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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高校实现立德树人的重要举措，本文以材料化学专业的《功能材料》为载体，提出了课程思

政建设的方法，以实现课程思政与专业知识的结合，旨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进一步达到全方位育人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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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ur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education is a crucial strategy to strengthen moral 
education and cultivate people in universities. In this paper, with functional materials of material 
chemistry as the carrier, the method for the cour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education 
construction is put forward to realize the combination of cour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education as well a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 order to cultivat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student and further achieve the purpose of all-rou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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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功能材料》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 

《功能材料》是材料化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是材料科学的重要分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

学生掌握各种功能材料的结构与性能的关系，了解不同功能材料的前沿科学技术进展，并且能够将所学

习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中。在之前的课程中，只是简单机械地向学生介绍每种功能材料的相关概念、

原理及应用，并不能通过这门课程认识到知识背后的思政人文精神[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要坚

持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2]。“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课程体系创新”研讨会提出了

“课程思政”的概念，指出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思政课程，而是应该扩大范围，与专业课程结

合，高校教师应该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引导学生将所学习的知识融会贯通，全面提高学生的创新能

力和探索能力，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功能材料》这门课程中，通过思政教育，使

得同学们认识到功能材料是国家制造业之基础，在各个领域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也让学生们认

识到我国的材料研究和发展存在着哪些短板和弱项，激发同学们的爱国之情，努力成为国家和社会培养

的材料化学领域的学术创新精英和产业领袖，提升我国在功能材料领域的综合实力。在高校专业课程中

的思政教育理论依据主要是充分尊重教育规律，全面理解课程的内在价值和高等教育的使命，从根本上

提高课程思政实效。 

2. 《功能材料》课程思政建设的方法 

2.1. 分析课程内容，挖掘并梳理思政元素 

基于《功能材料》课程所传授的内容，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精确构建课程思政教学框架，精心

凝练材料学科人文价值，精准挖掘思政元素科学价值，精细布局课程思政教学，有机融入教学过程。有

效避免在教学过程中建设立体性欠缺，融入贴切行不强，特色鲜明性不够和落地践行性不深等问题，使

得学生在学习基本的概念和理论知识时潜移默化地接受思政元素的熏陶。对于《功能材料》这门课程中

构建的思政元素，可以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几个方面[3]：(1)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包括爱国主

义和民族精神，爱国主义可以从我国悠久灿烂的文化对于今天的功能材料的设计给予了灵感，使得学生

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热爱自己的国家，民族精神可以从我国的科学工作者在功能材料的设计和研发

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例如航天精神、工匠精神等，鼓励感兴趣的同学们以后努力致力于相关材料的发

展，为我国材料领域的发展做出贡献；(2) 道德修养：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

这部分中比如我们在介绍储氢材料和纳米材料的过程中，这些材料有非常重要的用途即为了缓解当今世

界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从而引出我国目前提出的重要的“双碳”战略目标(碳中和和碳达峰)，提醒

同学们要有能源危机意识，真正了解到保护环境和节约能源的意义；(3) 人生观价值观：包括人生观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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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价值观，教导学生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扩展主要基于国家层面、社会层

面和个人层面，使得同学们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含义；(4) 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功

能材料》这门课程是希望同学们通过学习各种材料的基础知识，包括概念和原理，进一步去认识新型功

能材料，从而了解目前功能材料存在的短板问题，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努力探索创新，为中国功能材料

的发展添砖加瓦。 

2.2. 结合时代特点，构建多元化思政教学方法 

在以理论学习为本的基础上，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方法[4]，寓教于乐，有机地融入具有学校特色的教

学素材，积极稳妥地推进课程思政教学内容的创新。时代特点可以以国内外的大师为例，这些也是学生

感兴趣的话题，这些话题引入到教学中，不但激发学生对于国家大事的关注和了解，而且也促进了学生

对专业课学习的兴趣，从而进一步培养学生用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比如，最近中国

商用有限责任公司国产大飞机 C919 走进中国民航大学，C919 大飞机攻克了 100 多项核心的关键技术，

其中就包括新型功能材料的应用，可以带领学生参观国产大型客机，一方面让学生体会到中国近些年来

发展的重大成就，另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深刻体会到新型功能材料在国产大飞机上的应用，T800 级碳纤维

复合材料应用在后机身和平垂尾等部位，使得飞机结构向整体化和轻量化发展，从而使得 C919 达到同类

飞机先进水平；通过这种例子，不但可以使专业知识生动化和形象化，并且提高学以致用的本领。除此

之外，将先进的科研成果引入到课堂，让同学们了解到所学习的知识与当今世界的前沿热点高度契合，

激发学生的科研兴趣，比如在超导材料内容讲述时，先是讲述了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超导材料的研究

一直处于落后状态，赵忠贤院士带领团队赵忠贤带领团队获得了 40 K 以上的高温超导体，突破了认为

“超导临界温度最高不大可能超过 40 K”的麦克米兰极限，后来 2023 年中山大学发表了关于镍基高温

超导体的顶级期刊 nature，实现了 80 K 的高温，也被评为中国十大科技进展，而超导体是《功能材料》

这门课程的重点内容，占据了四个学时，而期刊上关于镍基高温超导体的表征，如临界参数等等，都在

课堂内容中详细讲述，通过顶级期刊与课堂内容的接轨，使得学生深刻地意识到中国在超导领域发展的

现状，从赵忠贤院士到中山大学取得的成就见证了中国在超导材料领域不断创新发展的历程，通过这段

内容的介绍提升了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很多同学表示未来有兴趣致力于超导材料的研究，为

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另外，利用丰富的网络信息资源[5]，如通过利用“智慧树”“学习通”“新华网

新华思政”等多个媒体平台，为课程思政内容添砖加瓦，智能思政使得学生的认知信息在技术支持下，

以数据的形式呈现出来，学习的时空界限被打破，教育者“权威形象”亦被打破，教师不再是学生获取

知识的唯一或者最为重要的来源，教师的角色逐渐由知识的传递者转变为助学促学的引导者[6]。 

2.3. 加强过程考核，增强课程思政教学的时效性 

在之前对于课程的考核中，主要是以期末考试成绩为主，这种考核评价体系具有片面性。因此，加

强课程的过程性考核尤为重要，将期末考试与平时过程性考核相结合，优化该课程的评价机制，逐步实

现教考分离，以真正学习产出为目标，改变以往期末考试“一考定乾坤”的方法，实现对学生线上与线

下学习的双向监管，从而做到以评促教和以评促学。过程性考核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勤和学习

态度的考核，旨在加强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从而进一步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素质，同时也是促进教师改进

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的重要表现；二是对每节课所讲述

的内容进行作业布置和小组讨论，课程作业有利于学生及时巩固课堂所学习的内容，小组讨论有利于学

生加强团队协作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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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课程思政对于高校实现立德树人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主要针对材料化学专业限选课《功能材料》课

程进行课程思政建设方法的阐述，主要通过三个方面，即分析课程内容，挖掘并梳理思政元素，结合时

代特点，构建多元化思政教学方法，以及加强过程考核，增强课程思政教学的时效性；将课程思政与专

业课程结合，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为全方位育人奠定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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