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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 12 月 8 日，习主席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会议上提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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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19 年 8 月 14 日颁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大中小学都要

统筹推进思政课内容建设，积极引导学生立志成才，立德

成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2]”。

从高校课程中渗透思政教育到中小学课程中的推进，

再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理念的提出具有历史必然性，

是新时代每个人肩上的历史使命，是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复兴相适应的内在动力系统的建设工程。

2 课程思政的内涵

在学校实现课程思政，首先要理解、把握和领会“课

程思政”内涵和意义，根据习主席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

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以及近年来各界学者对于课程思

政的研究结果，论文将课程思政的内容概括为以下层面。

国际层面包括国际视野、国际理解、国际关怀，环境、

生态、能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等将学生培养成世界性

公民而所提出的要求。

国家与社会层面包括四个自信、五个认同、四个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革命传统教育、

伟大建党精神、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四讲四爱、社会责任、

社会公德、法制精神等为唤醒初心使命感、提高感受力、

打开爱国情怀、为祖国建设获得历史使命感而进行的教育。

3 有机化学中课程思政适宜元素与育人目标的
统一

课程思政理念的提出为国人的思想建设提供了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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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方法、新的原则和新的标准，化学作为“一门中心的、

实用的和创造性的科学 [3]”，在中学课程以及自然科学中占

据重要地位，挖掘其中能够有效融入思政教育的适宜元素和

切入点对于化学课程思政的实现，完成化学教学到“化学教

育”的跃进有重要的意义。

科学范畴的学科教学中如何渗透“应当怎么做”的价

值教育，需要从学科发展历史，学科方法论、学科与自然、

生产、生活的关系网以及对科学和人类命运的关联的感悟中

深度挖掘适宜元素，构建高中化学课程思政内容体系，将课

程思政内容所包含的方法论、情怀、格局与课程的育人目标

相统一，才实现化学学科教育“知、情、行统一”的育人目标。

化学课程内容、思政适宜元素、育人目标见表 1。

表 1 是学术界关于化学课程思政的探索，结合自身化

学教育教学中将学科前景知识和背景知识以及学科方法论

中融合思政教育的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切实感受到了思想

政治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为如何构建化学学科课程思

政体系提出的建议，以供广大教师参考和指正。课程思政不

仅如此，还以将课堂的各组成因素（包括桌椅板凳）作为思

政教育的切入点，也可以在课堂各环节，比如反馈作业或当

堂课生成性的情景中进行渗透和自然发生。

4 结语

课程思政需要统筹的规划，通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或一

个阶段（高中）的学习要实现和取得怎样的目标和进展，需

要老师根据课程内容进行统筹安排，不可能一堂课就进行到

位或堂堂课都能进行一次较完整的思政教育，因为不可能直

接把课程思政的内容（比如爱国情怀的种子）在没有任何前

提铺垫之下用生搬硬套的方式直接植入学生的心理，这样植

入的思想教育很难有生长的条件和动力，为学生在学科教育

中很好地吸收思政教育，又不影响课程进度，教师需要通过

课内外对学情进行深刻了解，尤其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方面，

在此基础上有计划地建设学生良好的心理环境作为基本工

作，通过有关学术研究的反思研究作为辅助工作，通过教育

机制创造学生道德感的生长点，最终还是要靠教师自身的家

国情怀打开学生的家国情怀。

因此，在某些课堂中课程思政的体现在这种心理环境

表 1 化学课程内容、思政适宜元素、育人目标（选修五）

第一章认识有

机化合物

前言

1. 从感性和理性两个角度把握有机的含义。

2. 从历史唯物论的角度了解有机和无机的联系与界限。

3. 通过有机化学发展历史以及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把握有机化学发展前景，体会化学学科的价值，构建学生对学科的自信

和科学的崇拜之情，激发学生对科学知识和世界奥妙的探索欲望。

4. 通过传统文化中关于有机化学方面的记载，建立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自豪感，厚植爱国情怀。

5. 加强化学思维方式，构建有机化学反应中变与不变，有机化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解放学生思想。加强辩证思维、逻辑

推理和演绎在学科学习中的运用，让学生学会思考，学会学习。

6. 通过物质类别的学习和类别之间的相互转化的可能性的推测，引入合成思想，列举简单的合成物质，构建有机化学与物

质财富、生活质量、生命质量以及生存状况的关联。坚定对化学学科和科学的信心，激发用知识改变生活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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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西气东输”工程的经济、社会以及环境效益，让学会明白共享资源、学会共处的重大意义，初步构建中华民族命

运共同体意识；让学生深切感受互利双赢—国家顶层设计的魅力，厚植爱国情怀。

2. 通过中国乙烯产量感受综合国力，坚定四个自信。

3. 通过社会事件，让学生学会从学科角度分析社会现象，鼓励学生参与社会热点的讨论，增强主人翁精神，进行实事求是，

职业道德、网络公德和社会责任教育。

4. 通过介绍石油、丙烯和聚丙烯和口罩与疫情的关联，构建自然—学科—生产—生活的关联。通过口罩对新冠病毒的作用

增强学科知识的信心以及学以致用的重大意义。通过介绍疫情防控方面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胜利，渗透四个自信，五个认同

教育，厚植爱国情怀。感受责任与使命的重大意义。

5.介绍聚乙烯到塑料袋再到白色污染的危害，激发学生对于家园的保护意识，激发学生为草原白色污染的防治采取实际行动。

6. 通过有机物对人类生活和人身健康方面的两面性，初步构建用辩证思维看待学科价值，学会用趋利避害的角度让学科知

识服务于人类生活。

7. 学会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物质发现过程。感受每个化学物质背后的科学家、科学家的思维品质、思维方式、

个人美德、社会公德，坚定为人民服务而学习科学知识的理想信念。

8. 垃圾焚烧产生的卤代烃对环境的危害中让学生领会个人行为与人类命运的联系，增强大局意识，带动行为上的改变，养

成垃圾分类习惯，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9. 麻醉剂与近代医学发展的关联中感受，学科知识带动科学发展，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增强对学科的热爱。

10. 水立方工程和乙烯与四氟乙烯的混聚物的功能性介绍中，感受科学的魅力，增强民族自豪感，激发爱国情感。

11. 引用世界大战使用的毒气之王—芥子气的历史，回顾侵华日军的罪恶，进行“不忘侵华历史，少年强则国强”的爱国教育，

激发“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

12.《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中国是原始缔约国，感受中华人族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珍爱生命的大国精神，增强四个自

信，五个认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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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方面，假如思想比作一粒种子，为一粒种子的生长发

芽，有些课堂就要做铲个土、施一点儿肥或浇一点儿水等无

形的铺垫，而有些课堂就不可避免、自然而然地要讲到相关

内容，这时候学生已经具备良好的心理条件，厚植思政的种

子使其健康成长的目标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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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第三章烃的含

氧衍生物

第一节醇  酚

第四节有机 
合成

1. 通过悠久酒文化，感受人类文明与智慧的灿烂，增强对生活热爱和未来的向往。通过人类文化生活中的酒对原料的要求

与实验室合成的乙醇的原料的对比，感受有机合成在创造物质财富过程中的意义。了解中华传统酒文化的悠久历史，感受

中华传统中的智慧，增强对智慧的传承意识，构建文化自信。

2. 师生收集和分享古诗词中关于酒的描述，感受古代文学中的家国情怀，古代文学家的文学底蕴和极高的文学素养，增强

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意识，加强学生的文化底蕴。

3. 通过酒精在疫情防控期间，历史舞台上的角色和功能地位，增强学生对学科知识的价值判断，彻底消除学生中间谈论的“化

学无用论”。

4. 通过疫情中，疫苗研制、疫苗共享以及在此过程中知识、科技、信息以及各国社会制度中所体现竞争、优劣、共享、共存、

共度难关的人文情怀以及国际关怀的感受中让学生建立自强不息的信念，树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理想，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意识。

5. 通过酒驾的案例，让学生感受每个人对生命和社会秩序负有的责任，理解社会秩序和规则的意义，建强法制意识，加强

法律知识，增强法治共识、保证合法行为。

6. 通过有机合成领域里有重大贡献的和科学家的事迹，让学生感受有机合成思想在用化学知识为人类创造物质财富和解决

难题过程中的重大作用。

7. 合成路线的发展和改进过程中对原料、过程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原子利用率等经济效益的考虑中构建学生大局意识，增

强社会责任感，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

8. 抗疫药瑞德西韦有关的练习题目中，贯穿有机合成路线的探索过程，形成原料的选取，官能团保护意识、产物分离的难

易判断，提高产率的问题等的考虑思想，以及感受科研工作者的大胆创新与娴熟的操作水平，细心观察能力和耐心，极强

的社会责任和大局意识等科研工作者的基本素养。学以致用的重大意义。

9. 有机合成物质在国防、工农业、医药卫生、科技进步中的推动作用和所带来环境问题比如，酸雨、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

海洋污染、淡水资源污染的实例中构建绿色化学的思想，了解绿色化学的特点，掌握绿色化学的方法，从而进行社会责任

和国际视野的教育

第五章 
进入合成有机

高分子化合物

时代

1. 学会用国际视野看待能源、信息和材料。

2. 初步建立材料—科学—技术—社会的关系。

3. 学会用科学的角度分析问题和看待问题。

4. 感受高分子在生命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5. 感受功能高分子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及其包含的绿色化学思想和应用前景，坚定化学科学的价值追求。

6. 感受天然高分子到合成高分再到功能高分子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待发展。

7.通过塑料、合成纤维、合成橡胶产品的简介及其在生活中的覆盖面积。建立“结构—性能—用途—生活—生产—资源—环境”

的思想模型，解放思想，打开格局和情怀。

8. 化学学科发展和材料发展以及人类文明进步的关联中感受化学学科和科学对社会发展所起的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从而建

立对学科和科学的情感、认同和信心，增强和引发探索真理的愿望和行为。坚定学科知识和科学知识只用于人类“真、善、

美”的生活而服务的理想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