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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意识教育融入实验课堂*

———课程思政新载体的探索与实践

刘金库1,2,周 丹1,卢 怡1,张文清1,张 敏1

(华东理工大学1.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2.教务处,上海200237)

[摘要]实验教学在全面提升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科学素养方面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也是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环节。将感恩意识教育融入实验课堂,是探索和实践

课程思政新载体的一种尝试。在此过程中,可以采用梳理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加大过程考核在总

成绩中所占的比重、拓宽教书育人时空等有效措施,通过言传身教和思政育人设计,以润物无声的方式,

提升学生的感恩意识,培养扎根中国大地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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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xperimentalteachingplaysanimportantroleincomprehensivelyimprovingstudents'abilitytorelate

theorytopracticeandcultivatinginnovativethinkingandscientificliteracy.Itisalsoasignificantpartofimple-

mentingthetaskthatestablishmoralcharacterandcultivatetalentsinuniversities.Itisparticularlyeffectivein

enhancingstudents'gratitudeawarenessthroughintegratingideologicalandpoliticalelementsintheprocessof

experimentalteaching.Adoptingrevisedsyllabus,improvingteachingmethods,increasingtheproportionof

processevaluationresultsandexpandingteachingtimeandspaceareeffectivemeasures.Intheprocessofexperi-

mentalteaching,thegratitudeawarenessofstudentsisenhancedinasilentwaythroughthedesignofwordsand

deedsandideologicaleducation.AndthequalifiedsocialistbuildersandsuccessorswhohavetakenrootinChina's

landforthepartyandthecountryaretr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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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教学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重要环节,是培养和提升学生知行合一能力、分

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及创新思维能力的重要

途径。实验课程具有涉及知识面广、综合应用

性强、培养目标达成度高等特点,在培养学生专

业能力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教学实践表

明,实验课程在培养学生感恩意识方面同样具

有积极作用。在全程、全员、全方位育人的要求

下,高校教育教学管理者和一线教师对此应该

引起充分的重视。

在实验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深入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运用唯物论

原理,坚持科学发展观,将感恩意识作为一种思政

元素融入课堂,通过环境的营造,潜移默化地提高

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使学生成长为具有爱国主

义情怀、堪当民族发展大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一、学生的感恩意识薄弱

感恩意识是人们奋进的一种原动力,也是高

校期望学生能够具备的良好品质。懂得感恩,人

才能更加积极、乐观地生活;懂得感恩,人才能有

强烈的责任心;懂得感恩,人才能做到爱岗敬业,

肩负起历史重托。

但近年来,从媒体曝光中不难发现,大学生感

恩意识缺乏的现象比比皆是。比如,不少学生对

父母长辈鲜有感恩之心,盲目攀比、超前消费,最

后深陷“校园贷”的困境;部分学生对同学、老师鲜

有感恩之心,在课堂上随心所欲,无视老师的存

在,以自我为中心,与同学相处时不会换位思考;

有些学生对学校鲜有感恩之心,常常抱怨“食堂难

吃”“住宿条件差”“实验条件不好”等;也有人对国

家鲜有感恩之心,只关心自身的利益,对社会给予

的关爱理所当然地接受,而不愿服务国家和社会。

这些现象应该引起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1-3]。

造成部分学生感恩意识薄弱的原因比较复

杂,涉及家庭、社会、学校、生活群体等诸多方面。

因此,高校有责任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过

程中,挖掘思政元素,创造感恩意识孕育的土壤,

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4-5]。

二、提升感恩意识的途径

高校教书育人的各个环节均可以融入思政,

进而培养学生的感恩意识。本文以实验教学为

例,系统探讨如何以实验课为载体提升学生的感

恩意识。实验教学中贯穿感恩意识教育主要从以

下几方面展开:一是深挖实验课程的思政内涵,强

化政治意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工作,潜

移默化中实现实验课程思政育人;二是全员、全过

程、全方位落实课程思政,将课程建设成为有温

度、有内涵、走脑入心的本科生特色思政课程,落

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三是重新修订实验课程

教学大纲,确立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

位一体的培养目标,注重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

有机衔接和融合;四是结合实验课程特色,挖掘思

政内涵,凝练思政元素,培养学生服务于国家战略

需求的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五是通过展示我国

科技发展实力,增强学生的四个“自信”;六是以视

频、实例为载体,坚定学生为国家振兴而努力奋斗

的理想信念,激发学生的感恩意识,培养党和国家

需要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一)重新梳理教学内容

实验教学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让学生学有

所成、学有所用,同时增强学生的专业使命感和社

会责任感,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感恩意识。各

高校应压缩验证性基础实验的比重,增加创新性、

设计性实验内容,以提升学生运用专业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实验教学除了培养学生的专业

能力外,还应从育人角度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实验内容及教学细节方面要尽量彰显学科的魅力

和发展的紧迫感,强化学生的专业使命感及对国

家、社会的感恩与担当。比如,石墨烯是一种新型

材料,掌握该类材料的最先进技术和开发应用手段

意义十分重大。教师在教学中要充分利用这类实

例引导学生的兴趣。另外,课程的发展历史、我国

科学家在该领域取得的成就、老一辈教师在实验建

设方面的重大改进等,都可以作为实验教学内容。

在实验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重视每一个环节,通过

言传身教引导学生树立感恩意识,通过肯定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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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行为,促进学生感恩意识的提升和强化[6]。

(二)改进教学方法

为了培养学生的感恩意识,我们不仅要适当

调整教学大纲,而且要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模式和

手段。引入“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能够增加师生互

动的机会,了解学生所想,并及时加以引导。教学

过程中增加实验方案设计环节,可以让学生感受

到创新的乐趣,也有利于培养学生查阅文献、独立

思考的能力。在实验结果的讨论环节,对实验数

据进行规范细致的整理,对实验现象进行深入思

考与讨论,可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透过

现象看本质的能力。要求学生在实验报告末尾增

加致谢内容,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感恩意识。

(三)强化过程考核

实验教学改革不仅应注重课程内容更新、教

学方式改进,而且应注重考核方式创新,特别是要

强化过程考核在实验成绩中所占的比重。按照课

程进度,教师可以对学生不同实验阶段的表现进

行评估,分阶段评价学生成绩。采用阶段式评价

模式,一方面有利于及时发现学生在实验某一阶

段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可以督促学生认真对待

每一个实验环节。在实验教学中,专业能力培养

应与思政育人并行。教师在注重考查学生专业能

力的同时,更要关注学生的德育表现(如社会责任

感、风险意识、诚信度、感恩意识等),并有针对性

地强化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与专业荣誉感。

(四)拓展教书育人时空

由于实验课时有限,学生往往对实验的目的、

意义及应用了解得不够全面。让学生深入相关课

题组学习,可以加深他们对课程内容的理解,扩大

其专业知识面。同时,教师可以充分挖掘社会资

源(如公司、车间、研究所及其他兄弟院校等机

构),让学生了解所学专业知识在实际生产、生活

和研发中的应用,从而帮助学生提升对专业的喜

爱程度。教师也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补充实

验相关知识,引导学生利用网上资源完成文献调

研,从而扩大知识面,提升专业综合素质,为进一

步深造奠定基础。此外,教师还可引导学生关注

国内外名校资源,了解学科最新发展动态,关注并

积极参与专题研讨和学科论坛,从而感受学科内

涵,增强民族自豪感,强化感恩意识。

(五)融入思政手段

实验教学中可以融入更多的思政元素,使教

书与育人并重。如介绍典型科学家的案例,树立

典范作用;展示实验相关内容在航空航天、海洋勘

探、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应用及我国取得的成果,引

导学生增强民族自豪感;又如,以实际生活为切入

点,以一天的生活为主线,使学生强化对所学专业

的热爱。总之,在化学实验教学中,教师要进行引

导式教育,让学生感悟“化学即人生、人生如化

学”。教师可将自己的人生感悟或教学研究论文

与学生交流,让学生感受知识的魅力和生活的美

好,从而使学生的感恩意识得到升华。

三、实施效果浅析

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的过

程中,实验教学与理论教学一样,在德育方面需要

“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笔者在探索时发现,

强化实验课教学,能够培养学生的专业情怀、家国

情怀、大局意识、担当意识、感恩意识、责任意识、

发展意识和服务意识,让学生坚定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1.增强对党和国家的感恩意识。新中国成立

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的高等教

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学校的教学条件不断

优化。时至今日,国内高校在硬件设施方面并不

比西方发达国家差。在实验教学中,我们可以通

过先进仪器的研发和使用、实验设备的发展现状

及实验条件的不断改进等,增强学生对党和国家

的感恩意识。

2.增强对社会的感恩意识。每个人的成长都

离不开社会的关爱,学校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社会

各界的支持和帮助。在宽敞明亮的实验室操作现

代化仪器设备或者开展科学研究时,学生可以感

受到社会力量对学校办学的资助,从而增强对社

会的感恩意识,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以期回报

社会。

3.增强对学校的感恩意识。十年树木,百年

树人。任何一所高校,都是在数代人呕心沥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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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淀基础上,才有今天的成就和地位。实验教材

的发展、教学内容的更新都凝聚着几代人的辛苦

付出。教师可以通过介绍教材、教学内容的发展

历程,教育学生感恩老一辈付出的心血。大学阶

段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

期,在课堂教学中渗透学校对学生的关怀和大爱,

有助于培养学生对母校的感恩意识。

4.增强对家庭的感恩意识。恩深莫过于父

母。人的成长离不开父母的哺育。在实验教学过

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关心学生的健康和生活,引导

学生感受父母的关心和付出,在潜移默化中强化

学生的家庭意识,增强学生对父母的感恩意识。

5.增强对生活群体和个人的感恩意识。热力

学第一定律ΔU=Q+W 是化学领域最经典的公

式之一,它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从公式看出,我们

只可知体系内能U 的变化值,却无法求解它的绝

对值。这个公式可以给学生三点启示:一是要增

强个人修养,时刻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认识到每

个人短期的成功仅仅能够说明一段时间内ΔU 相

对较大,但并非永恒;二是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如

果不努力,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内能U 究竟有多

大;三是要增强民族自信心,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

的历史牢记于心,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无论是国家的短期目标还是远大理想,都离不开

所生活的群体和个人的支持。

四、建议与展望

是否具有感恩意识,不仅关系到一个人的生

涯发展,更关系着国家与社会的前途和命运。作

为课程思政重要元素的感恩意识培养,完全可以

融入实验课程这一非常有效的载体之中。因为实

验课程占培养计划的比重很大,学生在其中可以

接受长时间的教育培养和氛围熏陶,真正感受到

专业使命感,成为具有创新能力和感恩意识的时

代新人。在此过程中,教育工作者站位要高,目光

要远,要注重培养学生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责任

意识和大局意识,增强学生的四个“自信”,使学生

成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 (文字编辑:孙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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