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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的不断深化，如何在大学课程中有效融入思政元素，成为当前高等教育领域的重

要课题。《无机化学》课程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专业基础 + 能力培养 + 提升素养的理念为指导，以实

现立德树人为目标，将专业知识与课程思政元素相结合，构建了无机化学课程思政素材库，运用现代信

息技术创新教学模式。通过线上作业、考核、谈话等了解学生反馈，验证了该模式在提升学生爱国精神、

创新精神和人文素养方面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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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education concept of moral education, how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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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college cours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With student development as the center, the concept of professional foundation + 
ability cultivation + quality improvement as the guidance cultivating people with virtue as the goal, 
Inorganic Chemistry combine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with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course to buil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aterial library of inorganic chemistry course, and 
uses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innovate the teaching mode. Getting students’ feedback through 
homework, assessment and conversation, the positive role of this model in improving students’ pat-
riotic spirit, innovative spirit and humanistic quality is ver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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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以来，这一理念已引起各大高校师生

的热烈反响，并在教育领域得到广泛实践。2022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上再次强调“教育

是国之大计，建设教育强国，立德树人是根本”[1]。立德树人，不仅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理念，也是

现代教育体系中的核心目标。这一理念强调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更要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使其成

为具有健全人格、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强烈国家使命感的公民。 
《无机化学》主要讲授化学热力学、动力学、单多项离子平衡、氧化还原、物质结构基础和化学元

素等基础知识和原理，以及化学变化中物质的组成、结构和性质的关系等内容。作为我校材料化学专业

学生学习的第一门专业基础课和核心课程之一，学生对大学学习方式的适应，以及学生自主获取、拓展

以及更新知识能力的培养是该课程的核心目标。深入理解并掌握各基础理论知识，有助于培养学生形成

扎实的理论功底，为其他几门后继课程奠定基础。 
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要求我们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注重学生的德育培养。《无机化

学》作为化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课程内容与思政元素有着密切的联系。高校无机化学教师也在积

极挖掘思政元素，探索和实践“无机化学课程思政”的建设理念、实施途径和策略等，已形成了一些有

益的实践探索成果[2]-[7]。我校材料化学专业是天津市一流专业，我们在无机化学的课程思政教学中以立

德树人为目标，从家国情怀、科技创新、人文素养等方面构建无机化学课程思政素材库，创新教学方法

和手段以提升育人效果。 

2. 《无机化学》课程思政素材库的构建 

教学过程中为实现三全育人理念，达成立德树人的核心目标，《无机化学》课程建设围绕课程知识

点，选择符合专业育人特点和学生认知科学要求的资源，构建课程思政素材库。从化学发展史、科学家

事迹和成就、学科前沿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等挖掘素材，以达成以下三个方面课程思政目标。 
第一，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通过介绍科学家在国家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引导

学生树立为国家和民族贡献力量的崇高理想。 
第二，激发学生的科学和创新精神。课程教学中涉及许多前沿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鼓励学生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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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参与科研活动，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第三，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通过介绍无机化学与人类文化、历史、社会、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联系，

引导学生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情怀。 
如图 1 所示，根据《无机化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和特点，挖掘和梳理出适合融入思政元素的知识点。

通过对这些元素的整理，如表 1 所示按章节形成《无机化学》课程思政元素的素材库。在素材库的构建

过程中，建立思政元素与无机化学知识点之间的关联关系，方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快速查找和使用。将

专业知识学习与课程思政元素有机，有效融合，注重专业知识学习和爱国精神、创新精神、人文素养的

培养，以达成立德树人课程思政目标。比如在第七章固体的结构与性质中，学习晶体时，融入“中国晶

体之父”陈创天院士陈创天院士制备的 KBe2BO3F2 (简称 KBBF)激光晶体材料是氟代硼铍酸钾晶体，适

用于制造深紫外固体激光器的主要材料。他的研究不仅推动了我国晶体材料领域的发展，也为国家科技

进步和国防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使学生深刻认识到科技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具有重大意义，努

力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事业之中[8]，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坚定为国

家为民族奋斗的志向。 
 

 
Figure 1. The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the course “Inorganic Chemistry” 
图 1. 《无机化学》课程思政建设路径 

 
Table 1.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materials for the course “Inorganic Chemistry” 
表 1. 《无机化学》课程思政素材 

教材章节 知识点 思政元素 思政点 

1) 化学反应中的质量关系和

能量关系 反应热 科技创新、工匠精神 我国高铁实现了“千里一根轨” 

2) 化学反应的方向、速率和

限度 

吉布斯自由能 热爱科学、淡泊名利 科学家吉布斯的生平和成就 

平衡移动原理 爱国情怀 化学家勒夏特列的爱国事迹 

动力学 勤奋刻苦、科学使命 我国物理化学家孙承谔从学经历和

成就 

3) 酸碱反应和沉淀反应 

酸碱平衡 实事求是、普遍联系 人类对酸和碱的认识的发展史 

沉淀溶解平衡 科学创新、热爱和平 “物理化学之父”奥斯特瓦尔德和

能斯特的生平和成就 

4) 氧化还原反应 氧化还原平衡 追求真理、造福人类 电池的发明史 

5) 物质结构基础 

原子论 奋发图强，科学创新 道尔顿生平和道尔顿原子论 

原子结构 传承与创新、探索精神 
汤姆逊、卢瑟福、玻尔师生三代建

立的原子结构模型的历程及对科学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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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分子的结构与性质 分子结构 合作协调、创新精神 分子结构的研究是一个不断探索和

创新的过程 

7) 固体的结构与性质 晶体 民族自豪感、科技自信 陈创天院士在人工晶体生长技术和

理论研究方面做出的贡献 

8) 配位化合物 配位平衡 大胆创新、爱国情怀 “配位化学之父”维尔纳对配位化

学的贡献和爱国行为 

9) 元素概论 氢元素 绿色低碳、环保意识 氢能及应用前景 

10) 碱金属和碱土金属元素 锂元素 实事求是、科学素养 引入盐湖提锂前沿课题 

11) 卤素和氧族元素 
氟元素 迎难而上、不畏艰难 氟元素的发现史 

氧元素 实事求是、追求真理 拉瓦锡的燃烧氧化理论 

12) 氮族、碳族和硼族元素 
磷 勇于创新、重视实验、 波义耳生平和成就 

氮族元素–氨 热爱和平、造福人类 哈伯发明了氨的两面性 

13) 过渡元素(一) 铬元素 科技创新、环境保护 通过自主研发，提高铬元素的利用

效率，降低废弃物排放 

14) 过渡元素(二) 金元素 爱国情怀、创新精神 黄金在金融市场的重要意义及在利

用方式上不断创新 

 
另外，把思政素材库上传到线上平台，学生可以根据知识点检索到相关思政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帮助学生获得最大的学习成果，使学生在专业知识和思想方面有更多的获得感，提升立德树人的

功能发挥，同时为后续的教学实践提供有力支撑。 

3. 无机化学课程思政实施策略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和专业基础 + 能力培养 + 提升素养的理念为指导，以实现立德树人为目标，无

机化学课程在授课时有机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实现价值引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和民族自豪感，增强社会责任感。通过课程思政，不仅要让学生掌握无机化学的基本理论、物质

结构基础知识和元素化学等专业知识，还要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创新精神和环保意识等人文素养。 
将无机化学课程内容与课程思政元素相结合，形成有机统一的教学体系。例如，在介绍无机化学基

础知识时，可以穿插介绍相关科学家的爱国事迹和科研创新精神；在介绍无机化学应用时，可以关注时

事政治热点和环保等话题。 
实施过程中我们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9]。采用了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如小组教学[10]、案例教

学、讨论式教学、专题教学、线上线下相结合等，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学习体验，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积极性。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思辨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实践教学是课程思政的重要环节。通过无机化学实验教学、大学生创新创业科研活动等方式，使学

生加深对课堂理论知识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实践教学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激发学

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 
在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教师需要注重与学生的互动和反馈。通过组织课堂讨论、课后作业、在线

答疑、课程考核等方式，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思想动态，调整教学策略和方法。同时，教师还需

要关注学生的反馈意见，不断改进和完善课程思政的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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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学案例举例 

以第八章配位化合物为例，配位化合物在化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它们不仅在理论研究上具有深远

意义，还在医药、工业、环保等多个领域展现出广泛的应用价值。我们将思政教育融入专业知识中，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科学精神。 
如图 2 所示，讲授配位化学理论的提出与发展时，介绍瑞士化学家维尔纳在 1893 年提出的配位理

论。维尔纳因创立配位化学而获得 1913 年诺贝尔化学奖。他的理论打破了当时化学界的传统观念，为无

机化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引导学生学习维尔纳等科学家不畏艰难、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培养他

们在学习和科研中勇于挑战自我、不断突破创新的能力。配位化合物在医药领域的应用以青蒿素为例，

介绍其作为配位化合物在抗疟疾治疗中的重要作用。我国科学家屠呦呦等人研究发现了青蒿素，她因此

获得了 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在全球范围内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特别是

在非洲地区。通过青蒿素的研究历程，引导学生树立锲而不舍、勇于探索的科学研究精神。同时，强调

科研成果的社会价值，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工业和环保领域的应用介绍配位化合物在催

化剂、电镀、染料等领域的应用，实例展示其在推动工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让同学们讨论配

位化合物在废水处理、空气净化等环保领域的应用前景，引导学生认识到科学技术在促进社会进步和环

境保护方面的重要作用，培养他们的环保意识和职业道德素养。课后组织学生进行配位化合物的制备和

性质实验，培养他们的实验技能和科学思维方法。 
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和讨论，加深学生对配位化合物重要性的认识和理解。在教学过程中适时融入

思政教育元素，培养学生锲而不舍、勇于探索的科学研究精神以及社会责任感和环保意识。这种将专业

知识与思政教育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case of coordination compounds 
图 2. 配位化合物思政教学案例示意图 

5. 无机化学课程思政教学反馈 

无机化学课程作为我校材料化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其思政教学的实施取得了显著成效。2023~2024 学

年第一学期末学生成绩及格率 100%，平均分为 80.81。期末考试试卷中，对课程思政教学内容进行考核，

思政内容考核占总成绩的 5%，考核结果统计显示学生得分率为 90.72%。我们在超星学习通平台线上平

时成绩考核中也融入如图 3 所示的思政内容，学生平均得分 90.80 分。另外，通过座谈了解学生对无机化

学课程思政教学的反馈普遍积极。他们认为，课程中的思政元素丰富了课堂内容，激发了学习兴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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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创新意识和爱国情感。同时，学生也表示，课程思政教学帮助他们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增强了社会

责任感等人文素养。 
综上，通过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有机地融入专业知识教学中，不仅帮助学生掌握了无机化学的基本

理论、物质结构基础知识和元素化学等专业知识，还培养了学生的爱国精神、科技创新精神、工匠精神

和环保意识等，并提升了学生的人文素养。 
 

 
Figure 3. Screensho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homework of “Inorganic Chemistry” course on the Chaoxing platform 
图 3. 超星平台上《无机化学》课程思政作业截图 

6. 总结 

在无机化学课程思政教学中，聚焦立德树人课程思政目标，围绕课程知识点构建课程思政素材库，

将专业知识学习与课程思政元素有机，有效融合，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采

用案例分析、问题导向、小组讨论等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提高教学效果，使学生在专

业知识和思想方面有更多的获得感。通过线上线下教学考查反馈显示，将思政元素融入无机化学教学中

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思政素养和综合素质。同时，学生的收获和进步也促使我们不断进行挖掘、实践和

总结，更新思政素材库和教学方法，注重学生专业知识、思辨能力和科技创新的教育，潜移默化地培养

学生科学精神与家国责任，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化学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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