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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立德树人、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教育部对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要求的目标。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推动思政教育和专业教育相互渗透，以《矿物加工研究方法》进行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试验，围绕

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法治意识、道德修养等方面融合在《矿物加工研究方法》专业教学内

容中，将“国家大安全”、“生态文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思政元素同专业课程相结合，

为国家培养具有核心素养的“深基础、强能力、高站位”的创新型矿业教育人才，也为其他专业课程改

革试验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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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al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is to cultivate students with moral character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quali-
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order to fully implement the Party’s educational policy and promote the 
mutual infilt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the ideolo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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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reform experiment in the “Mineral Processing Research Methods” course 
was carried out, integrating political identity, patriotism, cultural literacy, legal awareness, moral 
cultivation, and other ware aspects into the professional teaching content of “Mineral Processing 
Research Method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such as “national securit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ware combined with profes-
sional courses,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mining education talents with core competencies such as 
“deep foundation, strong ability, and high standing”,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other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reform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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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国际局势复杂动荡，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

形势，高等教育的普及和优秀人才的培养等都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石[2]。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

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是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的首要方式[3]。 
矿物加工工程专业是武汉工程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的传统和优势专业，也是全国唯一专门培养

化学矿物工程技术人才的特色专业。作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教学团队的构建极为重要[4]。
该专业课程团队包括教授 1 人，副教授 4 人，40 岁以下教师占比达 80%。团队从职称、年龄结构等方面

均进行了合理的构建，在矿物的分离富集方面具有较深厚的知识储量。课程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

文化素养、法治意识、道德修养等内容，力求充分挖掘矿物加工研究方法课程思政资源，将课程涉及的

“国家大安全”、“生态文明”、“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等思政元素同专业相结合，推动思政教育和

专业教育的相互渗透，在课堂和实践中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将思政元素铸入学生思想、深入学生心灵、

融入学生行动，为社会培养更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5]。 

2. “矿物加工研究方法”课程现状及不足 

2.1. 课程简介 

作为矿物加工工程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矿物加工研究方法》是矿物加工工程专业本科生必修的

主干课程，该课程内容包括具体矿产的选矿工艺试验，选矿新工艺、新设备、新药剂的研究以及选矿基

础理论的研究[6]。课程以《矿物加工研究方法》为蓝本，以实验为主，是各种选矿方案(重选、磁选、浮

选以及其它选矿方法)得以实施的依据，具有综合性、实用性、实践性以及创新性的特点，是对矿物加工

专业课程的高度凝练和提高[7]。通过此课程，可以使本科生了解具体矿石分离分选的程序，达到矿物的

富集，掌握各种矿物选矿技术及基本原理、工艺流程、药剂制度、设备选型等知识点，涵盖知识面较广，

具有较强的培养科研能力的特点。课程学习所要达到的效果主要包括以下六点：1) 掌握矿物加工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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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意义，掌握矿物加工研究工作的程序和阶段。2) 掌握矿物加工研究工作中不同试样的采取与制备方

法以及矿物加工工艺矿物学的研究内容。3) 掌握矿物加工研究工作中各种试验方法特别是浮选实验方法。

4) 掌握矿物加工研究工作中常用试验设计方法，试验数据分析与处理以及试验结果的评价。5) 了解在矿

物加工和矿物材料研究中目前常用的现代测试技术。6) 了解和掌握科技论文的写作知识和写作技巧，提

高科研素养和科研能力。 

2.2. 课程思政教学的现状及不足 

传统课程的教学目标主要涉及三个核心内容：第一，培养学生利用多种选矿技术和方法处理具体矿

石的技能；第二，学生需在实验室完成矿石可选性实验，运用其数理知识和矿物加工的基础理论知识，

正确分析实验数据及理论与机理，从而提升他们的实践能力；第三，教育学生运用批判性和系统思维综

合所学知识，以增强他们的创新能力。 
由上述内容可知，传统的课程教学中更注重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升，课程背后所包含的国家安

全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内容却易被忽视[8]。传统的矿物加工不仅具有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特点，

而且是一个消耗自然资源且不可持续的过程[9]，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仅仅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显

然无法满足时代需求。因此，如何在课程教学中引入新理念和新技术，融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

引导学生从绿色环保等角度进行创新是课程团队教师应该把握的重点。此外，地矿产业是国家重要的基

础产业，国家建设的许多领域均涉及到矿产资源，统计数据表明我国 95%以上的能源、80%以上的工业

原料、7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均来自矿产资源[10]，国家对矿业类专业人才的需求十分强烈，培养具有

核心素养的“深基础、强能力、高站位”的创新型矿业人才刻不容缓，这亦是课程团队教学改革的重点。 

3. “矿物加工研究方法”课程思政的实践 

3.1. 课程教学与思政育人相融合 

思政教育不仅仅是简单组合或搭建，而需将多种思政元素与具体课程有效融合，以形成育人的整体

优势。邓小伟[11]等人提出，工科专业中“课程思政”的目标是利用专业知识教育作为载体，结合知识传

授和价值引领，以满足人才培养的需求。通过增强课程与思政的协同效应，实现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

统一，尊重教育与学科的规律，并探索“一课一策”的方法，可以创造出“课程好 + 思政巧”的多样化

教育局面。因此，在编写课程大纲、教案，以及在授课内容和教学方法的设计中，应融入职业理想、工

匠精神、德育、价值观教育、以及法制教育等思政元素。这种结合方式旨在培养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价

值取向、政治信仰及社会责任感，全面提升学生分析问题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矿物加工研究方法》涉及矿物、矿石、矿床、矿山以及各种选矿技术，课程包含矿物资源的开发

与利用同“国家大安全”、“生态文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思政元素。因此，根据《矿物

加工研究方法》课程的特点及本专业的特色，我们对课程内容进行了调整和整合。我们引入了现代化的

教学手段，利用网络平台，实现线上线下结合的授课方式，以拓宽学生的专业知识广度，并培养其自主

学习能力。实验教学和考核方法也进行了改革，既注重对学生知识技能的培养，又强调“德”、“能”、

“才”、“思”的全面发展，达到知识获取、能力提升和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最终实现对学生综合能

力的培养。 
在设计“矿物加工研究方法”课程时，我们深入咨询了资深矿物加工专家，并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

学习，以确保课程内容与实际相结合，并有效地融入思政教育元素。教学中，我们采用信息化手段和课

堂讨论的方式，帮助学生深入理解矿物加工研究方法的基本概念、目的、任务及其分类。通过详细讲解

矿物加工研究方法的程序，以及采样与样品制备的过程，学生能够领会科学研究的严谨性，认识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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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题的重要性及其创新性。此外，我们还强调了矿物加工技术在国民经济中的关键作用，引导学生

理解矿产资源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以及矿物资源加工的重要性。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树立正确的资

源节约观念和认识到矿物战略资源综合利用的紧迫性，这种方式不仅能传授技术知识，还可以培养学生

的责任感和创新能力。 
“三矿基因”概念是矿物分离与分选技术的基础[12]，涵盖了矿物的组成和化学成分等工艺矿物学性

质。这些性质的研究构成了矿物加工方法学习的前提。通过对这些基础知识的深入学习，学生可以精确

识别矿石中的有用矿物与无用矿物，并掌握主次矿物的分选技术。在教学过程中，融入辩证唯物主义科

学观以及主次要矛盾的关系以增强学生的理论深度和实践能力。此外，通过研究矿石的结构构造特性及

有用和有害元素的赋存状态，学生可以理解这些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对最终产品质量的影响。例如，

铁矿石中硫(S)和磷(P)的含量若偏高，将直接降低钢铁的质量，严重时甚至可能威胁国家安全。通过这些

实例，课程可以引导学生培养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实事求是的职业精神。 
课程还包括对浮选技术的详细讲解，包括主要选别手段、浮选工艺操作、药剂使用，以及开路与闭

路流程的试验。通过这些教学内容，学生将学习不同矿物间物理化学性质的差异，强化“三矿基因”与

现代智能技术结合的矿物加工方法，从而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此外，“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国家拥

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这些资源与我国的需求高度互补。因此，加强学生对这些国家矿产资源勘察、开发

投资及合作的认识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教育，让学生认识到建立我国多元化资源供应链以及增强应对风

险能力的重要性。这不仅有助于学生深化对国际合作的理解，也能够促进他们对全球经济格局的洞察。

课程还可以教导学生尝试设计较先进的矿物选别工艺流程以及浮选药剂和设备的改进，提高学生科技兴

国的责任感，建立科学的浮选工艺理念。在进行中间实验与工业试验等试验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课堂

翻转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积极主动查阅相关文献的习惯。还可以介绍云南磷化集团、贵州磷化集团有

关磷矿选矿厂的基本现状及发展趋势，使学生掌握中间试验与工业试验的全过程，锻炼学生的产业工程

化能力。在学生学习设计建立选矿厂实验时，引导学生的设计向智能选矿厂发展，重点可以引入“绿水

青山，金山银山”理念，矿产资源的开发符合国家的政治政策、环境生态、国家安全等，使家国情怀和

国家安全深入学生心灵。 
课程涉及众多实验及试验分析方法，在对试验进行讲解时，要突出试验的重点内容、发展过程以及

使用方法等。如全面析因实验与部分析因实验的重点在三因素两水平的正交试验与两因素三水平的析因

试验。通过对试验的介绍以及国内外著名学者在试验分析和数据挖掘时的先进事迹，建立试验研究需要

采取科学、合理、适宜的研究方法的理念，培养学生攻坚克难的品质。讲解实验结果的表示、评价以及

研究报告的编写过程中，教导学生需要形成严谨、客观真实的习惯，不能弄虚作假。 

3.2. 改进教学方法有机嵌入思政元素 

利用课程形成的大场域，因势利导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让学生在课程参与中厚植爱国之情、坚定强

国之志、砥砺报国之行。取情境教学、案例教学、课外练习、小组讨论、师生互动等方法，利用翻转课

堂、智慧课堂等各类线上线下资源，进行丰富多变的教学设计，帮助学生深刻理解课程思政内涵。其在

小组讨论环节中，锻炼同学们收集、整理、运用信息的能力，培养大家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协作意识；

在小组发言环节中，培养同学们信息归纳和口头表达能力，帮助大家建立自信、掌握沟通技能；在教师

点评环节中，帮助大家深刻理解国家的重要决策、树立人地和谐的地域可持续发展观。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引入现代化的教学工具和方法，构建智慧型课堂，并充分利用多种新媒体和新

技术。通过立体化和可视化的教学手段，激活课堂氛围。同时，深入探讨专业知识与法治、思想、道德、

法律等思政元素之间的联系，适时将这些思政元素融入课程内容中。课程不仅结合学生的个人经历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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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结构，还从育人的角度出发，创新性地引入教学规章之外的新型教育工具和方法。这些措施旨在提升

学生的学习热情，并使得互联网这一变量极大地促进课程改革，增强教学成效。在实验课程中，首先针

对磷矿进行制备与分析。开始时，将矿样进行磨矿筛分以检验磨矿细度，并确定适合浮选的单体解离度。

随后，采用多因素多水平的析因实验方法，优先选择适宜的正浮粗选药剂。接着，通过登山实验法来优

化磷矿正浮选的药剂配比。完成正浮选后，进一步实施反浮选步骤，确定所需的硫酸和磷酸的精确用量。

最终，通过开路与闭路的流程实验来验证工艺效果。实验全部结束后，撰写详尽的实验报告。整个过程

以学生为核心，旨在将思想教育与能力培养融为一体，确保学生能全面掌握实践技能。 

4. “矿物加工研究方法”课程思政改革目标 

“矿物加工研究方法”课程教学中结合专业知识中蕴含的思政育人素材，将思政内容与专业知识内

容有机融合，授课过程主要包括课堂讨论、参观体验、融入信息化教学、考核等方式。“矿物加工研究

方法”课程思政改革目标力求通过学习将生态文明意识及法治意识铸入学生思想、将家国情怀及国家安

全深入学生心灵、将文化素养及道德修养融入学生行动。 

4.1.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感铸入学生思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身份标签，在课堂中培养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认同感在思政教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明和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矿物

加工工程》课程包含理论和实践两部分，在前期理论学习部分可以通过 PPT 演示等将生态文明意识和法

治意识潜移默化地铸入学生思想，再通过后期的实践进行检验。矿物加工离不开矿产资源，矿产资源是

可利用而不可再生的自然宝藏，如何科学地开发和利用矿产资源是每一个矿业人员应该思考的问题，尤

其是矿物加工工程专业的学生是矿产行业重要的支柱之一，只有熟悉了同矿产相关的各类法律法规，才

能在未来从事相关行业时更加得心应手。课堂教学过程中采用学科融入的方式，将资源相关的法律法规

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政策融入到学生思想中，包括引用国内矿业公司对法律法规实际践行程度的例子向学

生讲述我国资源法的相关内容等，如《矿产资源法》中明确指明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申请取得的采

矿权；国家保障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矿产资源；

禁止乱挖滥采，破坏矿产资源等。 

4.2. 将家国情怀及国家安全深入学生心灵 

将家国情怀及国家安全的意识深植于学生心中，是思政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磷矿和铁矿等资源的

加工直接关联到钢铁冶金产业和磷化工行业的发展，这些行业的繁荣不仅支撑着国家的工业基础，还与

国家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等战略层面的问题息息相关。此外，矿物中的有害元素含量，如铁矿中硫(S)和
磷(P)的高含量，可能会导致钢铁质量的降低，从而对国家安全产生严重影响。 

通过研究矿石的结构构造特性和有用与有害元素的赋存状态，学生可以深入了解这些元素之间的相

互作用。此外，通过课程教学，我们引导学生树立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科学严谨的专业素养。课程中，

我们还将深入探讨中国矿产资源的战略地位，包括其在国家经济发展、国防建设及社会稳定中的作用，

并通过展示矿产资源的统计数据，加深学生对矿产资源战略价值的理解。教学过程中的中间实验与工业

试验环节，将采用翻转课堂的方式，激励学生主动查阅相关文献，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同时，介绍云

南磷化集团和贵州磷化集团等磷矿选矿厂的运营现状及发展趋势，帮助学生全面掌握中间实验与工业试

验的过程，从而培养他们的产业工程化能力。 
在学生进行选矿厂设计实验的教学活动中，我们将引入国家的相关政策和指导方针，如智慧矿山建

设、绿色开采要求及碳中和政策，引导学生向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设计选矿厂。此外，向学生讲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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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业领域的发展方向和政策支持，以帮助学生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4.3. 将文化素养及道德修养融入学生行动 

在教育过程中，将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融入学生的日常行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实验和实习等教学

活动，不仅能够传授专业知识，而且能够在实践中塑造学生的职业态度和价值观，进而提升其综合素质

和社会责任感。实验教学是理论与实践转化的桥梁，尤其在“矿物加工研究方法”等课程中尤为重要。

课堂上引入国内外著名学者在试验分析和数据挖掘方面的先进事迹，可以为学生建立起科学和适宜的研

究理念。 
在学生的实验研究教学过程中，应当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强调在撰写研究报告时

保持严谨和客观的学术态度，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学术不端行为。这样的教育实践不仅能够有效提高学

生的专业能力，也能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提升其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平。 

5. 结语 

在《矿物加工研究方法》课程的改革中，课程团队致力于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和核心素养的全

面培养，通过将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构建了一个融合“思政素养、专业素养、综合素养”

三者于一体的课程培养体系。旨在紧密跟随时代发展的需求和专业领域的前沿技术，以促进知识的传授

和价值观的引领实现有机统一。 
在具体教学活动中，课程团队不仅深入探讨了磷矿选矿与深加工的最新科研成果，以拓宽学生的

专业技能，还通过设立磷矿可选性专题实践课程，强化实践教学的环节。磷矿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战

略资源，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高端磷化工产品及新能源材料的生产，其重要性显而易见。通过融

入思政元素，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和法治意识，而且深化了学生的家国情怀和国家安全

意识。此外，课程还注重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的融入，旨在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勇于面对挑战的矿

业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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