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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思政在基础化学教学中的融合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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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是新时代教育的重要任务，基础化学作为理工科学生的必修课程，

不仅是传授化学知识的重要途径，更是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爱国情怀、责任感和创新能力的平台。

本文探讨了如何在基础化学教学中融合思政元素，通过知识导入、案例教学、情境教学等多种教

学方法，将思想政治教育潜移默化地融入课堂，旨在培养出具有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

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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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驱动下，初中

阶段的基础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具备良好的

基础知识、实践技能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更重

要的是要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社会

主义科学观、人生观和核心价值观。传统的知

识灌输和实验验证的化学教学方式已不能满

足学生对于知识背后哲理探究的精神需求，因

此，将思政元素融入基础化学教学显得尤为重

要。化学学科具有直观性、生动性的特点，将

思政教育与化学课程教学相融合，更容易达到

寓理于行、知行合一的效果。

2 课程思政融入基础化学教学的必要

性

2.1 培养学生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

基础化学课程是理工科学生的必修课程，

它不仅是传授化学知识的重要途径，更是培养

学生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的平台。科学素养是

指学生掌握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维和

科学精神的能力，而人文素养则是指学生具备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具备社会责

任感、爱国情怀和创新能力。将思政元素融入

基础化学教学，可以帮助学生在掌握化学知识

的同时，培养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同时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2.2 适应新时代教育要求

新时代教育要求将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

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将思政元素融入基础化学教学，

是落实新时代教育要求的重要举措。通过思政

教育，可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社会责任

感和奉献精神，使学生成为具有高尚品德和良

好素质的人才

2.3 促进化学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有机结

合

化学教育与思政教育是两个不同的教育

领域，但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1]
。化学教

育可以为学生提供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而思

政教育则可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

人生观。将思政元素融入基础化学教学，可以

促进化学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有机结合，使学生

在掌握化学知识的同时，接受正确的思想教育

和价值引导，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统一。

3 基础化学教学中课程思政融入的现

状

3.1 缺乏系统性的思政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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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基础化学教学中，思政元素的

融入还缺乏系统性
[2]
。一些教师在授课过程中，

只是偶尔穿插一些思政内容，缺乏整体规划和

系统性设计。这导致思政元素在基础化学教学

中的融入不够深入，难以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

3.2 思政内容与实际脱节

一些教师在将思政元素融入基础化学教

学时，往往只是简单地列举一些政治口号或历

史事件，缺乏与化学知识的紧密结合。这使得

思政内容与实际脱节，难以引起学生的共鸣和

兴趣。同时，由于思政内容缺乏针对性，难以

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导致教育效果不佳。

3.3 教师思政素养有待提高

教师的思政素养是决定思政元素能否有

效融入基础化学教学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

目前一些化学教师的思政素养还有待提高。一

些教师对思政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思

政教育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这导致教师在授课

过程中难以有效地将思政元素融入化学知识

中，影响教育效果。。

4 课堂思政在基础化学教学中的融合

策略

4.1 以史育人，弘扬科学精神

在基础化学教学中，可以通过引入化学

史的内容，将思政元素融入其中。化学史不仅

记录了化学学科的发展历程和重大发现，还蕴

含了科学家们的科学精神和爱国情怀。通过介

绍化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可以引导学生

学习科学家的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培养学生

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例如，在讲授氧化

还原反应时，可以引入拉瓦锡发现氧气的故事，

介绍他如何通过实验证明氧气的存在，并指出

他对科学事业的热爱和执着追求。这样可以让

学生深刻认识到科学精神的重要性，激发学生

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感。

4.2 学科交叉，融合育人

基础化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

联系和交叉点。通过将这些交叉点融入思政元

素，可以实现学科之间的融合育人。例如，在

讲授化学平衡时，可以将其与经济学中的供需

平衡相联系，引导学生理解平衡原理在各个领

域中的广泛应用。同时，可以借此机会进行思

政教育，强调平衡与和谐的重要性，培养学生

的辩证思维和全局观念。又如，在讲授弱酸、

弱碱的 pH 值计算问题时，可将一元弱酸 pH 值

的推导过程布置成课外编程小作业，如此既可

以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又可进一步培养

学生探究学科融合的兴趣。这种跨学科的融合

育人方式不仅有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还

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综合能力。

4.3 案例教学，强化社会责任感

案例教学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通过

将实际案例引入课堂，可以使学生更加直观地

理解和掌握化学知识。同时，案例教学也是将

思政元素融入基础化学教学的重要途径之一。

在案例教学中，可以选择一些与化学相关的社

会问题或热点问题作为案例，引导学生进行分

析和讨论。例如，在讲授环境污染与治理时，

可以引入一些环境污染事件作为案例，让学生

分析污染的原因、危害和治理措施。通过案例

教学，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掌握化学知识，还能

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环保意识。同时，通

过讨论和交流，可以激发学生的思维火花，培

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4.4 情境教学，培养实践应用能力

情境教学是一种模拟真实场景的教学方

法，通过创设与化学知识相关的情境，引导学

生进行实践操作和体验。在情境教学中，可以

将思政元素融入其中，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

力和社会责任感。例如，在讲授食品安全与检

测时，可以创设一个食品检测实验室的情境，

让学生模拟进行食品检测操作。通过情境教学，

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掌握食品检测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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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能，还能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和社会

责任感。同时，通过情境模拟和角色扮演，可

以增强学生的参与感和体验感，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积极性。

4.5 结合时事热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将时事热点融入基础化学教学，是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关注国内外

时事热点，可以引导学生了解国家的发展动态

和国际形势，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

感。例如，在讲授新能源与可持续发展时，可

以引入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前景，让

学生认识到新能源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可以借此机会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强调国家的伟大成就和民族自豪感。

又如，在讲到元素化学、氧化还原反应的时候，

可引用西汉刘安所著《淮南万毕术》记载的“曾

青得铁则化为铜”的典故，既可弘扬前人的科

学探索精神，又可培育学生的文化自信。通过

这种方式，可以将思政教育潜移默化地融入基

础化学教学中，使学生在掌握化学知识的同时，

接受正确的思想教育和价值引导。

4.6 注重教师思政素养的提升

教师的思政素养是决定思政元素能否有

效融入基础化学教学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

注重教师思政素养的提升是推进课堂思政在

基础化学教学中融合的重要措施之一。首先，

学校应该加强对教师的思政教育和培训，提高

教师的思政素养和教学能力。通过组织专题讲

座、研讨会等形式，引导教师深入学习和理解

思政教育的重要性和内涵，掌握思政教育的基

本方法和技巧。同时，可以邀请优秀的思政教

育工作者或化学教师分享他们的教学经验和

心得，为教师提供借鉴和启示。其次，教师应

该注重自身的思政修养和素质提升。通过不断

学习和实践，提高自己的思政素养和教学水平。

同时，教师应该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思政教育

和培训活动，加强与其他教师的交流和合作，

共同推动课堂思政在基础化学教学中的融合

与发展。

5 课堂思政在基础化学教学中的实践

案例

基础化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不仅要传

授化学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社会

责任感和爱国情怀。“金属的腐蚀与防护”这

一章节，与日常生活、工业生产以及国家重大

工程息息相关，是开展课堂思政的优质素材。

通过将思政元素融入该章节教学，能让学生在

学习化学知识的同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使

命感。以“金属的腐蚀与防护”为例，课堂实

施过程如下：

课程导入：情境创设，引发共鸣

5.1 课程导入：问题驱动，引发思考

课程伊始，通过展示一些因金属腐蚀造成

的严重后果图片，如生锈的桥梁、腐蚀的管道、

破损的汽车零部件等，同时播放一段船舶因金

属腐蚀而提前报废的新闻视频。提问学生：“大

家看到这些画面有什么感受？金属腐蚀给我

们的生活、生产带来了哪些危害？”引导学生

思考金属腐蚀问题的重要性，引发情感共鸣，

自然地引出本节课的主题——金属的腐蚀与

防护。

5.2 知识讲解：结合历史，传承精神并渗

透思政

在讲解金属腐蚀的原理时，穿插我国古代

在金属防护方面的智慧与成就。例如，介绍古

代青铜器的铸造与防锈技术，古人通过在青铜

器表面镀锡、鎏金等方法，有效延缓了金属的

腐蚀，使许多珍贵的青铜器得以保存至今。这

些精湛的技艺不仅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

明才智，更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

通过这些内容，让学生了解我国古代化学技术

的辉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3]
。接着，

讲述我国现代在金属防护领域的重大突破。如

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在海洋环境中，桥梁的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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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面临着严峻的腐蚀挑战。科研人员经过不

懈努力，研发出了一系列先进的金属防护技术，

如高性能防腐涂料、阴极保护系统等，确保了

大桥的安全与耐久性。引导学生认识到，这些

成就的取得离不开科研工作者的辛勤付出和

创新精神，激励学生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国

家的科技进步贡献力量。

5.3 小组探究：联系实际，强化担当

组织学生进行小组探究活动，主题是“寻找身

边金属腐蚀的例子并提出防护措施”。学生们

分组行动，对校园内的金属设施、家庭中的金

属器具等进行观察和分析。在探究过程中，学

生们积极讨论，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防护建

议，如给自行车链条涂油、给铁质门窗刷漆等。

通过这一活动，让学生将所学的化学知识与实

际生活紧密联系起来，深刻体会到化学知识在

解决实际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强化了学

生的责任担当意识。

5.4 课堂总结：升华主题，树立信念并展

望未来

课程最后，对本次课的内容进行总结，强

调金属腐蚀与防护不仅是一个化学问题，更是

一个关系到国家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全的重

要问题。鼓励学生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继

续关注金属腐蚀与防护领域的发展动态，积极

探索新的防护技术和方法。同时，引导学生树

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将个人的成长与国家的

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4]
。

5.5 教学效果

通过本次课堂思政的实施，学生们对“金

属的腐蚀与防护”这一章节的知识有了更深入

的理解和掌握，同时也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教育。

学生们纷纷表示，要努力学习化学知识，传承

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为解决金属

腐蚀等实际问题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展现

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5]
。

结语

将思政元素融入基础化学教学是新时代

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通过以史育人、学科交

叉、案例教学、情境教学等多种方式，可以将

思政元素巧妙地融入化学知识中，使学生在掌

握化学知识的同时，接受正确的思想教育和价

值引导。同时，注重教师思政素养的提升和教

学方法的创新也是推进课堂思政在基础化学

教学中融合的关键措施之一。未来，我们将继

续探索和实践课堂思政在基础化学教学中的

融合与发展，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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