会被科学家的事

迹所感染，学习他们追求真理、勇于探索、坚韧不拔、乐于奉献的科学精神。人们试图制造“第一类永动机”

的历时长达300多年，直到热力学第一定律产生告诉人们这种永动机是不可能造成的。人们制造“第一类永

动机”的活动促生了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一定律的产生反过来指导人们的生产实践。学习这些事实

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类比人类社会，热力学第一定律

告诉我们想不劳而获是不可能的，以此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激励学生克服懒惰，努力学

习，发奋图强。

（2）通过公式推导、定理证明、数值计算、过程分析，帮助学生掌握化学学科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思

路及方法（包含世界观和方法论）。如在讲授功和热的计算、平衡判断和动力学分析、电化学相关计算、表面

张力和附加压力的相关推导和计算等时，可通过让学生画思维导图、进行方案设计、撰写课程论文等方式理

清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掌握学科的思维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如近似的方法、模型的方法、理论和实

验相结合的方法等，以此提升学生的学科思维、专业素养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通过介绍相关理论和原理在生产和实践中的应用，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知识的迁移和应

用能力以及学科思维和创新素质。物理化学的相关理论和原理在实际生产和实践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应用，

如化工生产过程中反应热的计算、反应方向的判断和平衡产率的计算；稀溶液的依数性在防止路面结冰、反

渗透法淡化海水等方面的应用；相图在冶金和提纯等方面的应用；反应速率的测定和催化剂的开发；利用表

面技术开发超亲/超疏水材料、耐摩擦材料、润滑剂等。在讲授相关理论知识时，通过课堂举例和让学生课外

进行案例讨论、方案设计、调查研究来培养学生学以致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通过实践进行创新的

能力。

（4）通过介绍我国在相关领域的重要贡献、重大突破和重要成果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学生的

民族自豪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我国科学家在化学领域，尤其是物理化学领域，也有突出

的贡献。20世纪初，物理化学家黄子卿教授曾精确测定了热力学温标的基准点——水的三相点温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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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81 ± 0.000 05 ℃；利用渗透压测定了变性蛋白质的分子量，证明蛋白质变性并不必然改变其分子量，为

明确定义蛋白质变性提供了实验证据。物理化学家傅鹰首次科学界定了“润湿热是总表面能变化而非自由

表面能变化的量度，后者是粘附张力的量度”，提出了利用润湿热测定固体粉末比表面的公式和方法，比著

名的BET气体吸附法早8年。物理化学家唐敖庆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计算复杂分子旋转能量变化规律的

“势能函数公式”，为从结构上改变物质性能提供了比较可靠的依据。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

究所包信和、李灿、张涛等院士分别在限域催化、光催化、单原子催化等领域也做出了突出贡献。让学生通

过课外阅读，了解中国科学家的伟大成就，以增强学生的家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及自信心。

（5）适时、恰当地在课堂中穿插古诗词和优秀传统文化，让学生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提升文

化自信和认同，触动学生的美育情感。如《本草纲目》记载“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创始，其法用浓酒和糟入

甑（指蒸锅），蒸令气上，用器承滴露”，该段文字记载了白酒（烧酒）的制造采用蒸馏的方法来分离和提纯。

晚唐著名诗僧齐己在《观荷叶露珠》中说：“霏微晓露成珠颗，宛转田田未有风。任器方圆性终在，不妨翻覆

落池中。”就已经观察到露珠呈球形及荷叶的疏水性。北宋著名哲学家周敦颐在《爱莲说》中说：“予独爱莲

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不仅生动地描写了荷叶的疏水性，更赞美了荷花的高洁品质。在学习表

面物理化学时，如果能从欣赏这些优美的诗词开场，进而带领学生学习表面张力产生的原理、亲水与疏水性

质、自洁净表面的微观结构特性及设计原理等知识，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欣赏

水平及文化自信。

（6）注重知识的渗透和交叉，通过介绍物理化学在推动相关学科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及物理化学家为

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所做的贡献，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帮助学生树立全局观念。物理化学

是化学、化工、生物、材料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基础，对生物化学、医用化学、计算化学、材料化学、药物化学、天

体化学等交叉学科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让学生通过课外阅读、调查研究，有条件的学校还可

以通过参观体验，了解化学，尤其是物理化学推动相关学科发展的成就，如我国在火箭发动机研发、航空航

天、药物开发、量子通信、深海探索等领域的发展成就，拓宽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合作意识，

增强学生的全局观念。

（7）通过介绍物理化学发展的相关历史、科学家们的先进事迹，回顾历史，关心时事，及时指出和纠正学

生的一些错误观念、态度及不良的生活和学习习惯，提升学生的思想境界和发展定位，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

“三观”，养成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引导学生思考人生，明确责任和使命。我国理论化学的奠基人唐敖庆

先生在配位场理论、分子轨道图形理论和硼-碳原子簇拓扑共轭关系上颇有建树，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勇于

探索和拓新的精神鼓舞着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子追求真理。为了纪念唐敖庆先生，浩瀚星河中有一颗小行

星以唐敖庆命名[14]。我国物理化学家傅鹰先生襟怀坦荡，为人刚正不阿，言谈话语一向直抒衷肠，待人处事

一贯直道而行，爱憎分明，一身正气，敢于同不良的人和事做斗争，而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却无限热爱

和崇敬，是一位忠贞不渝的爱国者。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教授秉持科技报国理想，把为祖国富强、民族

振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作为毕生追求，为民族振兴不惜以身许国，集中展现了新一代归侨心系家国、鞠躬

尽瘁的赤子情怀，树立起了一座矢志创新、勇攀科技高峰的精神丰碑。通过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三观”，以榜样的力量促进学生热爱祖国、追求进步、担当使命。

另外，物理化学课程思政还可以通过组织课堂讨论、课外阅读、课后调研、小组研讨、课程论文、参观体

验、说服教育等多种方式实施，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学生的参与

度，以达到“知行合一”的目标，让课程思政润物细无声。

3 结语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课程思政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高校各部门多方协调，合力推进，形

成“三全育人”的新格局。实施好课程思政的关键在教师，需要教师转变课程教学观念、充分认识课程思政

的重要意义、正确把握课程思政的涵义，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以正确的思想认识为引领，充分发掘课程教学

中的思政元素，多角度、多形式地将思政元素的“盐”融入课程教学的“汤”中，发挥课程思政润物无声的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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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实现“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效能，把“传道”“授业”“解惑”有机统一起来，最终实现立德

树人的根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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