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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原理实验教学中课程思政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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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化工原理实验是化工及其相关专业学生的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基础课程。为保证该课程内容与思政理论相融合，形

成相互协同的作用，分别从提高教师自身思想政治修养、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探索课程本身蕴含的思政

教育。不仅巩固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了学生的实践技能，而且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社会责任感、爱国情怀、

遵纪守法的意识，立足人才需求，帮助同学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达到全方位育人的教学目标，为培养未来的国家

工匠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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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emical engineering principle experiment is a practical basic course for students majoring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related field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urriculum content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and form a synergistic 

effe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tained in the curriculum is explored by improving teacher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ccomplishment, using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adopting various teaching methods. It not only consolidates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improves students' practical skills, but also cultivates students' innovative spirit,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patriotism and law-abiding consciousness. Based on talent needs, it helps students establish correct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achieve the teaching goal of all-round education, and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training future national crafts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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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指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正确融入课堂关系到高等院校培养

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这个根本问题。会议中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目标，把思想政治教育引入教育教学全

过程，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创建我国高等教育教学工作的新局面
[1]
。2020 年教育部门下发了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进一步促进了高校课程思政的建设，提出要把课程思政教育贯穿到人才

培养方案之中，充分探索各类课程思政元素，发挥好多层次、全方位、多领域共同育人的作用，提高高等学校人才培

养的质量
[2]
。专业基础实验课程也应守好一块地、打理好责任田，教师也应转变教学思想，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

通过多渠道政治的学习领会相关政策、清楚教学的要求，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水平，将思想政治理论贯穿课堂教学的

各个环节，不断地加强和改进，提高思政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
[3-4]

。 

从专业实验课程的教学要求出发，深度探索实验教学中蕴含的思政元素，不断优化实验教学方法，使专业实验教

学与思政教育同向同行，协同进行，把“立德树人”作为人才培养的根本目标。在巩固学生理论基础知识与专业技能

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培养思政素养过硬、专业技能水平高的建设者和

接班人。作者根据近年来实验教学实践与探索，通过认真对照思政教育和德育的主要内容，深入研究化工原理实验课

程中的思政元素和内涵，总结以下几点教学过程中的一些体会，将思政教育与化工原理实验教学内容及知识点精心匹

配、有机融合，充分发挥实验课程在育人中的作用，为化工类专业实践课程实现“三全育人”的思政教学提供参考。 

1 化工原理实验课程现状 

为达到育人目的，根据专业课程性质挖掘思政元素，就需要课程教学和思政教育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化工原理实

验是化工原理课程的后续实验课程，教学更贴近生产实际，也是化工专业学生工程实践的开始。通过化工原理实验课

程的学习，不仅加深学生对基本理论的理解，而且能为学生提供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
[5-6]

。但传统的化工原理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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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主要是培养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少在化工原理实验教学生中融入思

政元素。而且实践性较强的化工原理实验较基础实验具有一定的难度，有些同学即便完成了课前预习，有时也很难掌

握实验原理，以至于今后遇到工程实际问题也很难会运用，因此无法达到实践性教学的目的。还有些同学本身对实验

课程就不够重视，实践能力更无法得到有效的锻炼。因此，如何在有限的学时内充分利用实验教学这个“思政场地”，

润物细无声的将思政教育融入化工原理实验教学改革的各个环节，就需要指导教师在讲授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和操作

步骤的同时，自然融入思政元素，实现传授知识，正确的思想路线的教学目标
[7-8]

。这不仅完成了实验教学任务，而且

在化工原理实验教学中挖掘了育人的价值功能，这就是在化工原理实验教学中开展思政教育的目标。 

2 化工原理实验课程思政教学方法的探索 

2.1 加强教师思想政治理论学习 

在以往的高效教学中专业教学和思政教学各自为政，使得专业教育大打折扣。为达到新时代对高校教师教书育人

的新要求，需要专业教师在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注重深挖思政元素，用思政课程支持专业知识的传授。课堂教学是思

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而教师是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者。只有教师爱岗敬业、不断学习，教师思想政治理论学

习与教育教学工作相结合，教学才具有生机和活力。首先，教师要具备正确的思想觉悟和高尚的道德情操，遵守国家

的法律法规和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不断加强思想政治学习；其次，教师要熟练掌握专业知识，不断提高专业课程的

教学水平，能熟练的将实验知识教学和思政教育自然融合；最后，高校教师的政治理论素质将直接对青年学生产生重

要深远的影响，加强教师思想政治理论学习不仅是提高其自身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水平，更好承担育人重任，而且是

高校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保障。网络普及，信息爆炸，新媒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思

想多元、社会浮躁等现象，因此高校更要强化阵地意识，通过教育引导等多种途径弘扬社会主旋律、传递社会正能量，

探索化工原理实验课程与思政教育的契合点，为高校教育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2.2 线上线下教学相结合强化学生思想政治学习 

化工原理实验是学生完成化工原理、物理化学、高等数学等基础课程后开启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它综合实践性较

强，要求学生的熟练掌握基本理论知识、敢于动手操作，但是化工原理实验课时较少，使得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不

可能用过多的时间介绍与实验知识和相关的思政教育，而且实验设备有限，且大多以小组合作完成，学生积极性不高，

缺乏深入的思考，如何在有限的学时内合理地将思政教育贯穿教学过程，显然仅仅通过线下教学是很难达到“三全育

人”的教学目标
[9]
。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我国各大高校信息化建设也逐渐完善，校园网络几乎实现全覆盖，对高校课堂融入思想政

治教育带来了深刻影响。首先教师可以把实验项目的重难点做成微视频上传到学习通、雨课堂等网络教学平台，并且

要求学生完成实验预习以及相应的思考题，同时要求学生线上收集与本次实验相关的思政事件。在线上上传内容方面，

授课教师要精心准备，增加实验的趣味性，强调实验的重难点项，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

念。通过线上课前学习，提高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树立起科学的治学态度。进入线下课堂后，教师检查

预习报告，并请同学讲述与本次实验项目相关的思政事件，教师总结发现线下实验过程中难以解决的共性问题，与学

生探讨交流。利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可明显提高教学效果，节省课堂教学时间，教师只需要花费较少的

时间对该思政事件的内涵进行补充总结。由此可见，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不仅巩固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

理解，而且提高了学生的实践技能和逻辑思维能力，培养了学生的严谨科学素养，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爱国情怀。 

2.3 挖掘化工原理实验中蕴含的传统文化 

随着时代的改变和社会进步中国的传统文化取得快速发展，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共同奋进的源源不断的动力，

不但对我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人生观、价值观和我国的发展道路具有长远的影响，而且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世界

文化的发展。在教书育人中学习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利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刻传承并

发扬优秀的民族精神，提高青年学生的道德素养。化工原理实验虽然是一门专业实践性学科，但每个实验项目都蕴含

着深刻的传统文化。例如讲述利用筛板精馏塔分离乙醇-正丙醇的实验时，可用中国三大古文化之一酒文化引入，讲述

酒文化发展过程。商代的甲骨文就曾记录酒文化多次，春秋时期有四饮、三酒之说。战国时期，楚国的酒风最为昌盛。

汉魏南北朝酒业迅猛发展，这时期酿酒工艺大为改进。通过在教学过程中以这种传统文化实例讲解，不仅有助于学生

对理论知识的学习，而且可弘扬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培养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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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中的工匠精神是专一行、精一行、干一行、爱一行、坚持不懈、精雕细琢的敬业精神。巢湖学院作为一

所坚持“应用型、高水平、有特色、地方性”的全日制公办本科高校，坚持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能力为核心的教育教学

改革基地，加强创新创业教育，为社会发展进步培养专业技术型人才为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将传统的工匠精神与

创新精神结合起来是非常必要的。化工原理实验是一门可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课程，要求学生在实验过程中认真细

致的同时也要大胆操作。从实验步骤可以检测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进一步突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和“理论联系实际”等思政元素。同时，化工原理实验不同的项目会用到不同种类的流量测速仪，虽然它们的结构完

全不同，但是它们的都遵守流体静力学的基本原理，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它们的结构组成掌握其工作原理，可以让学生

通过实验现场亲自拆装的方式进行。在拆装的过程中不仅深化了学生对基本原理的理解，而且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增加了学习兴趣，激发了创新精神，为培养未来的社会主义工匠打下良好的基础。 

2.4 探寻化工原理实验中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探寻世界需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在化工原理实验教学过程中恰当的融入马克思辩证唯

物主义思想，在实验报告的撰写中，要强调实验现象、实验数据与实验结果的整体关联性，注重实验现象和结果，尤

其是异常现象和结果，引导学生查阅文献资料，结果分析环节中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各个条件与结果之间的内在规律。

应传授给学生一个思想，及探寻事物的本质有助于理解事物本身。例如，在简介伯努利实验的实验原理时，对于不可

压缩的理想流体在直管内作定常流动且没有外功加入时，任意截面上流体所具有的总机械能相等，且位能、动能、静

压能之间可以相互转换。但对于实际的流体由于具有黏性，在流动的过程中因摩擦会消耗部分机械能。由此可以跟学

生谈谈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只有个人贡献的大于从社会索取的，人类才能在维持生存的同时，社会才能积累剩余

财富，进而扩大社会生产，社会才能不断进步发展。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语境下，潜移默化地使学生树立奉献大

于索取的价值观。同时，引导学生无论遇到什么挫折都要及时调整心态。 

离心泵特性曲线的测定实验的教学过程中，向学生介绍离心泵种类繁多，为了适应生产需要在选用时要依据被输

送流体的性质、流量大小、操作条件、安装要求、扬程大小，然后校核最终选型。若有不同型号的泵同时满足要求，

应选择综合指标高的离心泵。如果强行选取综合指标不高的离心泵或不能满足以上条件的离心泵，就会带来安全隐患

和较高的费用。可从这个例子引导学生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提示学生在今后的工作与生活中，在以马克思唯物主义世

界观思考问题的时，辩证系统地考虑当下问题，避免陷入个人认识误区。在理性的状态下，判断事物的发展趋势，结

合当前的问题，遵循规律并按章程确定最优的做事方法。在深化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同时，引导学生戒骄戒躁、脚

踏实地、按章办事。 

2.5 增强社会责任感、遵纪守法的意识 

通过化工原理实验教学中的思政元素，锻炼学生分析自然与社会现象的本质。例如，在雷诺准数的测定实验中，

介绍了流体的流动型态——层流和湍流，可以将它们比作有一定原则的人，因为它们都有各自的限度。而它们两者之

间相隔一个不稳定过渡区域，很容易受一些不稳定的其它因素的影响。这个过渡区域就像有些人一样很容易受外界的

诱惑，破坏社会秩序。于是，如果将流体的流速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型态就不会发生变化，就像人类社会有法律法

规和道德的约束一样。最终将思政教育落脚在社会秩序高效有序的运转上，让学生增强社会责任感。在讲解传热综合

实验的实验步骤时，告诉学生应严格按照步骤进行操作，加热釜内的水位不能低于总液位的 2/3，加热电流不能超过安

全量程，在实验过程中不能随意打开放气阀，实验结束应先关加热开关，继续通冷空气等系统温度降到安全温度后方

可关闭冷空气。自然延伸到生活和工作中的事情跟离心泵实验的操作步骤一样，无规矩并不能成方圆，只有每个人都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社会才能正常有序、长治久安的运行。但是当个人利益受到侵害时，同学们也要学会用法律的武

器保护自己，而不是采取一些不正当极端的方式去伤害他人、损害社会。 

2.6 培养持之以恒、刻苦钻研的精神 

在化工原理实验教学的过程中也要督促学生对专业课程方面的学习，现在的校园生活充满着各种诱惑，难免会影

响学生的学习，教师在授课中可适当的引入一些科学家名人的故事。例如，在讲解雷诺准数的测定实验时，可给学生

讲解英国物理学家雷诺在研究流体的流动型态时，做了大量的实验，不怕苦耐得住寂寞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位学生学

习。在讲解传热系数的测定实验的实验原理时，讲到傅里叶定律，可趁机给同学们讲讲法国科学家傅里叶的故事，他

在热传导的基本论文被拒后，多次进行修改，获得科学院大奖，后来又出版了《热的解吸理论》，引导学生做任何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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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持之以恒、刻苦钻研的精神。 

3 结语 

课程思政有效融入化工原理实验课程的教学之中是解决高等教育教学目标的有效途径，对实现“立德树人”教育

目标，培养青年学生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教师自身思政、专业知识学习、设计多元化教学方式、

利用现代化手段等多个方面协同育人机制的建立，在强化专业知识学习的基础上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精神文明教育，

提高了学生专业技能、增强了社会责任感、自信心，将工匠精神和爱国精神深入青年学生之心，受到老师和广大学生

的普遍认同，为今后社会主义培养专业能力强、思想过硬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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