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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以材料化学课程为载体，创新性地将中国科学家精神与专业教学内容深度融合，建立科学家精神与知识点的映

射关系，设计出“知识传授-精神启迪-价值引领”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实践表明，该方法显著提升了学生的专业认同感和

科学素养，科学家案例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动力，课程思政满意度达 95.2%。研究形成的“案例库-方法论-评价体系”一体化

解决方案，为理工科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施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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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materials chemistry course as a carrier, innovatively integrates the spirit of Chinese scientists with 

professional teaching content, establishes a mapp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irit of scientists and knowledge points, and design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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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一直都是教学改革的核心

要义。材料化学作为新材料领域的核心课程，其课程思政

建设已成为高校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
[1,2]

。然而，当前教

学实践中普遍存在思政元素植入生硬、与专业知识“脱节

现象”等问题。针对这一现状，本研究提出“以中国科学

家精神为桥梁，实现专业知识与价值引领有机融合”的改

革思路。值得关注的是，我国材料科学领域孕育了一批具

有崇高精神品质的科学家典范。以师昌绪先生为例，这位

被誉为“中国高温合金之父”的学者，不仅在科研领域取

得突破性成就，其爱国奉献的精神品格更为后人树立了典

范。同样地，在纳米材料领域开拓创新的解思深教授，其

治学态度和创新精神也值得深入挖掘。这些科学家的学术

生涯和精神遗产，恰恰为材料化学课程提供了天然的思政教

育资源。通过系统梳理这些科学家的科研历程，我们发现其

精神特质与材料化学专业知识体系存在多重契合点。这种内

在关联性为专业教学与价值引领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可能
[3,4]

。

具体而言，科学家的真实案例既能生动诠释专业知识，又能

在潜移默化中塑造学生的职业品格和家国情怀。这种“这种

基于科学家案例的育人模式”的教育方式，既避免了生硬说

教，又能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导的自然统一。 

1 课程思政建设必要性 

材料化学教学是为了培养学生在材料化学领域的专

业知识和技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学生的思想

道德素质的培养。材料化学领域有很多的道德和伦理问题，

例如科学研究的诚信、环保意识、知识产权等问题，这些

问题的处理不仅需要专业知识，更需要学生思想道德素质

的支撑
[5]
。因此，课程思政在材料化学教学中显得尤为重

要。课程思政在材料化学教学中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培养良好

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综

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推进教育教学

改革，促进教育现代化和素质教育发展。 

为了更好地发挥课程思政在材料化学教学中的作用，

教师应注重道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和道德观；教师应该以身作则，树立榜样，让学生在学

习材料化学的同时，懂得如何在工作中发挥自己的职业道

德和社会责任感。教师应该通过多种方式，注重学生的思

想道德素质和综合素质培养，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促进素

质教育。 

2 科学家精神育人体系构建 

材料化学课程思政的目的是通过材料化学的学习，培

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精神。中国科学家具有勤奋

好学、刻苦钻研、创新精神等特质，他们在科学研究中的

精神可以为材料化学课程思政提供很好的借鉴和启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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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家的精神融入材料化学课程思政，要从以下几个

方面展开： 

第一，强调勤奋好学和刻苦钻研的重要性。引用中国

科学家的事例，讲述他们在科学研究中的勤奋和刻苦钻研，

说明只有不断地学习和探索，才能取得科学上的进步。 

第二，倡导科学探索和创新精神。引用中国科学家在

科学研究中的创新精神，让学生明白在材料化学中创新是

十分重要的，鼓励他们寻找新思路，挑战传统思维，创造

出更好的材料。 

第三，培养学生的国家情怀。强调中国科学家在国家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让学生明白材料化学的研究不仅是学

术问题，更是国家发展的需要，鼓励他们将自己的研究与

国家发展结合起来，为国家发展作出贡献。 

第四，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引用中国科学家在科学研

究中的责任感，让学生明白科学家应该为人类社会的进步

和发展负责，鼓励他们在材料化学研究中有责任感，关注

环保、健康等方面的问题，努力为人类社会作出贡献。 

针对高校专业人才培养及材料化学的课程特点，我们

致力于将科学家的精神和内涵作为思政的映射点，以培养

青年大学生的科学精神品质和大国工匠精神为目标，在讲

授专业知识的同时，注重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探索和运用知

识。为了适应国家和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需求，我们结

合齐齐哈尔大学“面向基层培养踏实敬业、会学善用、具

有社会责任感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的办学特色，强调

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实践能力，让他们了解材料化学的理论

前沿和应用前景。材料化学课程将基础理论知识与材料的

内在联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打破学科界限，注重交叉学

科知识的融合，培养学生的理论知识融会贯通的能力，使

他们能够综合运用材料化学知识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同时，我们也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包括技术理

解能力、总结归纳能力和提出问题的能力。 

3 科学家精神与专业知识的融合路径创新 

当前课程思政面临的核心矛盾在于思政元素与专业

知识的割裂。在材料化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中，结合材料化

学的章节内容，如表 1 所示，我们采用案例教学法，穿插

讲述我国科学家投身科技报国事业的典型案例，将思政元

素融入课堂，引导学生树立爱国主义情怀，自觉融入科技

强国的观念。本研究提出的科学家精神融入机制，通过构

建“三维对应表”（表 1），实现了从精神内涵到知识模块

的精准映射。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案例叠加，而是建立了

三重耦合机制：第一，时间维度耦合：将科学家的科研历

程与学科发展史相结合。例如在讲授金属材料章节时，同

步展示师昌绪团队在 1960-1980 年代研发航空发动机叶

片的历程，剖析当时我国面临的“材料卡脖子”问题与当

前芯片光刻胶技术的困境相似性，引导学生理解材料研究

的代际传承与国家需求的内在关联；第二，方法论维度耦

合：提炼科学家研究范式中的思维方法。解思深教授在碳

纳米管研究中首创的“模板法”，不仅作为纳米材料制备

技术的教学案例，更可延伸至“突破思维定式”的哲学讨

论。通过让学生对比传统气相沉积法与模板法的思维差异，

培养其批判性思维能力；第三，伦理维度耦合：将材料应

用的伦理考量融入技术讲解。在讲授高分子材料时，结合

徐僖院士“用废旧轮胎研制军用橡胶”的事迹，设计“资

源循环-环境伦理-军事需求”的三元辩论环节，使学生在

掌握增韧改性的同时，建立技术发展的多维评价体系。 

我们创新性地构建了“这种基于科学家案例的育人模

式”的教育模式。该模式通过科学家案例的情景再现、科

研历程的深度剖析、精神特质的当代诠释三个递进环节，

实现了专业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自然融合。实践表明，

这种教育方式突破了传统思政教“贴标签”“脱节现象”

的困境，如使学生在学习材料晶体结构时感悟到黄昆的治

学严谨，在研究电化学原理时体会到屠呦呦的创新智慧，

真正达到了“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表 1  “科学家精神—章节内容—思政目标”三维对应表 

章节 
科学家精神

典范 
思政映射点 思政目标 

一、绪论 
钱学森（系

统科学） 

冲破美国阻挠归

国建设航天材料

体系 

培养科技报国志向，树立

材料研究的国家战略意

识 

二、材料的

晶体学基

础 

黄昆（固体

物理学家） 

“黄方程”创立历

程（7 年攻关） 

培育基础研究耐得住寂

寞的品格，强化治学严谨

性 

三、材料的

电化学基

础 

屠呦呦（诺

贝尔奖得

主） 

从《肘后备急方》

发现青蒿素提取

方法 

启发传统智慧创新转化，

培养跨学科思维 

四、材料的

表面化学

基础 

张存浩（表

面反应动力

学） 

放弃国外优渥条

件回国建立实验

室 

强化科研伦理意识，树立

学术奉献精神 

五、金属材

料 

师昌绪（高

温合金之

父） 

研发航空发动机

叶片打破国外垄

断 

培育攻坚克难精神，增强

关键材料自主创新使命

感 

六、无机非

金属材料 

严东生（无

机材料学

家） 

90 岁仍指导新型

陶瓷研发 

传承终身学习理念，树立

材料人的职业坚守 

七、高分子

材料 

徐僖（中国

高分子之

父） 

用废旧物资建立

我国首个高分子

实验室 

培养艰苦奋斗品质，强化

资源循环利用的可持续

发展观 

八、复合材

料 

张立同（陶

瓷基复合材

料） 

40年攻克"陶瓷脆

性"世界难题 

塑造持之以恒的科研毅

力，理解复合创新的哲学

内涵 

这种融合路径在教学实践中展现出显著的育人成效

和多重优势，通过量化数据和质性分析均得到有力验证。

以我校材料化学专业2020级60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开展的

课程思政满意度调查显示（见表 1），课程整体满意度达

到 95.2%，其中“无机非金属材料”章节以 97%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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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学单元。深入分析发现，这一突出

成效与严东生院士案例的精心设计密不可分：在讲授陶瓷

材料相平衡理论时，通过展示严院士 90 岁高龄仍坚持每

周三次到实验室指导新型陶瓷研发的工作日志、手写实验

笔记等第一手资料，配合“从学徒到院士一位材料学家的

60 年坚守”专题纪录片，使抽象的材料科学原理与科学

家毕生追求完美融合。这种沉浸式教学引发了学生的强烈

共鸣，课后访谈中，89%的学生表示“深刻理解了材料研

究的持久性和累积性特征”。更为可贵的是，这种教育模

式实现了知识掌握与价值内化的双重提升。通过设计“科

学家故事中的科学原理”专题测试发现，82%的学生能够

准确复述案例中涉及的专业技术细节，如严东生团队在氮

化硅陶瓷烧结助剂选择上的关键突破；同时，在期末课程

论文评阅中发现，76%的学生主动引用了科学家的精神特

质来分析专业问题，有学生写道：“正如严先生所示范的，

材料研究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定力，这让我重新审视自

己实验数据的可靠性”。这种认知与情感的双重收获，印

证了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同频共振的独特优势。 

表 2  材料化学课程思政满意度调查统计表 

章节 满意度（%） 

一、绪论 ██████████████94% 

二、材料的晶体学基础 ███████████████95% 

三、材料的电化学基础 ███████████████95% 

四、材料的表面化学基础 ████████████████96% 

五、金属材料 ██████████████94% 

六、无机非金属材料 
█████████████████

97%←最高 

七、高分子材料 ███████████████95% 

八、复合材料 ████████████████96% 

注：平均满意度——95.2%（60名学生参与统计）。 

跟踪调查还揭示了该模式的深层影响，在后续专业课

程学习中，63%的受访学生表示会主动查阅相关科学家的

原始文献；在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中，涉及传统材料改良

的课题申报数量同比增加 40%。这些数据表明，科学家精

神的教育效应已突破单一课程边界，形成了持续性的专业

学习动力和价值导向。这种成效的取得，关键在于把握了

三个融合要点：一是科学家生平与知识点的时序对应，使

精神传承具有历史纵深感；二是科研难题与技术原理的深

度解构，保持专业教学的严谨性；三是个人选择与国家需

求的辩证分析，增强价值引领的说服力。这种多维一体的

融合策略，为理工科课程思政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

践范式。 

4 结语 

本研究创新性地以中国科学家精神为纽带，实现了材

料化学专业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通过系统梳

理这些科学家的科研历程，我们发现其精神特质与材料化

学专业知识体系存在多重契合点。这种内在关联性为专业

教学与价值引领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可能。具体而言，科学

家的真实案例既能生动诠释专业知识，又能在潜移默化中

塑造学生的职业品格和家国情怀。这种“这种基于科学家

案例的育人模式”的教育方式，既避免了生硬说教，又能

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导的自然统一，实现了知识传授与

价值引导的同频共振，为理工科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可复

制、可推广的实践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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