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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peo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eaching reform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the course “High Performance polymer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as the carrier. Through in-depth explo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curriculum, combined with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aim is to organically integrate value shaping into knowledge teaching, 
and improve students’ engineering literacy, innovation abilit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cept and patriotism.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 and teaching effect of the course in detail, and discusses the effective strategy of engineering curriculum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in the form of a case, which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other related curriculum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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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本文以《高性能聚合物材料与技术》课程为载体，探索了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的教学
改革。通过深入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结合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旨在将价值塑造有机融入知识传授，提升学生的工程
素养、创新能力、环保理念和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本文详细阐述了该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并以
案例形式探讨了工科课程协同育人的有效策略，为其他相关课程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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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肩负着培

养德才兼备新型人才的重大使命。课程思政作为一种新时代

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旨在将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入日常课程

教学中，把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润物细无声地落实到实际教

学中。面对全球化和信息化带来的多元文化的冲击，培养大

学生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品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持续的创新精神和扎实的实践能力，已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

重中之重。

高分子科学作为一门典型的理工交叉学科，其相关产

业对国家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高性能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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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材料与技术》是该领域研究生选修专业课程，全面涵盖了

高分子材料的制备技术、性能特点及应用领域等关键知识，

广泛涉及机械制造、交通运输、能源环境、电子科技、生物

医疗等重要领域。因此，加强对学生高分子材料素养和创新

能力的培养，对于提高我国科技水平和产业竞争力具有重要

意义。随着我国“十四五”新材料产业发展规划的推进，该

课程的教学改革亟需构建“专业能力培养 - 思政价值引领”

双螺旋育人模式。这不仅有助于强化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创新

思维，更能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工程伦理观、环保意识与家

国情怀，成长为德才兼备、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因此，深入探索《高性能聚合物材料与技术》课程思政

的有效实施策略，构建“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

三位一体的育人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2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目标和原则

2.1 课程思政目标
高性能聚合物材料与技术课程思政的目标是通过教学

模式创新，在拓宽学生专业视野、夯实专业知识基础的同时，

有效提升其思想政治素养与实践创新能力。在知识与能力维

度，聚焦“分子结构→物化性能→工程应用”的认知链条，

引导学生系统掌握高性能塑料、高性能橡胶、高性能纤维、

医用高分子、环境应用高分子、能源应用高分子等材料的特

性、应用及结构 - 性能关系，深刻理解典型高分子材料结构

与性能的内在规律；并引入学科前沿知识，强化其科研素养

和创新能力。在思政教育上，课程将科学精神、文化自信、

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等要素有机融入教学内容与过程，促使

学生将知识内化为综合素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同时提升资源节约与生态文明意识，实现专业教育与思政教

育的同向同行、协同育人。

2.2 课程思政建设的基本原则
高性能聚合物材料与技术课程思政建设应遵循以下基

本原则：

首先，坚持政治性原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确保课程的育人导向，以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根本遵循。

其次，强调系统性原则，将思政教育系统规划并贯穿

于高性能聚合物材料与技术课程教学的各个环节（包括教学

目标设定、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设计、考核评价等），

力求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深度融合与有机统一。

再者，注重创新性原则，不断对课程思政教学方法和

手段进行创新，积极探索和运用新颖有效的教学方法、模式

与技术手段，全力提高教学效果，提升课程思政的吸引力、

感染力和时代感，以适应新形势下的教育需求。

最后，遵循针对性原则，紧密结合高分子材料学科特色、

行业发展需求以及学生的专业背景、思想特点与认知规律，

精准设计思政教育的切入点、内容和方式，确保思政教育能

够真正入耳入脑入心，切实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通过遵循这

些原则，努力推动高性能聚合物材料与技术课程思政建设迈

向更高水平，为培养优秀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3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实施

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材料的发展水平始终是衡量

时代进步与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尺。我国高分子材料的发展历

程，也是我国科技的进步生动写照。与此同时，高分子材料

的每一次革新与突破，都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因此，

思政教育可以融入高性能聚合物材料与技术的各个章节中，

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实现价值引领。例如，在绪论教

学时，可以追溯我国高分子学科从筚路蓝缕到国际领先的奋

斗史，梳理我国研究者从早期仿制、跟踪学习到如今自主创

新的发展历程，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精神；在塑料

章节中，一方面可以强调我国在高性能塑料、特种工程塑料

等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和实践能力，另一方面，可通过剖析“限塑令”背后的可持

续发展理念，引导学生树立生态文明观和社会责任感；在讲

解医用高分子材料时，可引入相关案例，引导学生思考并讨

论其中可能涉及的伦理议题，如材料的生物安全性、长期植

入风险以及患者知情同意权与隐私保护等问题，促使学生辩

证地看待科技进步的双重性，培养其审慎的科学态度、批判

性思维能力和健全的道德判断力。在课堂教学中，通过精心

设计的教学案例与课堂讨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象化

为可感知的学科发展叙事，将生态文明观转化为可操作的材

料设计准则，构建“专业知识点 - 思政映射点”的双维矩阵，

以知识传授为核心，将思政内容作为有机组成部分巧妙融

入，促进知识与思想的相互交融，让学生在学习学术知识和

专业技能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形成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

3.1 融入科学家事迹与行业史，点亮思政之光
国内外高分子领域的专家坚持不懈的探索精神、勇于

突破的创新思维以及为推动行业发展的无私奉献为培养学

生的科学态度、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以及强化学生的使命担

当，提供了丰富素材资源。以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弗洛里为

例，他对聚合物动力学传统理论的质疑开启了他的研究之

路。通过严谨的实验和理论推导，他成功建立了聚合物溶液

理论，完善了动力学方程，从而大幅推动了高分子科学的

发展，充分彰显了科学家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精神。聚焦

国内发展，我国高分子科学与工业的跨越式演进同样具有深

刻的教育示范意义。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高分子领域基

础薄弱，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显著差距。然而，通过几代科

技工作者的不懈奋斗，如今已成功跻身于国际领先的行列之

中。这一发展历程不仅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也增进了

文化自信，而这背后是无数科学家的创新精神与艰苦奋斗。

例如，在 20 世纪 50 年代，面对西方严密的技术封锁，以王

葆仁先生为代表的奠基者们成功突破尼龙 -6 合成技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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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奠定了合成纤维工业基础。沈之荃院士通过自学日语突

破文献壁垒，带领团队攻克三元镍系顺丁橡胶合成催化体系

的关键技术难题，其研究成果直接支撑了我国万吨级顺丁橡

胶工厂的建立，使我国轮胎工业摆脱了对外依赖。这些事例

不仅展示了科学家的奉献精神，也激励学生树立创新自信和

爱国情怀，让他们认识到个人努力对国家发展的深远影响，

并培养他们的使命感，推动他们在未来的学习和研究中不断

追求卓越。

3.2 结合社会热点问题，激发思政活力
当前，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和持续加剧的技术封

锁，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卡脖子”的问题愈发凸显。

回顾杨玉良院士在 21 世纪初，面对国外的严密技术壁垒和

国内相对匮乏的研究条件，带领团队克服重重困难，历经多

年潜心钻研与艰苦攻关，在极端工艺条件下攻克聚丙烯腈原

丝制备、高温碳化等一系列核心技术，最终成功研发出具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碳纤维及其制备工艺，并推动建

成了万吨级产业化生产线，在碳纤维的应用领域实现了创新

突破，为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等国防尖端领域的发展提供了

关键材料支撑。这一事例有助于学生深刻体悟自主创新在国

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更使他们认识到当前我国科技发展所

面临的严峻挑战与形势，进而有效地激发了他们的社会责任

感。在此基础上，同时，进一步探讨以碳纤维为代表的高分

子材料在航天航空领域的重要应用，结合神舟系列飞船的成

功发射，更能点燃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热情，激励他们

为实现科技强国贡献力量。

3.3 突出环保与绿色发展，彰显思政担当
高分子材料作为一种重要的新型材料，在能源和环境

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在讲解塑料的同时，可以深入探

讨塑料废弃物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并结合“限塑令”“以纸

代塑”以及可降解塑料的行业发展趋势，引导学生关注环境

保护问题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学生课题通过学习“原料开采 -

加工成型 - 废弃处理”的全生命周期分析（LCA）模型，并

通过对比传统塑料与生物可降解材料的 LCA 数据，建立环

境负荷量化评估意识，从而深刻理解“双碳”战略在学科中

的支撑作用。另外，在介绍能源应用高分子材料时，可以着

重展示高分子材料在推动能源革命和绿色转型中的积极贡

献，例如在有机太阳能电池、燃料电池质子交换膜以及锂电

池隔膜中的核心应用。通过分享前沿科技进展，鼓励学生关

注科技前沿，培养其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将个人理想融入

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宏伟事业之中。

4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实践和成效

通过在《高性能聚合物材料与技术》课程中系统性地

融入思政元素并进行教学改革，我们取得了以下效果：

①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显著提升：课程深入剖析了我

国高性能聚合物材料与技术的发展脉络、前沿应用与辉煌成

就，使学生深刻认识到国家在该领域自立自强的奋斗历程与

战略意义，有效激发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爱国热情与时代

责任感。

②学生的工程素养和创新得到意识得到强化：经过 32

学时的系统学习和引导，多数人在课程作业中发表了对大国

工匠精神、高性能聚合物材料设计等内容的认识和见解，学

生的工程素养和创新能力得到了培养，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

③学生的学习内驱力与参与度有效激发：将思政教育

自然融入专业知识传授，极大地提升了课程的吸引力。学生

的学习兴趣被点燃，学生更加主动地参与到课程学习中。有

学生感叹道：“高分子材料一个微小的进步，都有可能给世

界带来巨大的改变，在众多领域引发了变革。让我对高分子

材料有了全新的认识和感受，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要更深入地

去探索和学习”。

5 结论

通过《高性能聚合物材料与技术》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我们将思政教育融入课程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实现了知识传

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通过教学内容的优化、教学方法

的改进和考核方式的改革，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工程素养

和创新能力得到了提高。我们的教学改革经验为其他相关课

程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我们将继续努力，不断提高课

程思政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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