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3, 13(8), 5865-5870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8914   

文章引用: 马志强, 杨峰, 郭贝贝, 陈天恒, 王柄凯, 张运昌. 浅论课程思政中高校教师的“科学史观” [J]. 教育进展, 
2023, 13(8): 5865-5870. DOI: 10.12677/ae.2023.138914 

 
 

浅论课程思政中高校教师的“科学史观” 
——以医学化学科学史课程思政为例 

马志强，杨  峰，郭贝贝，陈天恒，王柄凯，张运昌* 

海军军医大学药学系，上海 
 
收稿日期：2023年7月15日；录用日期：2023年8月14日；发布日期：2023年8月22日 

 
 

 
摘  要 

科技史作为课程思政最重要的素材来源之一，在培养学生学习热情、科学思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医学化学科学史的课程思政建设为例，提出高校教师只有站在国家与民族视角

以“中华史观”视角阐述“科学史”，才能更好帮助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进一步增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等“四个自信”。本文为高校教师更好地发挥科

技史的课程思政作用提供重要参考，同时也对高校教师的“科技史观”提出了较为明确的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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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s of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materials in the curriculum,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learning enthusiasm,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establishing correct values. This paper tak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al chemistry science as an example, and points out that only by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sc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nation can 
college teachers better help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establish correct values and further 
enhance the “four self-confiden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self-confidence 
in the road, theory, system and culture. This paper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college 
teachers to play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ole in the curriculu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s-
tory, and also puts forward a clear requirement of The Times for college teachers’ “view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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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目前是全国教学改革整体推进的主要方向，其核心是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

人格局的形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

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1]。科学史目前作为高校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拉近学生与课程距离、

培养学生科学思维方式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树立正确的科学伦理方面，以及发现科学的内在美方面

都大有裨益[2] [3]。显而易见，发挥科学史课程思政价值的前提，是教学活动的实施者，也就是广大高校

教师，必须具备正确的一定深度的“科技历史观”。然而，当下美西方因为科技和近现代文化的先发优

势，长期以来强势文化和舆论霸权在全世界都有压倒性的影响[4]，因此在中国社会全领域也都不可避免

带上美西方的主观视角。在科技史领域内，因为叙事主体大多为西方国家，美西方视角相当突出，甚至

很多高校教师潜意识也带上了以美西方为尊的“思想钢印”，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成为“立德树人”功能

发挥的瓶颈，甚至不自觉中成为西方舆论声浪的代言人。因此，在源头上端正课程思政底色，有必要审

视高校教师的“科技史观”。站在中华民族的视角以“中华史观”视角阐述“科学史”，才能保证“立

德树人”作用的充分发挥。 

2. 高校教师的“科技史观” 

本文以医科类专业的基础化学课程为例，对于科技史“课程思政”功能的发挥，从高校教师的“科

技史观”为出发点，阐述四点浅见： 

2.1. 警惕科技史中常见的西方主观视角 

历次科技革命均率先在西方世界发生，因此，现行通用的教科书上对于科技史的描述，往往不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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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带上西方的主观视角，将诸多不利于他们自身的史实掩饰掉，甚至堂而皇之披上华丽的外衣，让人忽

略掉西方世界数次工业革命发展过程中伴随的血腥殖民史。例如，有机化学部分在给学生讲述维生素 C
的发现时，通常表述为源于哥伦布“地理大发现”时船员依赖柠檬存活而受到启发。其中，就是常见的

西方视角看待历史史实，让人联想到一个风云际会，迅捷发展的社会风貌，但实际上“地理大发现”及

后续却是美洲印第安人种族灭绝的一部灾难史。美洲自古以来就存在，印第安人作为人类大家庭的一员

在美洲也产生了灿若星河的历史和文化。以印第安人的视角来看，这自然就是侵略和屠杀，无论如何都

谈不上大发现，而所谓的大发现只是殖民者可以随意烧杀掠夺的“处女地”而已[5]。而以唯物主义的中

华史观来看，这就是殖民的标准美化范式，掩盖了其中对于当地土著的蛮横掠夺和血腥屠杀。因此，当

高校教师以此史实作为维生素 C 发现史的课程思政，采用了“地理大发现”的字眼时，就不自觉陷入了

西方的错误视角，美化了殖民史，对于同样有惨痛殖民史的印第安人是极大的不公平。如果在特定情境

下(比如向学生展示西方科技史相关史料)不能回避该表述时，则有必要提醒“地理大发现”的背后殖民掠

夺史。 
同样的美西方视角也体现在青霉素的发现史中。青霉素的发现和大面积应用是很多基础学科(生物，

化学，医学等)重要的课程思政素材。在教学时，通常会提到青霉素由英国科学家弗莱明不经意发现，因

为二战爆发欧洲战乱，美国给予了青霉素的大规模工业生产提供了和平环境以及资金支持，才得以使青

霉素成为二战期间最重要的发明，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可以说，青

霉素的在医疗上的广泛应用，美国贡献巨大。在提到相关史料时，往往联想到历史上同期美国用两颗原

子弹投到日本广岛长崎终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学生们很容易在目前“地球村”下美国文化媒体强势影响

下，结合已有信息，推论出美国是处于绝对正义一方，坚定地站队反法西斯阵营，在二战中做出了极大

地牺牲和最大的贡献。然而，联系到真实的历史背景，作为高校教师须明白，美国在二战中的选择几乎

全是功利计算的结果，甚至吃饱了同盟受害国的“人血馒头”。在二战中前期，美国始终和德国日本保

持了天文数量级的军火贸易关系，攫取了海量利润，获取最大化经济利益的同时，极大地放纵了轴心国

欺凌同盟受害国，给包括我国在内的众多被侵略的国家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而美国最终加入同

盟国进入二战战局，则让美国在二战后期收获了史无前例的重大政治利益，直接奠定了战后“美苏争霸”

以及苏联解体后美国独步全球的世界格局。在此过程中，美西方视角中美国“伟光正”形象的背后，充

满了太多实际利益考量的绥靖和投机主义。诚然，国家行为利益为先，美国国家行为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然而通过科技史让学生充分认识到美国二战中嗜血贪婪的一面，有助于通过课程思政褪下美国在西方传

统舆论中的“神圣光环”，一定程度上消解当下中美严峻对峙下美国文化强势地位和舆论霸权优势。 

2.2. 凸显科技史中我国的独特贡献 

灿若星河的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在科技史上创造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因为我国现代科学技术起

步比较晚，同时基础教育体系中科技史部分更多转述自西方视角历史，因此传统的教材和课程体系中缺

乏中国科技史相关内容。然而，这种现状不足以反应真实的科技史，也不能很好地激发学生族自豪感和

科技创新热情。英国著名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院士曾经指出，“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科学技术一直

保持一个让西方望尘莫及的发展水平，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6]。除了中外一

致认同的“四大发明”之外，我国古代科技在很多方面也有重要贡献。比如说关于人类探索物质组成的

历史，大部分课本会从德谟克利特的“物质都由原子构成，而原子不可再分”的哲学角度展开，而其实

几乎在历史上同时期，我国古代哲学家墨子也提出了“非半弗，则不动，说在端”，意思是说，物质都

是由某种不能分割的最小单位“端”构成，这两种观点都是古典原子论的不同表述形式，殊途同归，在

中西科技史上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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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中国因为起步较晚，在科技史中相对薄弱，但也有大量内容可以加入到科技史课程思政中。

比如在基础化学中讲到多电子原子轨道的能级时，我国“稀土之父”徐光宪院士提出的多电子系统原子

轨道近似能级次的(n + 0.7l)规则[7]，就总结了由美国著名化学家 L. Pauling 提出的原子轨道的近似能级

图，很好地将抽象知识用公式进行总结，既方便学生记忆，也丰富了课程思政的科技史内容，激发了学

员的民族自豪感。 
目前，散落在经典科技史之外的中国独有贡献还有很多，比如物理化学中学习相律时，我国科学家

黄子卿院士在 1934 年第一个精确绘制出了水的三相点；有机化学中大名鼎鼎的黄鸣龙反应(1945 年)则是

数千个有机化学人名反应第一个以中国人命名的反应。随着我国化学科研的迅猛发展，近年来在新的有

机人名反应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化学家的名字(如陆熙炎环化反应，史一安不对称环氧化反应等)。这

些知识点散落在具体的各个课程知识内，是绝佳的课程思政素材，需要高校教师们在长期的科研和教学

工作中进行悉心积累，对教师的专业知识储备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此类内容的引入不仅能大大开阔学生

的视野，同时更好达到了课程思政目标中激发民族自豪感和创新热情的作用。 

2.3. 对抗科技史中的解构主义 

这个是目前课程思政中较少注意的一个领域，但又处于思想领域激烈斗争的前沿，充斥在社会生活

的各个领域。解构主义是指，发现矛盾、颠覆原有秩序，改变或重组原有的概念关系，从而消解文本原

本结构，重新确立一种意义，或发现被排除、被遗忘、被边缘化的意义，这一点在美苏争霸中，美国颠

覆苏联的宣传领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于“苏联解体”功不可没。而在中东的阿拉伯之春，乌克兰的

“橙色革命”以及香港反中事件的“雨伞革命”等，都发挥了思想领域渗透的先锋作用，为美国后续扩

大事态，颠覆政权勾勒出“民意”基本盘。目前，该手段在我国的相关领域也有一定程度的浮现。比如，

火药作为四大发明之一值得中华民族为之自豪，也是化学课程里常见的科学史课程思政内容。但是近年

来网络上有一个流行的论调：中国人最早发明了火药，用来放烟花，而西方人却用火药研制出了枪炮，

又用枪炮打败了中国，就连英国科技史院士李约瑟也认为中国虽然发明了火药，但没有发展出热兵器。

因此，这个段子来讽刺中国人缺乏深度创新思维，很大程度上消解一部分人的民族自豪感。这就是典型

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较为专业的思想领域斗争方法，高校教师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当然，这个段子并

不是史实，早在宋朝，中国就大面积使用了铁火炮。比如著名的钓鱼城之战，蒙哥汗就是因为被宋军的

铁火炮所伤才死去的[8]。 
解构主义在我们身边也存在。今年中国商飞的全球首架 C919 大型客机历史性圆满完成商业首航，打

破欧美对我的客机垄断。但的在网络上不乏有被境外势力渗透的自媒体就展开了解构：C919 的零件并不

是完全的国产，而是一个“万国造”的集成组装货，这么一个“万国来凑”的组装机，完全不值得如此

浓墨重彩。然而，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分工合作效率优先才是世界的主题。如果青年教师没有足够的

理论和实践积累，就很容易被这种论调带歪。需要注意的是，前一阵笑果文化的脱口秀演员李昊石将解

放军在抗美援朝战场的表现的恶意侮辱也算是历史解构主义的一种，尤其是当代大学生很容易受到这些

“万物皆可娱乐”的行为误导，丧失自身的理想信念。可以说，在解构面前，一切坚固的东西包括思想，

各种价值观都得消散[9] [10]。作为高校教师，既要警惕社会及网络上的解构主义带来的消极影响侵蚀自

己，更要主动承担起在课堂一线对抗这些解构主义的使命。 

2.4. 展示科技史相关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 

现实社会是历史的延续，也是进行教学思政的最佳身边素材，尤其是科技史相关的领域。譬如说电

化学的发展史也是常用的课程思政素材。通常的课程内容包括生物电的发现，即 1791 年意大利医学家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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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尼发现了金属能使蛙腿肌肉抽缩的“动物电”现象，一般认为这是电化学的起源，也是科技史中少有

的医学反向促进自然科学发展的经典案例。该案例后续会提到伏打电堆，法拉第定律，能斯特电极电势

公式以及电势与电流密度等内容，通用教材往往在这里电化学的科技史就戛然而止。与时俱进的老师可

能会向学生介绍 2019 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锂离子电池开发方面的贡献。但其实，课程思政设计到这里仍

有缺憾，尤其在近年来电动汽车飞速发展，在 2023 年比亚迪的电动车的产销量跃居世界首位，而排名第

二的特斯拉电动车全产业链在中国也有压倒性的布局。可以说，以电动车的广泛使用带动的新的科技革

命，中国具有前瞻性的产业布局不仅抓住了机会，并且行稳致远，成为中国产业升级的领头羊，可预见

的未来具有十分光明的前景，这都是可以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科技前沿，自然会更准确地达到课程思

政目标。 
同时，我国目前在很多科技领域都实现了追赶超，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大放异彩，这些领域包括却

不局限于单晶硅，稀土制造，量子计算机，东风导弹，人工淀粉，超高压输电，空间站技术等内容，在

高校里都有相关的前沿领域与之相对应。因此急切地需要各个学科的教师熟稔专业领域前沿，能在科技

史相应领域有所生发延伸，从而更加准确高效达到课程思政目标。 

3. 小结 

科技史作为课程思政最重要的素材来源，在培养学生学习热情、科学思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科技史发挥课程思政作用的前提，应该建立在高校教师具备一定广度和深度，契合

国家利益的“科技历史观”，这就对高校教师自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① 过硬的思想素质，时刻把

握党和政府的基调，站在中华民族的视角上阐述科技史的思政素材；② 丰富的专业知识储备，对于专业

课程的科技史(尤其是历史背景)要有充分的理解，才能在“利国利民”的取材角度上得心应手；③ 足够

的人文知识储备，比如说解构主义，颜色革命等，很多理工科教师专业知识丰富，但人文传媒的相关知

识有所欠缺，容易陷入“颜色革命”的解构主义等话术陷阱，从而动摇理想信念；④ 关注科技前沿，保

持对自己领域前沿突破性成果的敏感性，诸如人工淀粉，氢键成像等，将我国在科技前沿的新成就融入

到科技史的课程思政素材当中。 
在中美激烈竞争的大环境下，课程思政体系的建设是增强全体大学生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等“四个自信”的主要手段，也是未来赢得大国竞争的基本条件。

从这方面说，高校教师依然任重道远。我们必须用好科技史相关的教学思政素材，站在国家和民族角度

去看待科技的历史和现在，才能在欧美文化强势以及舆论霸权的不利条件下，在和美西方的竞争中，最

低程度保证在思想领域处于不败之地，从而在激烈的竞争中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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