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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分子材料课程中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是该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结合高分子材料学科

特点，以学生日常听闻的化学谣言为特色思政教学切入点，就课程思政素材挖掘、教学实践进行了示例

说明，将对高分子材料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有益的实践参考。 
 
关键词 

高分子材料，化学谣言，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Mining and Teaching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of  
Polymer Material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hemical Rumors 

Dawei Zhang1, Mingyu Jiao2, Yuqian Zhao2, Yan Wang1, Ping Lu1* 
1College of Chemistr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2College of Plant Science,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Received: May 11th, 2024; accepted: Oct. 7th, 2024; published: Oct. 18th, 2024 

 
 

 
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in the course of Polymer Materials is on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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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content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his course. Combined with the char-
acteristics of the discipline of Polymer Materials, this paper takes the common chemical rumors as 
a characteristic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reakthrough point, and demonstrates the min-
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eaching practice. It will provide a useful prac-
tical reference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he Polymer Materials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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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高校课程“大思政”教育的新时代背景下，课程思政建设对于培育当代大学生正确的历史观、民

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高校专业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即有利于培养学

生的专业技能和道德素质，又达到专业课和思想政治课协同并进，实现在传递知识的同时进行思想价值

引领。 
当前，学生是否具备批判性思维能力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批判性思维正是全面、深

入获取知识并完成内化、迁移和升华的必要途径。美国学者理查德·保罗(Richard Paul)和琳达·埃尔德

(Linda Elder)认为“批判性思维是一种自我引导、自我训练、自我监控以及自我矫正的思维”[1]。批判性

思维是一种广泛适用的、能够提高思维质量的思维模式，并不意味着是单纯地质疑或批判。批判性思维

作为一种品质，很难从形式逻辑课程的单纯训练中得到有效提升，而是需要以具体学科知识为基础，在

创设的情境中通过实践才能获取，通过推动融合式的批判性思维课程建设，让课程成为学生敢于质疑、

主动探究、理论论证和科学评价的学习和训练场[2]-[4]。同样的，课程思政也强调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渗

透到各类专业课、通识课中。每一门课程都有各自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要求，这些要求也正是思

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5]。基于批判性思维探讨课程思政本质，能够增强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知与理

解，充分体现了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需要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共同发挥作用。而对学生批判性思维

的培养如何自然有效地引入课程思政内容是一个教学改革重难点。 

2. 思政教学意义 

《高分子材料》课程是我校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的核心拓展课程，这门课程的授课内容与人们的

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在课程中开展课程思政教育既是当前高等教育课程教学改革的需要，也是我校以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教育

部特种工程塑料研究中心”为高水平教育创新实践平台，探索培养崇高品德修养和远大志向、品学兼优

的创新型高素质高分子专业人才的重要途径。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谣言如同病毒一般，无孔不入。它们以各种形式出现，迅速传播，给人们的生

活和社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由于高分子材料与人们日常生活联系密切，因此，存在着大量与其相关的

化学类谣言，这些“伪科学”信息误导和困扰，甚至严重影响人们生产和生活。因此，作为一名化学专业

学生在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时，要能够辨别真假，不盲目跟风，不随意传播。同时，化学类谣言也是开

展课程思政教学的最佳思政素材和切入点。基于情境学习将学生的主体性、生活经验和认知性活动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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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到真实、融合的状态。对于专业课知识的吸收和理解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实现了专业课与思政教育

的有机融合。通过对问题困惑的实际解决，可以有效缓解现代专业课程教育可能带来的学生高分低能的

风险。 
化学谣言因其涉及人们生产生活各个方面，对学生更具有带入感、新颖性，同样能较好的激发学生

自主学习兴趣。因此，将化学类谣言典型案例引入到课程教学中，既能锻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也能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能力，还能加深学生的法制意识，增强学生社会责任与担当意

识、塑造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念，实现课程思政的多维目标。在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中，以化学谣言典型案

例事件为特色思政元素载体的开展，可以克服学生被动思政、走形不走心、思政模式固化、无法有效激

发学生学习热情、思政效果“两张皮”等弊端和当前课程思政教学中的痛点问题。通过这些有特点的化

学谣言思政育人案例或载体让学生切实加深课程思政效果，高效实现课程思政目标。 

3. 思政素材挖掘分类 

在《高分子材料》课程思政建设中，课程团队将近年来相关化学类谣言进行总结归纳，分别以“日

常生活–生活用品篇”、“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篇”、“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容医疗篇”等为案例主

题进行分类。结合高分子材料相关课程特点，合理利用研讨式学习、项目探究、小组任务、翻转课堂和

关键知识点测验与总结等多种教学方法实现对学习效果的动态监测和知识的纵向拓展。这不但能吸引学

生主动了解相关事例，而且还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学生在了解相关事例的同时也对相关专业知识进行

了学习、复习和拓展。锻炼他们明辨是非、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建立了一套思政、教学与科研

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 

4. 思政实施举例 

4.1. 日常生活——生活用品中的化学谣言思政案例 

课程知识点：高分子塑料及其制品。 
思政切入点：黑色外卖勺子有毒？矿泉水瓶 + 暴晒 = 致癌物质？纸质吸管代替塑料吸管到底好不

好？ 
教学内容设计：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们的餐饮习惯也发生了一些改变，选择外卖送餐逐渐成

为许多大学生的餐饮消费习惯。针对食品外卖中配套的黑色塑料餐勺是否有毒谣言提出问题，让学生思

考、分析。提示学生可以研究参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GB 4806.7-2016)和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消毒餐(饮)具》(GB 14934-2016)，同时参考大肠菌群和沙门氏菌的检测。整合所有检

测结果，均在国标限量范围以内，安全性上应该说都是过关的。因此，“黑色外卖勺有毒”的说法是不成

立的[6]。在该谣言问题解决后，授课教师可再引申出系列问题，让学生对“塑料的降解和老化”知识点

进一步深化理解和掌握，并对生活中现象和问题作出正确、科学的判断。 
矿泉水瓶 + 暴晒 = 致癌物质？市面上合格的矿泉水瓶，制作材料通常为食品级塑料，即聚对苯二

甲酸乙二醇脂(PET)。PET 不仅抗酸、抗碱、耐油脂，而且能经受得住大多数溶剂的腐蚀。在低于 120℃
的环境下，PET 无毒无味，装饮料是很安全的，但受到高温时，的确会慢慢溶解并释放出一些对人体健

康有害的有机溶剂。但即使是在夏季，暴晒的温度也很难达到 120℃，因此“在车内暴晒过的矿泉水会致

癌”这一说法没有科学依据。 
纸质吸管代替塑料吸管到底好不好？就环保方面而言，纸吸管符合资源再利用的要求从而保护环境，

毕竟相较于传统普通塑料吸管动辄几百年的降解时间，纸吸管的降解优势相对要好很多。但纸吸管也只

是过渡性产品，纸的生产过程是以牺牲环境(砍伐、生产污染等)为代价的，而且纸吸管的用户体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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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味太重，干扰饮料味道。我们吃食物，除了享受食物本身带给我们的饱腹感和美味，还伴随着品尝食

物的过程体验。因此，开发可生物降解吸管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授课实施方法：在以化学谣言为案例的学生批判性思维培养过程中，我们充分利用现代化的超星智

慧教学平台，开展课前–课中–课后“三段式”混合教学模式。一些精选谣言条目，课前将通过智慧平

台发送给同学们，同学们自行查阅资料，鉴别真伪；一些谣言条目，结合课程进度在课中讲解辨析；还

有部分谣言条目在章节学习结束之后发给同学们，学生课下自行组队，充分协作研讨，课上进行汇报展

示。此外，在实际教学当中，为了激发同学们的学习兴趣，我们还有邮票等多种特色思政载体，进行多

样性的教学形式，融合于整个课程教学过程中。 
教学效果：由于思政引例与学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所以看到这项作业都很兴奋，纷纷认真进行资

料查阅和探究，并能根据自己调研结果阐述了独特的解决方案。此外，学生在深入理解课程对应知识点，

培养科学严谨的科学态度，能够举一反三分析问题，形成自己的思辨能力。 

4.2.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中化学谣言思政案例 

课程知识点：通用高分子材料。 
思政切入点：面条加胶不可吃？不粘锅做饭会致癌？ 
教学内容设计：面条加胶不可吃？面条生产厂商在制作过程中可能会加入黄原胶来改善面团的性能。

黄原胶(图 1)又叫汉生胶，是一种酸性水溶性多糖，其化学性质十分稳定，凭借其优异的稳定性和流变性，

被广泛应用于食品、陶瓷、医药、化妆品等 20 多个领域[7]。根据原卫生部颁布的《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

标准》，黄原胶是国家规定可以添加的食品添加剂，无毒无害[8]。黄原胶的分子结构中含有大量的羟基、

羧基、氨基等基团，可以“抓住”蛋白质、淀粉和脂质，从而提高面条的韧性。同时，由于其黏度大、溶

解性好，能吸附大量水分，也会使面条的口感有弹性、爽滑。 
 

 
Figure 1. Molecular structure of Xanthan gum 
图 1. 黄原胶分子结构式 

 
不粘锅做饭会致癌？不粘锅已经成为民众生活中常用厨房用具，不粘锅是在锅的内表面覆盖了一层

具有极低摩擦系数和表面能的涂层，让食物难以附着。目前，市场上的不粘锅产品主要采用聚四氟乙烯

作为涂层，也就是特氟龙。这种涂层理化性质稳定，具有耐腐蚀、耐高温等性能。特氟龙的熔点约为 327℃，

短时间内可耐 300℃的高温，在 260℃以下能长时间使用。而日常炒菜的油温一般在 150℃以下，即使是

爆炒锅内温度一般也在 200℃左右。所以，不粘锅因高温分解而释放有害物质的风险很小。由于其化学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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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无毒性的特点，即使摄入微量涂层颗粒，也不会对人体有什么危害[9]。不粘锅致癌的说法可能与生

产过程中曾经使用的全氟辛酸加工助剂有关，自 2012 年以后上市的不粘锅已经不再使用这种助剂了。 
授课实施方法：采用课前发布任务，激发学生的兴趣，课中安排讲授环节，培养学生归纳、总结的

能力。 
教学效果：通过对高分子材料结构和性质的分析，强化了学生对构效关系的理解，培养了学生主动

思考、深入思考，不盲从，养成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探究性思维。 

4.3.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容医疗中化学谣言思政案例 

课程知识点：医用高分子材料。 
思政切入点：注射玻尿酸会毁容？填充用交联玻尿酸交联剂有毒？线雕用的蛋白线是蛋白质？ 
教学内容设计：注射玻尿酸会毁容？透明质酸又称玻尿酸，是一种酸性黏多糖，由 D-葡萄糖醛酸和

N-乙酰葡糖胺组成，广泛存在于生物体内。玻尿酸具有高度水化、柔软和生物相容性好等特点，被成为

天然保湿因子。天然玻尿酸在组织内的半衰期仅 1~2 天，医美领域常常通过交联剂将玻尿酸相互交联，

使其能够在组织内存留更长时间。 
填充用交联玻尿酸交联剂有毒？目前玻尿酸常用的交联剂是 1,4-丁二醇二缩水甘油醚(1,4-Butanediol 

Diglycidyl Ether, BDDE) (图 2)。BDDE 在人体中被细胞色素 P450 酶系代谢，主要代谢中间产物为甘油和

丁二醇，绝大多数通过尿液排泄或进一步降解为水和二氧化碳。经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的 HA 填

充剂中未反应的 BDDE 含量必须小于 2 ppm (1 ppm = 0.001‰)。这等于在 1ml HA 凝胶中交联剂 BDDE
的含量不到 0.002 mg。这个痕量，被确定为安全[10]。因此，审批过的玻尿酸是安全的。 

 

 
Figure 2. Molecular structure of 1,4-Butanediol Diglycidyl 
Ether 
图 2. 1,4－丁二醇二缩水甘油醚分子结构式 

 
线雕用的蛋白线是蛋白质？线雕用的蛋白线又叫 PPDO (聚对二氧环己酮)，是一种人工合成材料(图

3)，具有更好的抗张强度和生物相容性。这种线在皮肤下会逐渐完全降解，最终化为二氧化碳和水，对人

体无毒副作用。降解的时长大约需六个月。由于这种材质在埋线抗衰的应用中能够刺激胶原蛋白的产生，

所以又叫“蛋白线”[11]。可见，线雕用的蛋白线并不是蛋白质。 
 

 
Figure 3. Molecular structure of PPDO 
图 3. PPDO 的分子结构式 

 
授课实施方法：采用课后学生小组协作探究，完成相关总结论文，课上汇报展示的形式。 
教学效果：如今，医美逐渐走进了求美者的生活。然而，医美行业“良莠不齐”，医美的谣言、假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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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假药品层出不穷。通过将医美材料引入课程思政，引导学生在建立正确审美观的同时，形成了批判

性思维习惯，对各种医用高分子材料深入探究，做到更“懂”，更“明白”。 
关于课程教学效果问卷，我们从学生对谣言式案例接受度调查、批判性思维能力提升情况分析、课

程知识点理解和实践应用情况、团队汇报表现评估等四个方面与整个课程思政效果分析一同进行，使其

更能充分反映以化学谣言为例的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活动对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的教学效果。从问卷

反馈结果来看，学生们对该教学方式的认可度较高。部分同学反馈这种教学方法更能引起他的学习兴趣，

使自己上课的专注度有所提升。有些同学还提出了延长小组讨论时间、加强教师对团队研讨情况的跟踪

等优化措施来进一步提升教学成效。 

5. 结语 

《高分子材料》课程思政建设中深入挖掘课程内容中的思政案例是教学的关键。恰当的思政教学案

例会提炼出富有教育意义的德育因素和价值理念，引导学生培养科学的思辨能力和正确的政治观念。基

于化学谣言这类学生日常听闻，但又心存疑惑的事例引入课程思政教学，即能契合学生思想特点，对学

生产生共情作用，又可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提升学生自主学习兴趣，促进对课程知识点的掌握和拓展。

同时通过学生身边的化学谣言案例辨析，可充分培养和锻炼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养成，进而善于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寻找解答方法，形成自己的意见、做出决定、形成结论，达到好的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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