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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仪器分析是高等学校理工科专业的基础课，新工科建设要求学生专业技术能力和个人素养要协调同步发展。文中从仪

器分析课程思政现状、课程思政加强措施和课程评价体系改进等方面，探索了如何将课程思政有效融入课堂教学，对培养学

生的综合素质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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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strument analysis is a fundamental course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e 

construction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requires students to develop their professional technical abilities and personal qualities 

in a coordinated and synchronized manner. The article explores how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classroom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strument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strengthening measur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and improving the curriculum evaluation system, 

which has strong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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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 2017 年以来，国家大力推动新工科建设，很大程

度上地拓展了教育改革的路径。新工科建设内涵主要体

现在注重立德树人、继承创新、交叉融合、以培养创新

型、多元化工科人才为目标
[1]
。因此，新工科的建设是

应对当前国际国内行业优化转型、新技术不断涌现的重

大战略思维，有利于对适应经济多元化结构调整人才的

培养。在学生培养过程中，有效且系统地开展思政教育，

是践行新工科人才培养理念的重要环节，是培根铸魂的

主要桥梁和手段。高校学生的主要课程是专业课、基础

课，探讨提升这两类课程的思政教育效果，有利于做到

传统的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同向同行，构成了高校思政

教育的重要基石
[2]
。 

仪器分析作为高等学校化工、材料、环保、化学、制

药等专业的基础课，是由计算机、机械、化学、物理等学

科交叉发展起来的。仪器分析不仅能够对物质进行定性分

析、定量分析，同时针对复杂样品能够开展形态分析和结

构分析，在生产、科研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地方应

用型本科院校枣庄学院化学化工学科教育必修课《仪器分

析》为例，挖掘课程蕴含思政元素，贯彻科技创新、爱国

主义等辩证思维教育。在高校仪器分析课程中引入课程思

政，是新工科背景下践行三全育人，创建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引领的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协同培养模式的重

要探索，能够对学生在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过程中具有

积极引导作用
[3]
。 

1 仪器分析课程思政现状分析 

2016 年，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就提出课程思政的重要引领作用。广大教师也都有

意识地在课堂上进行课程思政教育，然而由于课程学时限

制或自身不够重视等原因，生硬地把思政教育内容集中在

课堂几分钟展现，只是解决了“有”的问题，而没能够真

正地从教材内容结合学生年龄特点、专业特点去发掘培育，

而且部分案例过于呆板，和专业内容偏差太大，为了思政

而思政，导致课程思政与本节课程融合生硬，甚至引起学

生反感。还有一些教师认为学校设置了专业辅导员以及一

系列的通识教育课程，思政应该是辅导员和这些通识教育

课程的任务，和专业课相关性不大，仪器分析主要讲述各

种仪器及分析方法的原理、结构、特点、应用及发展等方

面，很难融入思政内容。实际上我国的分析仪器特别是高

端仪器像透射电镜、扫描电镜、核磁波谱仪等在很大程度

上仍然依赖进口，很多仪器分析方法都能够和现实的生产

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只要深入挖掘，就会发现大量的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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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隐含在仪器分析课程各章节中
[4]
。 

“新工科”学生培养体系要求在素质目标、教学内容、

课程资源、课程体系等方面要实行全方位融合。这就要求

仪器分析教研团队应认真梳理章节知识点，充分挖掘思政

元素，不断打磨推敲，以求在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融入

思政教育。同时，还要关注不同学科、不同专业学生，对

教案和教法进行及时调整，使教学更具针对性。 

2 仪器分析课程思政建设加强措施 

2.1 课程思政与课程目标相融合 

仪器分析是以物质的物化性质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

类分析方法，是培养新型高素质、全能型、优秀化学人

才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与实践

紧密结合。因此，在学生的培养过程中，课程目标、课

程内容、学习方法以及课程考核等都要围绕学生进行设

计。在课程目标的设计中从原来的单纯专业要求增加了

团队合作、创新意识、道德素质等内容，将知识、能力、

素养有机结合，切实践行“三全育人”理念
[5]
。仪器分

析课程目标见表 1。 

表 1  仪器分析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内容 

课程目标 1 

了解仪器分析的分类和仪器分析的发展；掌握常用仪器

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掌握常用仪器的基本

组成部分和结构特点；熟悉常用仪器分析方法在实际中

的应用范围，了解一般的分析过程。 

课程目标 2 

具备一定的理解、归纳、总结和应用知识的能力；具有

进行仪器分析相关基本计算的能力；具备一定的独立思

考、想象力和创新意识；针对不同复杂工作情境中的综

合问题，具备选择适当的分析方法并初步设计出分析方

案的能力。 

课程目标 3 

学生领悟分析工作者的工作职责和相关工作中的重要

地位，热爱化学、热爱专业，增强对化学学科的探究欲；

关注与化学有关的社会问题，树立珍惜资源、爱护环境、

合理使用化学物质的观念；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职业

道德素质，实事求是、精益求精、高度责任心、良好团

队精神和合作交流意识。 

2.2 充分挖掘课程思政元素 

仪器分析课程联系现实生活密切，在教学过程中应

充分发掘课程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爱国情怀，引导学生

关注与化学有关的社会问题。例如在仪器分析第一章绪

论里，会介绍仪器分析方法的特点。仪器分析相对于化

学分析而言，更方便、准确、快捷，主要适用于微量、

痕量样品。可以让学生讨论自己周围水体污染的现状，

引导学生思考究竟是什么物质引起的污染？它的含量是

多少？有什么危害？环境监测及应急部门介入后，他们

可能会怎么样来迅速确定？采用的仪器有哪些？国产还

是进口？进而引申到涉及的仪器上来。告诉同学们，目

前大型尖端的分析表征仪器，仍然需要进口，一旦国际

形势发生变化，就会被“卡脖子”，引导学生要努力学

习，自主创新。在原子光谱部分，引入“镉大米”案例。

虽然经过社会不断的发展和进步，普通群众已或多或少

地了解了重金属对人类健康的巨大危害，可重金属如何

进入到植物体内及怎样检测的问题对大部分同学来说仍

然是比较困难的。借助于新闻报道中“镉大米”结合历

史上有名的“痛痛病”，课堂上可以给学生布置小论文题

目“重金属镉污染来源、危害及消除方法探讨”。通过和

大家切身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引导学生思考食品安全

与环境污染之间的联系和消除办法，从而激发学生学习

仪器分析的兴趣和从科学角度关注社会问题。具体的实

施步骤为首先让学生自主查阅文献资料，引导学生了解

重金属镉的污染概况；针对众多金属镉的检测方法结合

仪器分析课程所学内容，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检测方案；

其次是根据文献，针对已形成污染的水体和土壤，形成

污染治理方案，形成文稿。最后让学生分组以 PPT 的形

式在课堂上给大家汇报。其他章节的思政元素见表 2。 

2.3 仪器分析课程教学方法改进 

推进仪器分析教学方法和模式的创新，探索教学方法

多元化，以便充分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将思政元素融入课

前预习、课堂教学、课后复习及仪器分析实验等多个环节，

逐步引入启发式教学法、问题引导法、比较教学法等教学

方法，突出学生学习主动性，为课堂注入活力。同时，积

极利用线上优秀教学资源，教学环节设计多样化
[4]
。例如

在课堂上，根据所学知识内容，布置相关小论文或专题报

告，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和汇报，极大地促进了学生综

合素质的提升。采用已建设的虚拟仿真实验室、移动互联

网技术等形式，增强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另外，借

助仪器分析实验和课外创新实践等相关实践课程，培养学

生思辨、动手能力
[6]
。 

2.4 仪器分析课程评价体系改进 

如表 1 所示，仪器分析课程目标共有 3 个，分别占总

成绩的 40%、40%和 20%。考核的主要环节和比例为：过程

考核成绩（50%）结合和期末考试（50%）两个部分。其中，

过程考核成绩包含课堂表现（5%）、小论文（10%）、阶段

性测验（25%）、平时作业成绩（10%）。期末考试和阶段性

测验则涵盖光分析化学、电分析化学、分离分析化学内容，

重点考察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和综合运用能力。小论文

包含 HSE 和思政元素，选题可以为河水污染调查、土壤污

染调查等密切联系实际的题目。课程评价体系摒弃了传统

的单纯期末考试模式，从多维度对学生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特别是在课程思政方面，着重考查在各环节中学生展现出

来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团队协作能力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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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章节蕴含的思政元素 

序号 章节 思政元素 

1 绪论 
化学分析和仪器分析的区别和联系，引导学生遇到新的问题要不断前进、创新；我国各领域的高端仪器设备研究

现状及前景；仪器分析的应用 

2 光学分析法导论 
通过光的“波粒二象性”，引导学生理解“辩证统一”思想。通过对郎伯-比尔定律的含义介绍及进一步优化延伸，

引导学生理解核心材料的重要性。 

3 原子发射光谱法 

结合原子发射光谱在医药、食品安全、环境等方面的应用，将环境问题、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本章课程，引导学生

关注社会问题。引导学生树立爱护环境、珍惜资源，化学物质合理合规使用的观念；从职业道德、个人道德、社

会道德等方面，引导学生理解分析工作者的重要地位。 

4 原子吸收光谱法 
结合原子吸收光谱和原子发射光谱的产生机理，引导学生理解缺点和优点之间的转化，积极思考实验中发现的不

正常的实验现象，更好地理解辩证统一思想。 

5 红外光谱法 
结合红外光谱的机理及应用，引导学生理解红外光谱和生活中的紧密联系，特别是前三年特殊时期间大范围的发

烧患者排查技术，同时结合三年的特殊时期防治，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6 紫外光谱法 
作为最常用的一种仪器分析方法，紫外光谱法在广大企业中用处广泛，引导学生思考分析方法的选择和实际应用

之间的联系。通过 Lambert-Beer Law 偏离的讲解，让学生养成严谨的科学思维。 

7 
荧光分析和化学

发光法 

通过对荧光物质、磷光物质及化学发光原理及应用的介绍，引导学生日常生活中注重安全；以萤火虫为例，讲述

生物发光，引导学生思考生态建设的必要性。 

8 电分析导论 
通过介绍原电池、电解池的结构和基本原理，说明电能和化学能之间的转换，了解金属腐蚀的危害，引入目前能源的发

展现状。同时，结合“双碳战略”及枣庄目前大力发展的锂电产业，引导学生思考传统能源的取代或替换方式。 

9 电位分析法 
结合电位分析的特点及氟离子的测定意义，引导学生关注水生态安全，同时，引入地表水分类标准、城镇污水处

理水质标准等，让学生了解水环境的发展境况。 

10 
电解及库仑分析

法 

结合分析化学重量分析和滴定分析内容，引导学生理解电解及库仑分析法，理解能够针对不同的样品，辩证的选

择不同的分析方法。 

11 极谱法与伏安法 
通过介绍传统极谱分析和现代极谱分析的原理，引导学生思考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融入金属汞的危害、消除

方法。 

12 色谱法导论 
针对目前大二的学生出生年约在 2003-2004 年，讲述 2008 年出现的三聚氰胺事件，一方面介绍色谱法的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引导学生关注食品安全，同时还要注意食品安全背后的学术问题，树立严谨负责的科学态度。 

13 气相色谱法 针对乙醇甲醇的分离实验，融入自制葡萄酒的安全评价，引导学生去关注周边的食品安全问题。 

14 液相色谱法 
国产仪器当自强，介绍国产和进口仪器性能、价格、维护等方面的差别，引出《中国制造 2025》，激发大家奋发

向上的精神。 

3 结语 

仪器分析是分析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生未来的科

研、生产和生活中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教学过程中，

要深入充分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政要素，从优化课程目标、

改进教学方式、改进课程评价模式等多维度实施课程思政建

设，润物无声将课程思政元素融入仪器分析课程教学中去，

以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良好的科学素养及社会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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