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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大思政背景下，高校课程体系中需注重课程思政，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

效应。实际上，思政元素在专业课程中的体现形式显得尤为重要。如何针对专业课程的特点，合理地融

入思政元素，在不同角度和维度实现“立德树人”的培养目标。结合高校的专业特色，结合应用型人才

培养目标，探讨了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课程思政元素的选择和体现。本文针对《绿色化工原理与应用》

课程特点，以“煤基炭纤维”章节为例，体现了融入科研强国和可持续发展的课程思政元素的具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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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mprehens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71196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71196


朱亚明 等 
 

 

DOI: 10.12677/ae.2025.1571196 163 教育进展 
 

pay attention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make various courses move in the same direction a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
ory courses to form a synergy effect. In fact, the 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profes-
sional course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How to reasonably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
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culti-
vating virtue and fostering talent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dimensions. Combined with the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training goals of applied talen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election and embodi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Taking the chapter of “coal-based carbon fiber” in the 
course of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Green Chemistr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presents a specific 
plan for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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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化学工业作为支柱行业之一，在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日常生活的衣、食、住、

行到日常消费等均能看到化学与化工的影子)。但是，化学工业的快速发展同样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例如环境问题和安全问题)。为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遏制传统工业带来的消极影响，需要对相关的化工

技术进行改进和优化，实现和推进绿色化工的概念[1]。同时，还要对化工领域的管理者和从业者的思想

上增强绿色化工的意识[2] [3]。 
事实上，无论是从“绿色化工技术”的开发还是“绿色化工意识”的培养，都对高校“化工行业人才

培养”提出了期望和要求[4] [5]。为满足适应当代社会对化工人才的素质要求，各高校均修订了相关培养

方案，以期满足岗位需求。其中，作为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之一的教学环节，更是做出了诸多改革。例

如，基于 OBE 理念的教学理念对课程和教材的选择，授课方式，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均进行了相应改革。

其中，课程思政作为教学改革的重点，是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途径之一。 
“课程思政”是指将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入各类课程教学全过程，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

观塑造的协同发展。其内涵不仅在于传授专业知识，更强调通过课程内容和教学活动，潜移默化地引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课程思政遵循“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基本原则，要求

教师主动挖掘和融合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发挥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在方法上，课程思政提倡以学生为

中心，结合专业特点，通过案例分析、情境教学、实践体验等多元化教学方式，将思政教育与专业学习

紧密结合，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针对不同学校专业特色和不同类型的课程，课程思政目标和展现形式各异。以辽宁科技大学《绿色

化工原理与应用》为例，其根本的课程思政目标是强化安全、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的行业责任，推动技术

创新的社会价值导向，深化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遵守宪法和法律[6] [7]。为进一步提升课程思政教

学设计的理论深度，针对不同章节的教学内容，安排合理的课程思政目标和案例尤为重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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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本研究将以《绿色化工原理与应用》的“煤基炭纤维”为例，积极借鉴系统论、建构主义等

教育理论，注重学生主体性和课程协同效应的发挥，通过将煤基炭纤维等专业知识与科技报国情怀等思

政元素相结合，形成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并重的课程思政理论框架。这不仅有助于实现高

等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也为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度融合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 

2. 教材分析与课程目标 

本课程选用的教材《绿色化工过程设计原理与应用》由张龙和王淑娟主编，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本

书既可作为高等学校化工、矿物加工、环境等相关专业师生教学用书，又可作为化工领域工程技术人员

的参考资料。 
本课程授课群体主要是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研究生，特别是化学工程、化学工艺、工业催化等

研究方向的学位专业课。本课程的课程目标为：掌握绿色化工中煤炭高附加值利用的基本原理，熟悉几

种典型的煤炭洁净利用工艺过程，尤其是煤基炭材料的生产工艺，获得相关专业知识，了解当今煤炭洁

净利用的科学技术及其发展动态，获得从事相关领域的工作的能力。结合本节课的内容，学习后“能明

确由化石能源的副产物制备高附加值、高科技材料”。另外，通过学习明确环保、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树立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的正确世界观。 
本节课位于课程第二章第四节，内容属于化学工艺范畴，涵盖了可纺沥青的制备及其评价等较为复

杂的知识点，因此在知识深度上不宜提出过高要求。然而，这部分知识在实际生活、生产以及科学研究

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对人类文明进步与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基本概

念和原理的讲解，还应关注本节知识与实际生产生活的紧密联系，注重价值观的培养。教师应善于从学

生的感性认识出发，结合新旧知识的关联，帮助学生构建系统的知识框架。同时，注重将学科知识回归

到学生的实际经验，以社会现实问题为切入点组织教学，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 

3. 学情分析 

本课程开设在研究生一年级上学期，学生在本科期间已经修过基本化工相关课程，具备一定的专业

知识，同时已经完全适应大学课堂并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此外，本节课之前已经学习过煤沥青的基本

知识，能够为学习本节内容的可纺沥青的制备和评价提供一定支撑。 

4. 教学目标 

结合高等教育理念紧扣课程目标，本节内容的教学目标主要体现以下几点： 
(1) 知识与能力目标 
了解炭纤维的分类；掌握煤基炭纤维的制备方法(可纺沥青的制备、纺丝、预氧化、炭化)和可纺沥青

的判定标准；了解煤基炭纤维的应用。 
(2) 过程和方法目标 
分析我国煤基炭纤维产业发展现状与产业在绿色低碳转型中的典型案例，并通过“科研成果展示”，

将本人研究团队制备出的通用型炭纤维实体材料，展示给大家，让大家有个直观的印象(炭纤维的形貌、

外观和颜色)等，吸引住学生的注意力。其次，告知大家这个炭纤维是可用于制备航空航天、军工器械、

体育器材的原材料，主要是由上节课程讲到的煤沥青为原料制备出来的，从而引出“小组展示环节”，

让上节课安排的小组任务(关于煤沥青的性质)。再次，根据课程环节需要，引入炭纤维的制备方法，进行

讲解。通过“科研成果展示”可以提高学生的课程激情和热情，并且在潜移默化中融入思政元素(绿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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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理念、科学报国精神)；“小组展示”可巩固学生学习内容，实现以“学生为主”的授课效果；讲授法

可以直接向学生传递知识，通过讲授使深奥、抽象的课本知识变成具体形象、浅显通俗的东西，有助于

学生的理解。三种教学方法同时采用，在教师启发引导下学生主动学习，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通过生

生之间、师生之间相互交流，使学生主动地获得知识、提高能力。 
(3)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课程思政目标) 
培养学生采用科学的态度塑造价值观；基于“煤基炭纤维”理解环保、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树立

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的正确世界观。 

5. 教学重点和难点 

本节课的重点为煤基炭纤维的制备过程。 
难点为可纺沥青的制备方法及可纺沥青的评价标准。 

6. 课程思政理念 

把握好课程教学过程的“育人点”，将知识技能的“成长”和精神上的“成人”有机结合，依照“潜

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指导思想开展课程思政，使学生的“悟道”与专业技能的提升以及道德情操的修

为同步发展。思政内容可包括科学精神、优秀的传统文化、家国情怀、匠心精神等，可以从多个方面实

现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将课程思政理念融入《绿色化工原理与应用》的课堂教学设计中，能够全方位、

多层次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1) 教学流程 
本节课程“煤基炭纤维”的教学流程如图 1 所示。主要从“知识技能维度”、“过程方法维度”和

“情感态度维度”三个维度进行授课。在授课过程中注重学生专业能力和思政能力的培养。将实验室制

备出的炭纤维样品展示给大家，从实物的外观入手引入课堂，并强调炭纤维在航空和军工等前沿领域的

应用，进而增强学生的科技创新意识。 
 

 
Figure 1. Teaching process of coal-based carbon fibers course 
图 1. 煤基炭纤维课程教学流程 

 
(2) 教学设计 
对课程教学的合理设计是上好一门课程的关键。在合适的授课环节导入适宜的思政元素，与思政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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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同向同行是完成课程思政目标的重要手段。“煤基炭纤维”的思政点在于“增加专业自信，建立服务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责任感”。该节课程的教学过程设计见表 1。从课程导入环节渗透思政点，从课程提

问环节强化和检验课程思政点的实施效果，使得课程思政全方位渗透在授课过程中。此外，在教学 
 

Table 1. Teaching process design for coal-based carbon fibers course 
表 1. 煤基炭纤维课程教学过程设计 

教学过程 

教师活动设计 活动设计的目的及教学策略 

【导入】 
(1) 分析我国煤基炭纤维产业发展与产业在绿色低碳

转型中的典型案例。授课老师拿出自己团队制备的煤

基炭纤维，展示给同学，让同学凭直观感觉说出炭纤维

的形貌特征。(2) 总结煤基炭纤维的特点，并板书，引

出煤基炭纤维是由煤沥青制备而来。 
时间：4 min 

结合企业案例与实物展示，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引导学生

积极参与到课堂。让学生明确很多在电视上或书上看到

“高大上”的航空、航天，国防材料的原材料，我们也可

以做。引导学生探讨科技创新、绿色转型与民族复兴之间

的内在联系；增加专业自信与创新意识，激发服务国家重

大工程和科技创新的责任感(思政元素)。 

【回顾、巩固旧知识】 
【小组展示】 
(1) 概述炭纤维实际上是由可纺沥青经熔融纺丝、预氧

化、炭化工艺而成。其中，可纺沥青的制备尤为重要。 
(2) 可纺沥青是一种特种沥青，回顾上一节课关于煤沥

青的来源与分类，并开始检查上一节课的教学任务(小
组展示)。 
时间：5 min 

通过小组展示，提高学生的课程参与度，通过复习旧知，

提出新的问题。启发学生对问题的深度思考。此外，小组

展示环节，是由小组成员分工协作完成，采用角色扮演形

式，让学生分别扮演科研人员、环保工作者等多种身份，

培养学生的团结与协作能力以及表达能力，并且能深入

体验科技创新过程中的社会责任与家国情怀。 

【巩固并关联新知识】 
【小组展示】 
(1) 回顾煤沥青的分类标准和鉴定依据 
(2) 回顾沥青的预处理及常规改性方法 
(3) 关联出可纺沥青 
时间：5 min 

【PPT、板书】一、煤基炭纤维的分类 
【体验活动，图片】飞机外壳；自行车；义肢 
【问题】制备这些器件的原材料都是炭纤维，这些炭纤

维性质间有无区别 
时间：3 min 

构建知识的生活化情境，从现实出发，利用常见的实例引

发学生有序地、指向性地思索。 

【PPT、板书】二、煤基炭纤维的制备流程 
【讲授】煤基炭纤维的制备流程图、模拟实验视频 
【问题】根据已学知识，可纺沥青的制备过程分几步？ 
时间：5 min 

提升学生对煤基炭纤维制备工艺的感性认知。明白知识

的融会贯通的重要性，带着问题学习，能够促使学生的精

神高度集中，养成思考问题的习惯。 

【PPT、板书】三、可纺沥青的具体制备流程 
【讲授】可纺沥青的判定标准 
【图片展示、提问】利用所学《化学工艺实验》中的内

容，思考判定可纺沥青光学性质的标准？ 
时间：6 min 

明确学科知识之间的交叉互补。使学生思维充分发散，再

通过交流和提供的事例将思维聚敛统一。 

【PPT、板书】四、熔融纺丝和预氧化 
【讨论交流】熔融纺丝是物理变化还是化学变化？ 
【提问】预氧化的目的？常见的氧化剂按常温下物理

状态分几类？ 
时间：6 min 

将所学四大基础化学，煤化学等知识，运用到课堂中，在

教师启发引导下学生主动学习，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通

过生生之间、师生之间相互交流，使学生主动地获得知

识、提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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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PPT、板书】五、炭化过程 
【头脑风暴】炭化过程中，常见的保护气是什么？不同

炭化温度，所使用的保护气选择标准是什么？ 
时间：6 min 

头脑风暴是考查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及时反

馈，强化知识点的训练。举例是在概念理解的基础上注重

概念的应用。体验思考引入思政元素。 

【PPT、板书】六、生产安全 
【讨论交流】结合生产安全案例，探讨煤基炭纤维在生

产过程中易发生的事故有哪些？ 
时间：3 min 

选取近年来国内外煤基材料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典型安全

事件进行分析。组织学生围绕事故原因、应急处置及其对

行业发展的深远影响开展研讨，引导学生认识到安全生

产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道德责任和职业素养的体现，强

化“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安全发展理念。 

【总结概括】 
【问题】中间相炭纤维的制备过程是怎样的呢？ 
时间：2 min 

再次强调本节课重点难点内容，加深印象。最后提出问

题，督促学生提前预习下一节课内容。 

 
过程中，引入了案例分析、角色扮演、观看模拟实验视频与实物展示等多元化教学手段，有效融合了安

全、环保、责任、创新等思政元素，实现了理论与实践、专业与价值的深度融合。增强学生的课堂参与

度和学习兴趣，促进其对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的深度理解，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的有

机统一。 

7. 结论 

课程思政是一种综合性的教育理念，是高校教学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也是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

教育任务。《绿色化工原理与应用》作为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的重要核心课程，尽管天然蕴含绿色、环

保和可持续发展等思政元素，但结合学校的专业特色，还可进一步突出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发展以及服

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等思政要点。在“煤基炭纤维”章节的教学中，通过展示相关科研成果及炭纤维在

多个领域的应用，着重强调了科技强国的时代使命。与此同时，课程在思政点设计中采用问题引导的形

式，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堂，并通过师生互动有效检验和强化思政育人效果，实现了课程思政的教育

闭环。这一模式为专业课程思政点的有效引入和深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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