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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是培养高素质、全方位、新时代人才的主战场和坚强阵地,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专业课

程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和方方面面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物理化学作为自然科学的一

门基础学科,让学生在获得物理化学专业知识的同时,建立思想政治教育与物理化学课程的联动机制,获

得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是高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与落实立德树人相统一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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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versities are the main battlefield and strong battlefield for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all-round, 

and new era talents.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various aspects of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implement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talents. Physical chemistry, as a fundamental discipline of natural sciences, enables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linkage mechanism betwe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hysical chemistry 

courses while acquir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to achiev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This is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universities adhering to the Party's comprehensive leadership and 

implementing the unity of moral educa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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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国家领导人指出

“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

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

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国家领导人指出“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要求“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国家领导人的论述,

深刻阐释了立德在教育工作中的重要性,而思政课程是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所在。物理化学是物理与化学两大

领域的交叉学科,在兼具知识性与科研性的同时,还承载着重

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坚持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充分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特征和丰富内涵,

将其融入物理化学教育教学、实验研究的各个方面,进而增进

育人实效。 

1 物理化学课程中的思政元素 

1.1文化自信的彰显 

2022年3月,比亚迪汽车正式宣布停止燃油汽车的生

产,2022年上半年,比亚迪超过特斯拉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

冠军。在讲解化学电池内容的时候引入新能源汽车的例子,可以

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比亚迪汽车是全球首个正

式宣布停产燃油汽车的传统汽车企业,比亚迪汽车的这一决定,

不仅仅是企业发展的转变,同时也彰显出为人类可持续发展

不断探索的使命。电池在人类当今生活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本节课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导入,引导学生理解电池的原理、

看懂电池图式表达的信息,根据电池图式写出电池相应的电极

反应等。 

1.2家国情怀的体现 

中国古代火药的发明被认为是人类研究与应用工程热力学

的开端,热力学是一门具有实用性和广泛性的理论基础学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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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热力学的过程中可以引入著名科学家的例子,培养广大青

年学生科学严谨的求学态度,以及著名科学家刻苦钻研的精神。

例如中国热化学泰斗谭志诚教授的事例,谭志诚教授是我国热

化学学科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在50余年的热化学科研生涯中,

谭志诚教授取得16项重大科技成果,为我国科技进步和国防建

设作出了突出贡献。谭志诚教授一生潜心执着研究热化学,奋力

实现中国梦,这一事例的引入,在教授学生热化学知识的同时,

引导学生志存高远,矢志报国。 

1.3传统文化的蕴含 

在胶体与大分子溶液这一章节,其教学内容主要是 胶体

的光散射现象和Rayleith散射公式。“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

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绝

句》),“麻姑山水蔚蓝天,醉墨横飞倚少年。却被倒城人笑煞,

太平桥畔野僧眠。”(汤显祖《问李生至清》)等诗句的运用可

以向学生提出疑问“天空为什么呈现蓝色？”课程中古代诗

词的引用,让学生在体会古代诗词之美的同时,能够领略中华

传统文化的魅力,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增强课堂教

学实效性。 

2 课程思政与物理化学深度融合的必要性 

2.1是培养德才兼备时代新人的必然要求 

物理化学是化学与物理学相交汇的一门基础性学科,在当

今社会,物理化学与新材料制备、环境保护、新能源材料等热点

问题息息相关,对现代以及未来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科学技术的

发展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课程思政教育是当前高校育人新

模式,充分挖掘物理化学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思政育人和专业

育人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思政育人和专业育人的协同效应,将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注重培养学生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提升科研能力的同时,培养学生的人

文素养和创新精神,坚持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在“育才”

的同时实现“育德”的内在要求,从而培养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德

才兼备的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2.2是探索新时代教育教学方法的内在需求 

国家领导人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人才是

创新的根基,是创新的核心要素,教育就是要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牢牢抓好课堂

教学育人主渠道,通过发掘各学科、各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

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积极推进以课程思政为重点的

课堂教学内容改革。”物理化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基础性、理论性

学科,是传统四大化学之一,内容多、难度大是学生普遍反映的

问题,传统上课的模式多以公式推导和习题练习的方式进行,课

堂内容枯燥、难度大、气氛沉闷,难以调动学生积极性,学生主

动接受知识的兴趣较低,课堂难以形成良好的教学效果,在此情

形下,教师就有必要主动探索新的教育教学方法,而思政课堂的

加入就在这一时期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教师要在枯燥乏味的课

堂上提升育人意识,将“育人”和“育才”有机的结合起来,真

正做到“传道、授业、解惑”,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注重思想

和精神的升华,积极探索新时代教育教学的新方法,寻求知识传

授与价值引领的融合道路。 

2.3是高校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所在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

题,立德树人成效是检验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必须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

体,不可割裂。”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承担着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使命,课堂教学

则是高校人才培养的主要载体,物理化学课程的实施旨在为国

家培养专业基础和知识水平都过硬的化学化工类专业人才,在

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开展课程思政,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现

实需求,在物理化学的专业知识中挖掘思政元素,将唯物辩证

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内

容融入到课堂教学中,以达到“润物无声”的效果,树立全新的

育人模式,强化立德树人理念,着力培养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3 课程思政与物理化学深度融合的艰巨性 

3.1专业育才和思政育人的融合度有待深化 

课程思政是一种综合的教育理念,强调全过程、全方位的新

型育人格局,即在物理化学的教学过程中能够将思想政治教育

同向推进,寓德于课,形成协同效应,这是课程思政的特点,同

时也是课程思政在高校进行的难点,在实际的教育教学过程

中,物理化学讲究“求真”,而思想政治教育是“育德”,教师

如何能够在课程的全过程将这二者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是现

阶段物理化学课程实施课程思政的首要难题。物理化学专业

知识的传授以公式、定理、公理以及实验等“有形”的内容

展开,思想政治教育“德”的培养则多以“无形”的形式存在,

教师如何在课堂上将“无形”的“德”融入进“有形”的专

业知识,这既考验教师的专业功底,也考验教师的思想政治素

养,课程思政绝对不是简单的将“课程”与“思政”相加,要

避免“课程”与“思政”“两张皮”的现象出现,提升课堂教

育教学的实际成效。 

3.2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认知和能力有待提升 

教师是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活动的设计者和实施者,物理化

学中课程思政的建设,首先,在课程设计的最初环节,就要求教

师在认知方面要有做好课程思政的自觉性,而对于部分老师来

说,还是存在认知不够深入或者认知有偏差的问题,对于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认知较浅,尤其

对于一些年龄偏大的老师来说,他们有深厚的专业知识,但是对

于课程思政这种新兴的教育理念来说,在接受程度和认知上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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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进一步提升。其次,在课程实施环节,教师在物理化学教育教

学过程中课程思政的实施能力直接影响着育人的实效性,从课

程思政资源的挖掘,到课程思政与物理化学专业知识的融合,再

到课堂上课程思政的呈现,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教师掌握建设课

程思政的技巧,但就现阶段的某些老师而言,他们只是简单的将

“课程”与“思政”叠加,并未能将思政内容与专业教学有机的

结合起来,对于课程思政的认知以及实施课程思政的能力都有

待进一步提升。 

3.3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保障机制还有待完善 

制度就是保障,为了使课程思政在高校内真正取得育人实

效,在物理化学的课堂上做到落地见效,高校的制度保障方面还

比较薄弱。就学校而言,在理工科学院与马克思主义学院之间没

有起到很好的桥梁纽带作用,未能建立相应的交流协作机制,未

能给物理化学的专业课老师提供学习交流政治思想的平台,而

对于开展课程思政的老师来说,也未能形成相应的评价考核机

制,缺乏具体的评价考核标准,致使课程思政建设有流于形式的

风险。再者,就学院而言,理工科学院是教师是否开展课程思政

的直接监督者,物理化学专业课老师是否开展课程思政以及开

展的好坏,现下的一些理工科学院都未能起到直接的监督作用,

缺乏激励考核机制。理工科课程思政建设保障机制的不健全,

难以调动物理化学专业课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积极性,无法保

障课程思政建设的实效性和长效性。 

4 课程思政与物理化学深度融合的实施路径 

4.1多维度提升专业育才和思政育人的融合度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对如何进行课程思政

建设给予了专业性的指导和建议,要求将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

学建设全过程,高等院校要从教学大纲的制定、教材的选用等方

面统筹规划课程思政的建设；理工科学院要给予教师开展课程

思政的平台,采用集体备课、专题培训、交流学习等形式提升教

师开展课程思政的能力,并且制定相应的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机

制,对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情况进行反馈,促使好的课程思政建

设情况能够起到示范引领的作用；教师要从课堂授课、教学研

讨、实验设计等方面开展课程思政,不断拓展课程思政建设的方

法和途径。课程思政建设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学校、学院、

教师、学生同向发力,形成规模,形成体系,多维度纵深推进课程

思政建设。 

4.2提升教师课程思政的认知以及实施能力 

课程思政建设包含的内容庞大而又丰富,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宪

法法治教育、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等内容均涵盖其中,这就

要求教师要有良好的政治理论素养,只有教师具备了良好的思

想政治理论素养,才能增强课程思政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才能确

保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起到凝心铸魂的作

用,而学院应该为专业课教师搭建思想政治理论学习的平台,并

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开展交流学习,促进理工科教师思想政治理

论素养的提升,提升理工科教师自身思想政治理论素养是提升

课程思政建设的基础。而提升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能力则是提

升课程思政建设能力的核心要素,如何有效挖掘思政元素,将其

与专业课程深度融合,并有形有感的呈现在课堂上,这是专业课

教师面临的重点和难点。首先,学校和学院要为教师提升课程思

政能力保驾护航,比如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培训班、教学能力专题

培训、建立思政元素数据库,能够让专业课教师在开展课程思政

时有所方向。其次就是开展课程思政专业课教师自身的努力,

备课与教学设计、课堂授课,以及课后的实践与作业,都需要专

业课教师全过程的总结与反思,充分认识课程思政春风化雨的

作用,将其润物无声与专业课课程中。 

4.3建立健全课程思政建设和实施的运行机制 

为确保课程思政建设的规范性和有序性,高校首先就要做

好顶层设计,在高校大学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建立起教务统筹规

划,学院监督落实的工作格局,确保课程思政建设的顺利开展。

强化大学党委的统一领导,落实主体责任,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大学党委要提高思想认识,建立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全面统筹

部署课程思政建设工作,以定期召开推进会的形式推进课程思

政建设工作的落实,保证理工科课程思政建设的质量。教务系统

要在大学党委的指示指导下,建立健全课程思政建设实施方案

以及相配套的制度体系,包括交流协作机制、评价考核机制和激

励考核机制,为课程思政的建设和实施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并

且要不定时通过教学督导和教学检查来检验各项制度的落实情

况,教务系统还可以通过优秀课程思政的评选以及优秀教师的

评选活动在高校范围内形成良好的“比、学、赶、超”的课程

思政氛围,从而推动课程思政建设在高校内取得实效。最后,学

院是促使课程思政落实、落细、落小的主体,根据本单位自身课

程特色和发展规划目标,各二级学院要制定本学院课程思政建

设方案、细化制度安排,对教师开展专门的课程思政培训班等等,

提升课程思政教学质量。高校党委、教务系统、二级学院要形

成强大合力,全面统筹、系统规划,确保思政课程建设在物理化

学课堂上顺利进行。 

5 结语 

新时代新征程,思考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性、艰巨性以及

实施路径,对于提高课程思政建设质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物理化学课程教育教学

是培养物理化学类专业人才的重要阵地,要以课程思政建设

为抓手,改变物理化学专业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两张皮”的

现状,寻求专业育才与思政育人的融合路径,将思想政治教育

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将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树立全新的育

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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