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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精细品化学》是一门针对精细化学品合成、性能及应用开展研究的学科，把思政教育理念融入《现

代精细品化学》课程里，以此探求专业知识跟价值引领协同的育人模式，把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到实

处，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以及社会责任感。本文结合废旧石墨高值化制备氧化石墨烯的实际教学案例，

探究如何借助课程思政来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社会责任感和创新能力，在日常教学期间，这一课程思

政案例设计不仅让学生对精细品化学专业知识理解得更透彻，还能辅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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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 Fine Chemicals Chemistry” is a discipline focused on the synthesis, properties, and applica-
tions of fine chemical products.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is course aims 
to establish a collaborative educational model that combine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with value 
guidance, thereby fulfilling the fundamental mission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This ap-
proach enhances students’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is paper presented a prac-
tical teaching case involving the high-value conversion of waste graphite into graphene oxide,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5.137511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5.137511
https://www.hanspub.org/


徐利军 等 
 

 

DOI: 10.12677/ces.2025.137511 166 创新教育研究 
 

demonstrating how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n cultivate students’ en-
vironmental awarenes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novative thinking. The designed cases not only 
deepen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fine chemical principles but also help shape their correct worldview 
and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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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精神，加强课程思

政建设力度，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思政教育应融入课程和课堂教学里，以实现知识传授、能力

培养和价值塑造的有效结合[1]。《现代精细品化学》作为应用化学专业的核心课程，教学内容涉及高值

精细化学品的设计、合成与应用，其教学不仅要夯实学生的专业知识，更应当注重培养其创新意识、环

保理念及社会责任感。然而，传统教学模式偏重知识传授，忽视价值引领，难以满足新时代对复合型人

才的需求，开展《现代精细品化学》课程的思政建设探索，是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重要实践[2]。 

2. 《现代精细品化学》课程简介 

《现代精细品化学》以高附加值化学品的分子设计、绿色合成及功能化应用为核心，涵盖催化材料、

纳米技术、能源化学等前沿领域[3]，它作为基础化学与工业应用之间的桥梁，学生将掌握精细化学品的

合成方法、性能测试及应用技术，更好地理解精细化学品在工业生产、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中的基本原

则[4]。开设该课程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和实验技能，深入学习精细品化学理论

并结合实践，有助于学生在精细化学品领域发展综合能力[5]。 

3. 《现代精细品化学》课程融入思政教学必要性与融入方法 

3.1. 思政教学融入的必要性 

《现代精细品化学》作为工科类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承担着培养学生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的核心

任务，然而传统的教学模式往往侧重于专业知识的传授，忽视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在新时代背景下，

将思政教育融入精细品化学课程中，不仅是教育理念的创新，更是培养德才兼备复合型人才的必然选择

[6]。《现代精细品化学》课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要求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和分析能力的同时还

要关注技术的社会效益，然而传统的教学多关注反应机理与工艺优化，缺少对伦理、环境及资源问题的

深度探讨，这样单一的教学模式难以满足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需求，那么通过融入思政教育活动，不仅

可以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还能培养他们的工匠精神、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从而实现知识传授与价

值引领的有机结合[7]。 

3.2. 思政教育的融入方法 

《现代精细品化学》课程设计时，利用案例教学法来引导学生理解绿色合成的理念，通过分析溶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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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催化剂的可循环性设计等内容帮助学生树立可持续发展观[8]。在分析检测实验中要

强调数据真实性，通过学术不端案例，警示学生坚守科研诚信以及培养严谨的学术态度和职业操守，有助

于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坚守道德底线，避免因短期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9]。把我国“双碳”目标与资

源再生战略融入教学实践，增强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通过讲解废旧塑料的高效回收与再利用技术，帮

助学生理解个人职业选择与国家战略之间的紧密联系，激发他们为国家和社会发展贡献力量的热情。 

4. 《现代精细品化学》课程思政案例 

4.1. 与专业教学内容相结合的课程思政融入点 

在设计“废旧石墨高值化制备氧化石墨烯(GO)”的实验中[10]，通过教授学生利用废弃锂离子电池中

的石墨负极制备 GO，对比新旧工艺的原料来源，强调“变废为宝”的环保意义，鼓励学生讨论石墨资源

短缺的现状，思考如何通过优化工艺参数以降低能耗，既让学生掌握了 GO 的制备技术，培养其技术创

新能力，还加深了其对循环经济与科技报国的理解，呼应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在

“不对称催化”章节中，课程引入了手性药物中间体的绿色合成案例，以钯催化交叉偶联反应为例，对

比传统工艺(高毒性溶剂、贵金属催化剂)与绿色工艺(水相反应、负载型催化剂)，引导学生从原子经济性、

溶剂选择等角度设计环保路线[11]，同时鼓励学生讨论有毒试剂对操作人员与环境的危害，强调“以人为

本”的科研伦理。在“色谱分析”实验中，课程要求学生重复测定同一样品并提交数据，同时通过篡改数

据的反面案例警示学术不端的严重后果，强化“诚信为科研生命线”的价值观，培养其严谨的科研态度

和学术诚信意识[12]，为未来从事科学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4.2. 课程思政教学过程、方法和载体 

教师在课前可以利用慕课平台教师发布预习视频[13]，例如“石墨资源危机与再生技术”，引导学生

了解资源短缺的现状及其对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同时布置思考题：“如何通过化学手段缓解资源压力？”

帮助学生在理论学习中融入社会责任感，在课堂上结合案例(如废旧石墨高值化制备氧化石墨烯)，通过小

组讨论和案例分析，深化学生对“变废为宝”理念的理解，呼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

在课后通过在线讨论区分享相关科研成果(如我国科学家在绿色催化领域的突破)，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

感和创新能力。在设计“废旧塑料催化转化”的教学时[14]，鼓励学生从技术可行性、经济成本及碳足迹

评估等方面思考问题，培养他们从多维度思考问题的系统思维能力，采用团队协作完成项目的过程中，

学生不仅掌握了催化技术的核心原理，还深刻认识到技术创新对环境保护和资源循环利用的重要性，同

时结合《“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引导学生思考个人在国家战略中的角色，增强其使命感与责任

感。采用案例教学法[15]，引导学生深入思考精细品化学知识对社会的深远影响，通过剖析案例背后的原

因和教训，学生不仅能够意识到精细品化学知识的重要性，强化他们的安全意识与规范操作习惯，而且

能够深刻理解自己的职责和使命从而提升工程质量和安全性[16]。 

5. 教学成效与反思 

5.1. 学生素养提升与教学优化策略 

在教学设计中融入思政元素，学生的环保意识明显提高了，依靠“废旧石墨高值化制备氧化石墨烯”

等实验案例，学生充分认识到废弃物存在再度利用价值，进而明白“变废为宝”这件事的重要性，然而

部分学生在讨论起始阶段参与度比较低，这也许是由于对环保问题相关背景知识的掌握不充分，未来可

借助增加相关背景知识方面介绍，助力学生更透彻理解环保问题的紧迫性，以此促使他们在讨论里的参

与度提高。在课程中结合我国“双碳”目标以及资源再生战略，让学生意识到自身职业选择跟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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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紧密联系，因此在小组讨论以及项目设计的时段内，学生不再只是顾及技术的可行性，还会主动去考

量其对社会、环境的综合效果，但存在少数学生在讨论时表现出对国家战略知晓不够深入，让讨论深度

无法进一步拓展，教师可于课前发放更多跟国家战略相关的阅读材料，推动学生预先思索，增强他们的

担当感。在“色谱分析”实验当中，依靠篡改数据的反面案例给出警示，学生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危害有

了明确认知，深刻体悟“诚信为科研生命线”的价值意义，故而在后续的实验与科研活动里，学生自觉

遵守科研方面的道德规范，然而个别学生对科研诚信相关细节的理解不够透彻，就像在数据记录与引用

时出现不规范行为，往后教师可借助更多真实案例开展分析和讨论，进一步夯实学生的科研诚信意识。 

5.2. 学生能力提升与教学改进措施 

在课程思政教学实践的过程里，学生的创新素养得到明显改善，以“氧化石墨烯制备”实验为例，

采用引入思政案例的教学方式，唤起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学生提出了诸如微波辅助氧化工艺优化、绿色

氧化剂替代方案等多个创新性建议，这些改进做法提高了实验效率，同时达成了节能减排的环保要求，

但某些创新方案因学生理论基础薄弱而难以顺利实施，后续教学应进一步强化创新理论与方法论的讲授。

同时学生的系统思维能力也呈现出明显提升，在进行解决实际问题教学工作的实践里，采用小组讨论的

途径能让学生从技术可行性、经济成本、环境影响以及社会效益等多元视角进行综合分析，从而提高其

系统性思维的能力。就“废旧塑料催化转化”项目而言，学生不仅要筛选相宜的催化技术，还需要对其

经济效益与环境碳排放做综合评价，然而部分学生做多个因素分析的时候存在逻辑链不连贯的情况，这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方案设计的严密性，教师应借助设计层次化的讨论任务，依次渐进地培养学生的多

维度分析能力。在推进项目式学习实践阶段，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团队协作与沟通水平，小组项目中的成

员可进行合理分工、达成优势互补，利用观点交流与思维对撞，持续对设计方案进行优化，但有部分学

习小组在合作时存在任务分工不恰当、信息交流不顺利等弊端，这在一定程度上对讨论的最终效果有影

响，面对这一情形，教师要在活动开展前对成员分工加以细化，并在进行阶段给予必要的点拨，以体现

学生团队协作的优势。 

5.3. 教学效果的反馈与评价 

按照问卷调查及课堂反馈数据的分析表明，90%的学生觉得该课程增进了其环保意识与技术伦理责

任感，且指出思政元素的加入让专业知识传授更生动且有现实意义，但 10%的学生对思政内容在课程中

的融入效果评价为一般，从他们的反馈来看，主要原因是思政元素跟专业知识衔接不紧密，造成理解方

面出现一定阻碍。后续教学改进可思索运用增加典型案例分析和深化理论说明等手段，以激励这部分学

生深入把握课程思政的内涵，借助课程考核数据发觉，大部分学生不光专业理论成绩上佳，其思想政治

方面的素养明显提高了，能自觉地把专业知识和社会责任意识结合在一起，提出具备创新与实践双重特

性的解决方案，然而部分考核结果反映，学生对思政内涵的掌握依然存在不足，这显示出后续教学要强

化对思政元素的讲解及引导程度。 

6. 结语 

《现代精细品化学》开展课程思政，本质上是现代精细品专业知识和价值引领起“化学反应”，其

中专业知识就像精细品分子骨架，为学生奠定扎实的知识与技能根基。而思政教育如同修饰在分子骨架

上的特征基团，赋予学生创新动力和社会担当。本课程深度挖掘专业知识中的育人元素，以典型案例为

纽带，将课程思政有机融入专业教学，使科学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同频共振，实现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

的协同育人。通过这种教学模式，着力培养既具备扎实科学素养，又拥有家国情怀与高尚品格的新时代

应用化学专业人才，助力他们在专业领域中践行责任担当，成为推动精细品行业发展的栋梁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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