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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is the key to achieving moral educa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The 
physical chemistry course is the core course of chemistry and related major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with strong theoretical, 
logical, and abstract characteristics. How to organically integr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curriculum with 
the teaching of physical chemistry knowledge to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and enhance the spiritual realm of students is a major 
challenge.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o integrate technological elements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hysical chemistry 
courses,	in	order	to	cultivate	student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cy,	ideological	and	moral	level,	 innovation	ability,	and	the	
spirit of serving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provides new ideas and reference experience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hysical chemistry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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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推进课程思政是实现立德树人的关键。物理化学课程是高等学校化学专业及相关专业的核心课程，具有很强的理论性、逻
辑性和抽象性等特点。如何将课程思政元素与物理化学知识传授有机融合从而提升教学质量和提高学生们的精神境界是一
个重大挑战。论文探讨了如何将科技元素融入物理化学课程思政教育中，以培养学生的科技素养、思想道德水平、创新能
力和科技报国的情怀，为物理化学课程思政教学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新思路和借鉴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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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习总书记强调高校思想政治的发展在高校培养

人才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2018 年时任教育部部长的

陈宝生指出要坚持以本科教学发展为根本目的，在教学中需

要在专业知识的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为国家繁荣发展培养

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后备军 [1]。因此课程思政在高等学

校教育教学中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一般来讲，课程思政元

素可分为政治认同、国际视野、科学精神、国家大势、民族

情怀、历史使命、时代责任等类别。虽然课程思政和思政课

程的根本任务都是立德树人，但是两者在表现形式上仍然有

区别。在思政课程中，学生可以系统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而在课程思政中，学生不仅需要接受课程思政元素，而且也

需要学会相关的专业知识 [2]。因此，课程思政需要将课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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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元素与专业课程的知识点进行有机融合，使学生在学习专

业知识的过程中产生共鸣，在潜移默化中接收思政元素的教

育，从而达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物理化学是一门以物理的原理、方法和技术为基石，

借助数学的工具，系统地研究化学变化过程中的行为变化，

建立化学体系变化的客观规律的科学。它是一门专业性极强

的理工科课程，是与化学、化工、材料等相关专业的必修课

程。物理化学课程具有内容繁多且抽象、公式烦琐、逻辑性

强以及章节之间联系紧密的特点，这就导致了大多数学生认

为其是一门既难学、又难以理解的学科 [3]。因此，如何将物

理化学教学内容和思政元素进行有机融合，以期在有效提升

物理化学教学质量的同时培养学生的思想品质和科技报国

的责任感是一个重大挑战。论文将从教学过程出发，探讨科

技元素在物理化学课程思政中的应用策略与效果。

2 科技元素融入物理化学课程的必要性

2.1 增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科技素养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科技元素在各个领域都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作为一门基础科学，物理化学在前沿科技的研

究与应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科技元素融入物理化学教学的

过程中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而且可

以改善教学质量，有效地培养符合时代发展的新型人才。通

过与思政相关的科技元素和物理化学的教学，学生们可以更

加直观地感受到科技元素在物理化学领域中的应用，从而增

强他们的理论知识和科技素养。

2.2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将与课程思政相关的科技元素融合在物理化学课程中，

教师可以有针对性地设计一些开放性问题，引导学生运用所

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这样的教学模式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

创新思维，而且增强学生的解决问题能力。同时，教师还可

以有目的地向学生呈现最新的科技进展和科研动态，让学生

了解前沿科技的应用，激发他们对科技事业的热情，为学生

的未来工作和进一步的学术深造奠定扎实的知识基础和思

维能力。

2.3 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将科技元素引入到物理化学课程思政教学中，不仅有

助于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提高教学质量，而且更有利于

培养学生的政治素质。通过引入与前沿科技相关的伦理道德

问题、科技创新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内容，可以引导学生思

考科技发展对社会的影响，从而提升其思想政治素质。此

外，通过科技元素引入不断提炼物理化学专业知识中的科学

和人文精神等思政元素，让学生认同国家提出的坚持科技是

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以及创新是第一动力等理念，

认可国家提出的深入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以及创新驱动

发展等战略。因此，将科技元素引入到物理化学课程思政教

学中，可以充分发挥立德树人的功能，实现知识传授与价

值引领的有机结合，有助于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

3 科技元素融入物理化学课程思政教学的实践
探索

物理化学内容较为抽象，需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根

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采用逆向思维的方式对科技元素和物理

化学课程内容进行充分糅合处理，设计出相应的科技元素与

物理化学教学内容相融合的实际方案，使学生与教师产生共

鸣，提升教学效果。论文将选择部分具有典型的章节为代表

性例子，展示物理化学与课程思政的融合策略。

3.1 热力学
热力学是物理化学知识的基础，内容抽象且繁杂，是

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学生普遍反映的学习痛点。巧妙地

引入与思政相关的科技元素可以使学生更从容地接收物理

化学知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永动机的发展史”到“永

动机是不可能造成的”这个历程，让学生对热力学第一定律

和热力学第二定律有初步的认识，同时让学生意识到做事情

一定要遵循客观规律。在讲解溶液的依数性时，可以举出冬

天下雪时在道路上撒盐，从而加快冰雪消融的过程，方便我

们在冰雪天的出行生活，其原理就是非挥发性的溶质使稀溶

液的凝固点下降。在讲到渗透压时，可以列举北京碧水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依靠自主研发、突破技术垄断实现了用于净

水处理的高强度膜产品。

3.2 化学平衡
化学平衡是热力学知识的应用之一。虽然化学平衡知

识相对简单，学生也容易理解，但是通过科技元素的适当引

入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从而提高学习效果。在学习

饱和蒸汽压与温度的关系时，通过向学生提问为什么在海拔

较高的地方使用普通锅做出的饭是生的？为什么高压锅可

以让高原上的居民吃到可口的食物？引出温度越高其饱和

蒸气压也越大的结论。在讲授亨利定律（气体溶解度与饱和

蒸汽压的关系）时，为什么打开啤酒瓶、汽水瓶的瓶盖时

会有气泡产生？在学习相平衡时，提出通过一定的科技条件

（高温、高压）可以让廉价的石墨变成价格更高的金刚石，

从而引出“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的人生哲理。

在讲解二氧化碳相图时，通过向学生介绍 2022 年北京冬奥

场馆首次利用超临界 CO2 制冷技术（为当前最环保、最高效、

最先进的制冰技术之一）实现了在大型冬奥场馆比赛专用冰

面的制备。

3.3 电化学
与热力学相比，电化学虽然也具有丰富的内容和繁杂

的知识，但是电化学与科技的发展息息相关，在生活中有具

体的应用场景。因此，与思政相关的科技元素可以很容易地

融入学生的学习过程，激发学生对电化学知识的学习兴趣，

有助于学生对电化学知识的理解、记忆和应用。在学习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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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质溶液的离子电导率时，通过向学生提问为什么直流电

不能作为测试离子电导率的电源？如果想要准确地测试电

解质溶液的离子电导率，为什么需要高频交流电？使用何

种技术才能获得高频交流电？在讲解原电池时，以当前“碳

达峰”和“碳中和”为背景引出利用新型能源的重要性，进

一步地引出电能在利用新型能源的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以电池在飞行器、电动汽车以及手机等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为

例，让学生意识到科技的进步对经济、社会以及时代的发展

的推动作用，让学生具有科技报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学

生意识到创新精神在个人、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发展中

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在讲解电解池时，可以借助氯碱工业的

介绍视频和干电池电解饱和食盐水的科学小实验，加深学生

对电解知识的认识以及电解在国民经济中起到的作用。在讲

解金属的腐蚀与防护的章节时，通过港珠澳大桥使用的防腐

技术如耐候钢的制备技术、先进防腐涂层涂覆技术、牺牲阳

极的阴极保护技术以及硅烷浸渍技术，向同学们展示科技的

进步在金属防护领域的重要应用，让同学们感受电化学在社

会进步中起到的作用，领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

意义。

3.4 动力学
动力学同样具有丰富的知识内容和教学难度较大的特

点。但是将科技元素引入到动力学的教学过程可以提高学生

对动力学的兴趣，加深学生对动力学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在

学习一级反应动力学方程时，可以向学生们介绍碳 -14 年代

测定技术在考古工作中的应用，例如测定殷墟和三星堆的真

实年代。在学习温度对反应速率的影响时，通过向学生提问

新鲜的食物在室温下保存的时间久还是在低温下保存的时

间久？为什么冰箱可以延长食物的保存时间？从而引出降

低温度可以减慢反应速率。

3.5 表面物理化学
表面物理化学虽然具有繁多的内容，但是这些内容与

我们日常生活的联系较为紧密，因此可以利用合适的科技元

素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在学习表面张力时，可

以向学生提问为什么使用洗衣粉或者肥皂可以将衣服上的

污渍洗掉？为什么向农药中加入表面活性剂可以增加农药

在农作物叶子上的浸润性？通过向学生展示水分别与洁净

的玻璃和涂覆石蜡的玻璃接触的科学小实验，说明水在洁净

的玻璃上的接触角小于 90o，而水在涂覆石蜡的玻璃上的接

触角大于 90o。通过实验使学生直观地了解亲水材料和疏水

材料的区别。疏水技术可以使汽车的挡风玻璃变得更疏水，

改善汽车挡风玻璃的抗雨性能，减少水滴附着，改善驾驶员

在雨天的视线清晰度。在学习毛细管现象时，通过提问学生

为什么农民伯伯会在播种之后要压实土壤，而在雨后土壤表

面干燥时进行“锄地保墒”？这些措施的基本原理都是利用

或者破坏土壤中的毛细管从而达到利用地下水和防止地下

水过快的蒸发。这些生活中的例子可以让学生意识到物理化

学知识的学有所用，提高学生学习物理化学知识的兴趣。

3.6 胶体分散系统
胶体分散系统的内容与实际生活联系较为密切，因此

与课程思政相关的科技元素将会提高学生对胶体分散系统

的学习兴趣和效果。在讲解胶体时，可以向学生提问“雾”

和“霾”有什么区别？雾是气—液溶胶，而霾是气—固溶胶。

雾霾是大气污染的一种状态，会严重伤害我们的身体健康和

生态环境，发展前沿科技有助于缓解和解决雾霾。在讲解溶

胶动力学性质时，向学生讲解超显微镜的发现为研究溶胶动

力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说明科技在社会发展中起到重要的

作用。在讲解溶胶的光学性质时，可以向学生提问为什么停

止前进的信号灯是红灯？因为瑞利散射强度与光波波长的

四次方呈反比，红光具有较长的波长，散射作用较弱，穿透

力强，在雾霾天、阴天等不良天气或者较远的地方可以很容

易地让司机看到停止信号，阻止事故的发生。在讲解溶胶的

聚沉时，通过向学生提问为什么卤水可以点豆腐？从而向学

生简单介绍豆腐的制作过程主要包括“分散”和“聚沉”，

即磨浆、滤浆、点浆到成型等技术。在讲授过程中，可以让

学生通过小组讨论、查阅材料等方式了解豆腐的制造技术。

不仅可以使学生加深对胶体聚沉的理解，而且可以让学生体

会到所学即有用。

4 结语

通过对科技元素融入物理化学课程思政教学的探索与

实践，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科技素养，培养其

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有利于提升其思想政治素

质和社会责任感。然而，当前的探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挑

战，比如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课程资源的整合和

利用等方面。因此，今后的教学研究工作需要进一步深化，

加强实践探索，不断推动物理化学课程思政教学的改革与发

展，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

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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