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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学”中开展课程思政的辩证元素探索

李　 燕，蒋晓杰，杨效登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　 化学与化工学院，济南 ２５０３５３）

摘要：“分析化学”是高等学校化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制药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等相关专业的重要基础课，
教学过程中不但要传授专业知识，还要注重思想政治教育。 本文根据课程内容和特点，深入挖掘课程内容与

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点，积极进行课堂教学改革，在“分析化学”课堂中自然融入课程思政要素，力求在传授

专业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专业技术能力和思想道德品质，实现专业教学和德育工作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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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思政工作，要抓好课堂教学

这个主渠道，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
使各类课程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

同效应” ［１］。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习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

性教育相统一，要求各科老师深入挖掘课程和教学

方式中蕴含的思政教育资源，实现“三全育人”大
格局［２］。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

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进一步明确了课程思政的

目标要求和重点内容［３］。 山东省积极响应党中央、
教育部的号召和部署，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召开了山东

省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研讨会，指出要充分挖掘传统

文化、地域文化、革命文化等特色课程思政教育元

素，努力打造出山东特色的课程思政教育模式［４］。
齐鲁工业大学作为山东省高等学校课程思政

研究中心，为把课程思政落到实处，组织开展了全

省课程思政的研究和实践活动，实施德融课堂工

作，明确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融入各学科教学

过程之中，形成专业课教学与思想政治课教学紧

密结合、同向同行的育人格局。
“分析化学”是四大化学之一，是化学、化学

工程与技术、制药工程、药剂、材料科学与技术、环
境科学、环境工程等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同样肩

负着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责和使命。 课堂上不仅要

传授专业知识，还要把“育人” “思政”落到实处。
在讲授知识的同时，深入挖掘分析化学中所蕴含

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做好教学内容设计，将专业

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全方位糅合、渗透，形成“教
书育人”一体化的全新教育模式。

１　 在“分析化学”中开展课程思政的
必要性

　 　 分析化学是利用各种理论、方法和仪器对物质

进行定性、定量和结构分析的科学，也是化学、化学

工程与技术、环境、生命、医药和材料等行业发展中

必不可少的分析测试手段，被称为科学研究的“眼
睛”。 提供真实、准确的检测结果是分析化学的基

本要求。 通过分析化学课程的学习，同学们可以形

成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坚定真理的信念。
仪器分析化学是分析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利用精密或复杂的仪器设备通过测定物质的物

理性质、物理化学性质，对被测物进行定性、定量

和结构分析的课程。 目前，我国用于科研的“高
精尖”仪器需要从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和地

区进口。 ２０１８ 年起，美国政府对出口中国的仪器

征收高达 ４５％的关税；通过长臂管辖权限制 ５ ｎｍ
光刻机为中国华为公司生产 ５Ｇ 手机芯片，打压

华为公司发展等典型案例说明我国的“高精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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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缺少自主知识产权。 向同学们讲述我国“高
精尖”仪器受制于人的现状和目前面临的困难，
激发同学们的爱国情怀和学习热情，将推动我国

分析仪器的发展。
“分析化学”作为理工科的一门基础课程，是

我校化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制药工程与技术、材
料科学与技术、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科学与工

程、皮革科学与工程等专业的必修课，每学年上课

人数多达 ２０００ 人，在“分析化学”中开展课程思

政能让更多专业的学生受益，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２　 分析化学课程中的思政元素设计

不同于思想政治课，课程思政必须立足于专

业课程，深度挖掘课程中的德育元素，做好教学内

容设计，教学过程中，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和环

节，设计不同风格的思政内容，实现分析化学课程

“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的有机结合。 分析化

学核心内容的思政内容设计可以从以下方面

挖掘。
１） 对立与统一共存。 对立统一是自然界中

普遍存在的现象，分析化学教材中，对立统一的案

例有很多。 比如氧化与还原、酸碱中和、盐类的水

解等。 涉及到对立统一的内容时，要让学生充分

认识到矛盾双方的统一性和斗争性，正确把握对

立与统一的辩证关系。
２） 内因、外因在物质变化中的辩证关系。 双

氧水在浓度较低、温度较低时性质稳定，升高温度

至 １５０ ℃或在碱性条件下会发生爆炸性的分解。
有机化合物的紫外 － 可见吸收光谱受内因和外因

影响。 吸收光谱的形状取决于物质本身的结构和

所连接的生色团，但溶剂的极性会影响吸收带的精

细结构，精细光谱结构只在非极性溶剂中出现，在
极性溶剂中消失。 培养学生透过本质分析问题的

科学方法，在看待事物、分析问题时要坚持内因、外
因相结合的观点，既要重视内因的作用，也不能忽

视外因的影响。
３）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矛

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互包含，在一定条件下可

以互相转化，单不能互相替代。 比如光学分析法

中，紫外 －可见吸收光谱法、红外吸收光谱法和原

子吸收光谱法都属于吸收光谱，都是基于物质对

电磁辐射的吸收而建立起来的分析方法，这是它

们的共性。 它们的特殊性在于紫外和红外光谱是

分子光谱，吸光质点是分子，产生的是带状光谱；
而原子吸收光谱的吸光质点是原子，产生的是线

状光谱。 它们所吸收的电磁辐射的波长范围不

同，电磁辐射具有的能量不同，引起的能级跃迁方

式不同，这是它们的特殊性。
４） 量变与质变规律。 化学是研究物体由于

量的构成的变化而发生质变的科学。 分析化学作

为化学的一个分支，同样也包含了“量 － 质”互变

规律。 以酸碱滴定为例，从滴定曲线上可以发现，
溶液的 ｐＨ 值在滴定终点附近有一个非常大的突

跃，也就是说在滴定终点附近加入少量的酸或碱，
溶液的 ｐＨ 值就发生显著变化，这就是量变到质

变理论的完美表现。 “量 － 质”互变规律告诉我

们要重视量的积累，为质变创造条件。
５）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化学实验是理论学

习的重要补充。 实验教学，一方面可以加深学生

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运用

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通过实验，培养

他们严谨的工作态度、规范的实验操作，帮助他们

形成良好的实验习惯，最终得到可靠的实验结果。
实验过程中还要加强学生安全意识教育。 近年

来，高校实验室事故时有发生，对基本常识的缺乏

和不规范的实验操作是造成实验安全事故的主要

因素。 在分析化学教学中，通过实验教学强化学

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规范他们的操作，培养他们

从思想上重视安全生产。

３　 在“分析化学”中实施课程思政的
途径

３． １　 提高专业教师的思想政治素养

教师的工作是教书育人，是课堂教学的实施

者，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有正确的育人

理念，即“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身教重于言教，
老师要不断学习，在课堂上不仅要传授专业知识，
还要在吃透教材的基础上深入挖掘教材与思想政

治内容的结合点，精心设计教学方案、编排教学内

容，将专业课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在教书的过程中达到育人的目的。

课程思政与党建也是有共通之处的，课程思政

的教育对象是全体学生，而党建的对象是入党积极

分子、预备党员和党员。 党员教师可以通过党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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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站位、认真准备、精心实施、细心总结，把党建的

收获升华为课堂教育素材，让理念付诸实践，与全

体同学共享党建成果。 而且思政教育也是党建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党建工作的具有促进作用。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自媒体的出现，大学生

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加，但是，他们的关注点很少在

时政和热点新闻。 鉴于此，教师要关心时政，关注

新闻热点，在课堂教学中穿插时政新闻，并教会学

生分析时政和新闻内容，引导他们关注时政、关心

国内外要闻，并正确分析其中的信息。

３． ２　 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

良好的学习态度是成功的重要内因。 仅靠口

头说教不足以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 第一节课，
教师可以引用实例向学生介绍分析化学在生产、
生活、科研、能源、体育等领域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让他们认识到这门课程的实用性和重要性，从内

心重视课程学习。 如以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作为

课程导入时［５—６］，向他们介绍核酸检测的原理是

仪器分析方法中的实时荧光定量 ＰＣＲ（联合酶链

式反应）技术［７］，让同学们对分析化学在医学和

生命健康中的重要作用有亲临其境的深刻体会。
结合我国抗击疫情的优秀成绩，培养他们的文化

认同感，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增进他们的家

国情怀。 另外，如前所述，我国科研中需要的大量

高端仪器仍依靠进口，让同学们知晓现状，了解自

身短板，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和端正的学习态度。

３． ３　 丰富课堂思政的教学模式和方法

课堂教育是思政教育的主渠道，我们进行的

课程思政是将思政教育有机地融入到分析化学教

学中。 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抓住主要

工作，不能本末倒置、更不能将分析化学思政课变

成思想政治课。 具体到分析化学这门课，我们的

课时是固定的，如今又要加入课程思政的内容，这
使得教学时间变得紧张；如果德育教学占用时间

较多，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教学进度和教学效果；
如果只是一带而过，又无法达到预期的育人效果。
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将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达

到最好的教学和育人效果。
１） 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特点，精心设计教

学方案

教师要立足实际，充分发挥工作热情，课前精

心设计德育教学方案。 现实教学中部分教师在课

堂上专门拿出时间来讲“大道理”，生搬硬套，使

课堂思政成为一种形式，这种做法显然不可取。
好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应该找准切入点，利用贴

近学生、贴近生活实际的典型案例、时事新闻、名
人轶事等引导学生去思考、讨论、反思，以“润物

细无声”的方式将思政内容贯穿到课堂中，帮助

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并沿这个价值观不断发

展。 以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为例设计教学方

案。 根据国家标准，奶粉中蛋白质的含量是通过

测定其中的氮含量反算。 不法分子为了“提高”
蛋白质含量，竟然向奶粉中非法添加化工原料三

聚氰胺，造成众多婴儿患病，给患儿及家属的身心

造成严重伤害。 这是由于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缺

失和蛋白质含量分析方法的不完善双重原因导致

的。 以此为例，教育学生在学习工作中要具备基

本的职业道德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以典型人物和事迹激发同学们的爱国情怀和

民族自豪感。 我国近代仪器分析学科奠基人高鸿

院士一生致力于电化学分析研究，在近代极谱分析

基础理论和新技术、新方法方面取得卓越成就；通
过巧妙的实验验证了长期悬而未决的球形电极扩

散电流公式；首创示波滴定分析，改变了常量分析

的落后状况；编写了中国第一部《仪器分析》教科

书。 高鸿院士在分析化学领域孜孜不倦的创新事

迹说明要以梦为马，永不满足现状、不断创新，方能

不负韶华。 老一辈科研工作者的这种开拓进取、不
断创新的敬业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８］。

２）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育模式

互联网时代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多元化和共

享，将思想政治元素与多媒体、慕课、智慧树、微课

等新媒体技术手段相融合，充分发挥课堂的主渠

道作用，提高课堂活跃度和亲和力，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逐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我校分析化学教学组已完成“分析化学”在

线课程建设。 根据教学日历，教师在上课前将预

习内容和思政内容通过智慧树平台推送给学生。
学生在线观看视频进行课前预习，在线课程还在

每个小节，每章后面设置了测试题，同学们可以自

主检测预习情况。 老师通过后台准确把握教学的

重点和难点。 课堂上，教师先对本节课的知识脉

络进行讲解，让同学们进一步深入理解课堂内容，
针对教学重点和难点采用小组讨论、微视频等方

式进行教学。 比如在讲解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的工作原理时，可以让同学先观看微视频，它更直

观形象，加深同学们对仪器构造、不同部件工作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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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整机工作原理的记忆。 我们还建立了 ＱＱ 群

和微信群，方便师生课后交流，交流的内容包括书

本知识、考研、就业和社会热点等。
３） 完善考评机制，确保课程思政落到实处

以往对分析化学课程的考核主要采用月考成

绩、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想结合的评价方式，考核

内容也是书本上的专业知识，几乎没有思想政治

方面的内容。 在分析化学中落实课程思政教育

后，如果没有考评机制的督促，课程思政很可能沦

为一种形式和口号。 因此，必须完善考评机制，把
思想政治教育纳入考核体系。 具体做法是：在日

常的课堂教学和实验教学中关注学生科学素养和

职业道德，如学生作业是否认真独立完成；实验态

度是否认真，操作是否规范，数据是否可靠，实验

报告中让学生总结实验心得与体会等等。 卷面考

试中也可以设置开放性的思政题目，评价课程思

政的教学效果，根据反馈的结果改进教学方式方

法，形成教育改革模式的闭环模式。

４　 结论

课程思政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

举措，分析化学作为理工科专业的一门基础课，同样

肩负着思想政治教育的责任。 作为教师，要秉承教

书育人的初心，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养，深入

挖掘分析化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积极进行课

堂教学改革，将思想政治工作巧妙的融入到专业教

学中，力求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能力

和品质，实现专业教学和德育工作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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