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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无机化学》作为高等理工科院校化学专业的核心必修课程，在学生掌握化学基础知识方面具有至关重

要的地位。它不仅为后续相关课程的学习奠定坚实的化学基础，同时也是实现专业培养目标中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本文旨在探讨如何将思想政治教育与《无机化学》教学有机融合，以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无

机化学》课程为例，探索教育改革的新途径。通过将思想政治教育与《无机化学》教学相结合，并利用

大数据技术优化教育资源，旨在推动教育改革、提升教育质量，并为培养高素质的化学专业人才打下坚

实基础。这种创新型教育模式能够更好地促进全面发展和全面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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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organic Chemistry” is a fundamental compulsory course for chemistry majors in colleg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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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ies, playing a pivotal role in students’ acquisition of essential chemical knowledge. It not 
only establishes a strong foundation for subsequent related courses but also constitutes an indis-
pensable component of achieving professional training objectives. The objectiv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amine the seamless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the teaching of “In-
organic Chemistry”, using Foshan University’s “Inorganic Chemistry” course as a model, thus ex-
ploring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 educational reform. By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the teaching of “Inorganic Chemistry” and harnessing big data technology to op-
timize educational resources, it aims to drive educational reform, enhance educational quality, 
and establish a robust foundation for nurturing high-caliber professionals in the field of chemistr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innovative educational pattern can effectively facilitate comprehen-
siv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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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当今化学研究的广阔天地中，无机化学正步入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时代。这一学科领域不断

拓展，其研究范围广泛，包括无机合成、丰产元素化学、配位化学、有机金属化学、无机固体化学、生

物无机化学以及同位素化学等多个重要子领域。在高等理工科院校，化学专业开设的《无机化学》课程，

不仅为学生提供了从化学视角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更为他们后续深入学习有机化学、分

析化学、生物化学等课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进一步锻炼了他们的科学思维[1]-[3]。2018 年全国教育大

会上，习总书记明确指出，教育应以学生全面发展为核心，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并将其融

入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同时，他强调了深化教育改革和创新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教育发展道路，通过全面、全员、全过程的“三全育人”模式，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思维和综合能力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4] [5]。在这一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本文以《无机化学》课程为案例，深入探讨

了如何将大数据技术与课程思政相结合，创新教学改革模式。文章从当前教学现状出发，对教学内容进

行了深入整合与优化，全面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并构建了一套全新的课程考核体系。如图 1 所示，这些

创新实践的成果令人鼓舞，我们坚信，通过这种融合大数据与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不仅能显著提高教

师的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更将为我国教育事业的持续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教学现状及整合优化教学内容 

在当前的《无机化学》课程中，我们主要涉及分散系、原子和分子结构、化学热力学基础、化学平

衡、化学反应速率、酸碱反应、沉淀–溶解反应、氧化还原反应以及配位化合物等关键章节。然而，根

据近年来的观察和课堂反馈，我们发现学生的化学基础存在较大差异。相较于其他高等理工科院校，我

们的《无机化学》课程与高中教育内容的衔接更为紧密[6]。但在广东省内，由于高中化学课程并非必修，

一些未选修化学的高中生在无机化学方面的基础几乎为零。这导致在授课过程中，一些已有化学知识基

础的学生能够迅速理解并跟上课程进度，而其他学生则感到困难重重，甚至产生恐惧感。鉴于时代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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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framework of inorganic chemistry courses restructuring by integrating big data with political education 
图 1. 大数据融合课程思政的无机化学课程教改思路 

 
展和大数据融合背景下对《无机化学》等科目培养需求的不断增长，《无机化学》及相关科目的教育改

革变得尤为迫切[7]-[9]。为此，我们在教学中采取了降低起点和难度的措施，通过深入剖析知识的精华，

减小了知识的坡度，并特别加强了核心内容的细致讲解。我们选用了张爱平主编的《无机化学》(全国普

通高等医学院校十四五规划教材，ISBN：9787521424706)作为教材，并充分利用该教材配套平台资料，

为学生提供了清晰易懂且可追溯回顾的有效学习途径，引导他们进行自主学习和复习。在授课过程中，

我们有针对性地加强了重点章节的层次推进，并注重了知识点的实际应用。根据专业培养目标的特性，

我们灵活结合了生命科学、医学、材料科学、药学等领域的相关知识，进一步增强了学生对知识之间关

联及理解之间相互影响的认知。此外，我们还通过增加理论与实践案例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有效激发了

同学们对于广度和深度思考方面的需求，为他们带来了新鲜的感受和更多的启示。例如，在介绍元素周

期表及相关性质时，我们将元素周期表的结构和组成进行了拆分和突出讲解，并适当归纳了主、副族元

素所具备的规律性质。在介绍常见的重要无机化合物时，我们使同学们了解了产业链的全过程，并特别

介绍了这些无机物在实验室和工业生产中的差异以及在军事和民用领域中的先进案例，从而提升了他们

对于这些内容的浓厚兴趣和民族自豪感。通过这些创新的教学方法，我们相信能够为《无机化学》课程

的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在教育的新时代，“大数据”不再只是一个术语，它代表了一种能力——通过信息的采集、存储、

管理与分析，构建起强大的信息库。这种能力使我们能够以科学的数据模式对信息进行优化整合，在特

定时间范围内提供更准确的参考信息，从而在资源整合方面引领潮流、促进发展[10]。在《无机化学》课

程的教学实践中，我们积极拥抱大数据，通过广泛的数据环境和网络资源，对教学资源进行整合优化。

我们的目标是为学生提供多维度的化学知识和学习渠道，以适应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和背景。我们的教

学改革措施包括采用多元互动形式，如黑板书写、屏幕投影、音视频播放等，将化学概念、原理和公式

生动地呈现给学生。这些互动形式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还帮助学生构建起庞大的知识网络，展示知识

点之间的联系和内在规律，促进了学生对基本概念和知识的记忆与理解。同时，我们充分利用大数据资

源为学生创造了学习化学知识的场所，例如巧妙运用超星学习通平台、中国大学 MOOC、网易公开课、

爱课程及雨课堂等高质量网络教育资源，补充了传统教室教育存在的局限性[11]。此外，我们还通过随堂

练习、讨论反馈以及作业完成情况等实践环节来评估教学效果。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反馈，基于大数

据背景下进行的教改已初见成效。具体表现为：所采取的策略与模式能够全面把握到每位同学在各个阶

段上对知识点及应用程度方面的变动情况，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智能化与信息化水平的提升。通过这些创

新的教学方法，我们相信能够为《无机化学》课程的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为培养具有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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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和综合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坚实的基础。 

3. 在授课过程多角度融入课程思政 

在大数据时代，学生们确实可以接触到越来越多的资源，但信息的混乱也容易对他们的正常判断产

生影响。更为严重的是，有些人会怀疑上述《无机化学》课程教改的必要性，认为只要拿到毕业证就行

了。这种观点忽视了教育的深远意义和对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性。因此，高等院校的教师不能仅仅传授

专业知识，还需要将思政要素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在潜移默化中促使同学们了解国家大政方针，并明确

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这一过程对于学生的价值观塑造和社会责任意识的培养至关重要。实际上，

在现阶段将思想政治元素有机地融入课程内容相对困难，这主要是由于理工科专业特色所导致的。我们

在教改过程中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专业课教师很少谈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思想政治；二是少部分学

生缺乏传统道德和民族自豪感，从而导致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够重视[12]。 
此外，经过多方调研发现，在大数据时代，理工类专业学生对人文素养、时事政治等内容的关注度

相对较低，这是一个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现象。《无机化学》作为材料、医药和工业生产等领域的基础

课程，对于化学类专业学生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通过学习《无机化学》，学生们不仅能够为后续

相关专业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能够培养出热爱科学、尊重知识的科学态度，塑造严谨、科学、诚

实和刻苦的治学品德，为成为满足新世纪科技发展需求的人才奠定基础[13] [14]。为了提升理工科学生的

人文素养和政治意识，我们在授课中巧妙地融入了许多思想政治元素。在介绍无机化合物发展历史时，

我们着重讲述了国内外著名化学家如道尔顿、鲍林、路易斯、徐光宪、侯德榜和张青莲等人的努力和成

就，激励学生们追随这些科研界楷模，致力于探索新发现并揭示化学反应原理。同时，我们结合社会热

点问题以及最新事件与话题，将原子结构与分子理论、热力动力基础知识以及四个平衡等理论知识点与

党教育方针相结合，帮助学生们通过专业知识及时了解背后所投射出来的国家大事情况，并深入心灵牢

记党和国家制定的伟大政策指导思想[15]。在教学实践中，我们通过科技理论的引导、对学生的真挚关怀、

团队协作和互助精神的培养，以及科学态度和工匠精神的树立，为学生的成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们

相信，通过这些措施，我们能够帮助学生成为具有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时代新人，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4. 搭建课程考核新体系 

考核环节是素质教育响应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教改的核心检验环节。然而，大数据融合课程思政

的无机化学教学改革模式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新课程考核体系[16]。为了适应这一改革，我们通过线上和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考核体系的改革探索。一方面，我们利用微信群等社交媒体工具，在开课初期以

班级为单位建立交流平台，并确保每次上课后发布本章复习要点总结，同时在固定时间内按照接龙方式

延续讨论话题，以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动和讨论。另一方面，教师定期进行线上交流，通过设立学习小组

来讨论对课程内容存疑之处，并根据小组讨论情况提供指导或答疑，同时根据学生的实际表现评分并记

录平时成绩。在线下课堂中，我们创造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并展开良性互动。此

外，将学生置于主体地位并融入合理的实验环节，使每位学生能够在教师指导下全程参与实验活动，从

而提高他们解决问题、思考问题和团队合作等综合能力[17] [18]。 
此外，传统的考核方式主要依赖笔试成绩，这导致部分学生在平时学习上不够认真，并普遍出现了

临近考试突击复习的现象。由于各种原因，少数学生在笔试过程中无法充分展示自己的实际水平，这些

情况都不能客观地反映学生真正的学习效果，并容易导致他们产生侥幸心理或不端正的学习态度[19]。因

此，在构建新的考核体系时，我们将加强对平时表现和实际能力的评估，并采用教与考分离的形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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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笔试将更注重测试学生应用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综合考虑平时成绩、期中成绩和期末成绩来

建立新的课程评定体系，并给出最终成绩[20]。根据一段时间内的观察和反馈，这种注重科学素养培养模

式以及通过详尽评定和量化各项指标来评估学生综合能力的方法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不仅促进了

学生的全面发展，也提高了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结语 

在大数据融合立德树人的时代双重背景下，我们的教学改革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首先，通过整合

教学内容实现了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并成功将大数据资源融入到教学环境中。其次，在为学生提供多

元知识传输和吸收渠道的同时，巧妙地将课程思政内容多维度地融入到教学过程中，以形成全员、全过

程、全方位的育人力量。再次，针对《无机化学》课程的性质和特点，我们采用了多样化的考核方式来

获取更客观的教学评价。基于此，我们量化了各项指标并细化了成绩评定方法，从而全面提升学生的学

习态度、知识掌握度以及实践动手能力。这种考核方式更加注重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有助于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我们坚信，将大数据与课程思政相结合的创新教学改革模式，为《无机化学》教

学改革带来的不仅是机遇，更是挑战。这种模式不仅推动了理工科院校内涵式发展，还促进了大学生的

全面成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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