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4月 第42卷 第2期

[收稿日期]
 

2024-08-06

[作者简介]
 

冯晓琴(1984—),女,讲师;赵俭波(1982—),男,教授。

[通信作者]
 

赵俭波,Email:616869568@qq.com。

*基金项目:塔里木大学高分子化学一流课程项目(TDYLKC202310);塔里木大学高分子化学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项目

(TDKCSZ22414)。

新时代背景下高分子化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与探索*

冯晓琴,加沙热提·阿不都热扎克,刘 渊,戴 勋,赵俭波

(塔里木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新疆
 

阿拉尔
 

843300)

[摘要]在新时代,为了培养高分子化学领域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根据塔里木大学学生的实际情况,高

分子化学课程教学团队从教学目标、教学设计、教学内容和考核方式等多个方面,将思政内容融入高分

子化学课程教学中,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实践表明,此次教学改

革不仅提升了学生的专业能力,还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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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in
 

the
 

field
 

of
 

polymer
 

chemistry,
 

the
 

teaching
 

group
 

of
 

Polymer
 

Chemistry
 

has
 

tried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
 

into
 

the
 

teaching
 

of
 

Polymer
 

Chemistry
 

from
 

multiple
 

aspects
 

of
 

teaching
 

objectives,
 

teaching
 

design,
 

teaching
 

content
 

and
 

exam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students
 

at
 

Tarim
 

University.
 

By
 

implementing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e
 

intend
 

to
 

impart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o
 

the
 

undergraduates
 

as
 

well
 

as
 

enhance
 

their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The
 

practice
 

shows
 

that
 

not
 

only
 

the
 

professional
 

abilities
 

of
 

undergraduates
 

have
 

been
 

improved
 

evidently,
 

but
 

also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of
 

undergraduates
 

have
 

been
 

improved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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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国家建设所需的栋梁

之材。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十六个教

师节到来之际,向广大教师提出了“不忘立德树人

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的殷切嘱

托[1-2]。将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已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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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高分子化学是工科院校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

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应用化学、化学等多个专业学

生必修的专业课程。它是高分子材料科学与工程

专业的第一门专业课程,是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

理化学和有机化学等专业基础课的延续,同时也是

高分子物理、聚合物成型加工原理等后续专业课程

的基础,其在课程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3-4]。

高分子化学课程的教学以聚合反应机理和聚合反

应动力学为主线,教师重点讲授高分子化合物的结

构、组成、功能和性质以及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其

教学目标是使学生掌握高分子合成的基本概念和

方法,培养学生根据特定的应用场景,设计并制备

具有特定功能的高分子化合物的能力,为国家培养

合格的化工类和材料类专业人才[5]。通过精心设

计教学过程,将课程思政内容与高分子化学知识有

机结合,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思政教育效果,还有助

于激发学生知识报国、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培养

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6-8]。

本文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使命,立足塔

里木大学“用胡杨精神育人、为兴疆固边服务”的

办学特色,以塔里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的高分子

化学一流课程建设为依托,以材料科学与工程专

业的高分子化学课程为例,探索如何紧密围绕区

域新材料产业发展方向,开展课程思政教育,以期

为其他专业课程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优化教学目标

  高分子化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丰富,其中蕴含

了许多思政元素,教师将这些思政元素融入课程

教学,可以有效培养学生敢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科

研精神,激发学生对科研的热情,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设定教学目标

时,教师应明确思政内容的融入方式,避免简单说

教,这样才能有效发挥思政教育“润物细无声”的

作用。在高分子化学课程开课之初,我们就介绍

了我国高分子化学学科的领路人徐禧院士在20
世纪50年代不惧艰难,与众多老一辈的“高分子

人”一起实现高分子材料国产化的感人事迹,以此

来培养学生不畏艰难、勇于尝试、艰苦创业的

精神[9-10]。

  二、完善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是否合理,决定着教学活动能否取

得预期效果。为了将思政内容有效地融入高分子

化学课程教学中,我们针对课程内容,重新进行了

教学设计(见图1),在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阶段

开展课程思政教育。

图1 高分子化学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在课前,教师先明确本次课的教学目标(包括

知识教学目标和思政教学目标),并根据授课内

容,给学生布置预习任务,让其了解高分子材料的

发展历史、目前取得的成果以及我国科学家在高

分子材料领域作出的贡献,以此来培养学生的专

业认同感和民族自信心。在课中,教师结合时事

热点,从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高分子材料入手设置

导入问题,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加深其对专业

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在课后,教师收集学生的反

馈意见,加强与学生的沟通,并鼓励学生关注高分

子材料在我国高新技术领域的应用,从而增强其

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以聚合方法中本体聚合部

分的教学为例,表1列举了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教师在课前确定本次课的知识教学目标和思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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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目标,并布置预习任务,让学生查阅王葆仁先生

的重 要 贡 献[11];课 中 讲 授 本 体 聚 合 实 施 的 难

点[12],同时引入王葆仁先生的故事,用我国老一

辈科学家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精神去感染学生,

使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涵养吃苦耐劳、艰苦奋

斗的精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课后,教师在与学生交流的过程中,完成对专业知

识和思政内容教学的总结与反思。

表1 本体聚合部分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知识教学目标

掌握本体聚合的定义;掌握本体聚合反应体系的组成、本体聚合的优缺点、本体聚合实施

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了解典型的本体聚合产品———有机玻璃

思政教学目标 培养学生甘于奉献的精神和勇于创新的意识;培养学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课程导入
战斗机驾驶员的保护罩所用的材料不是玻璃,而是高分子材料。为什么这种高分子材料是透明的,用什

么方法可以得到这种高分子材料呢? 你们知道我国科学家为了研制这种高分子材料付出多少努力吗?

课程教学

专业知识

1.
 

本体聚合的定义:单体本身在不加溶剂及其他分散

剂的条件下,由引发剂或直接在光、热等作用下引发的

聚合反应

2.
 

本体聚合体系的组成:单体+(油溶性)引发剂

3.
 

本体聚合的优点:无杂质,产品纯度高,聚合设备简单

4.
 

本体聚合的缺点:体系黏度大,聚合热不易扩散,反

应难以控制,易局部过热而造成产品发黄;自动加速作

用大,严重时可导致暴聚

思政内容

我国在最初制备有机玻璃时,难以处理本体聚合

散热问题,因而制备过程非常不顺利。我国科学

家王葆仁先生不畏艰难,在科研条件非常简陋的

条件下,经过不断探索,率先在我国试制出第一块

有机玻璃。在现有的条件下,年轻人更应该积极

进取,在实现自我发展的同时,为科技的进步贡献

力量

知识拓展
杨万泰院士提出了有机玻璃聚合的新机理,并发展了

具有工业价值的可控/活性自由基聚合新方法

培养学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激发学生的民族

自豪感

课程反思 有机玻璃的制备、自动加速现象的讲解过程中都可以融入思政内容,以培养学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三、改革教学内容

  化学化工学院高分子化学课程使用的教材是

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潘祖仁主编的《高分子化

学》(第五版)。该教材共包含9章内容,大部分为

理论推导过程或复杂的公式和概念。为增加授课

的生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高分子化学课

程教学团队在认真梳理教材内容的基础上,充分

挖掘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以学生为中心来设计

思政教学环节,力求将思政内容与专业知识深度

融合,在此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

任感。实践教学表明,将思政内容引入课堂后,课

堂教学更加生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

幅提高。

  (一)绪论章节的教学

  本章主要介绍高分子的基本概念、高分子的

分类、高分子的分子量和高分子的发展史。教师

在该章节的教学中融入赫尔曼·施陶丁格的重要

事迹,介绍其坚持探求真理的过程[13],以此来培

养学生勇于创新、不断进取、坚持探索的精神,并

鼓励学生把个人理想的实现融入国家和社会的发

展过程中。本章的教学过程如图2所示。

图2 绪论章节的教学过程

  (二)缩聚与逐步聚合章节的教学

  本章的重点教学内容有线型缩聚反应机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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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学、线型缩聚物聚合度的控制、体型缩聚反应

和凝胶化、卡罗瑟斯凝胶点的预测等。教师在该章

节的教学中采用情景教学手段,使学生在理解知识

的基础上,思考自己未来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本

章的教学过程如图3所示。

图3 缩聚与逐步聚合章节的教学过程

如在讲授体型缩聚的内容时,教师将体型缩聚

反应进行的必要条件(即体系的平均官能度大于

2)进行类比,让学生明白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越多、

越扎实,能力就越强,可适应的工作强度也越大,因

此应广泛地学习专业知识,以适应社会对高素质复

合型人才的需求[14]。

又如在讲授凝胶点的预测时,教师融入华莱

士·休姆·卡罗瑟斯先生的生平事迹,包括发明尼龙

66[15]、推动聚酯的合成[16]、推动氯丁橡胶的合

成[17]、支持施陶丁格的大分子理论等。与此同时,

教师还分享了该科学家因为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

太大而患上严重的抑郁症,在41岁时以一杯掺有

氰化物的果汁结束了自己生命的故事,以此来引导

学生正确对待压力,树立积极的人生观,保持乐观

的生活态度。

  (三)自由基聚合及共聚章节的教学

  本章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自由基聚合单体类

型、自由基聚合机理与动力学、自由基聚合的聚合

度控制、二元共聚物组成微分方程及共聚物组成

曲线等。在本章教学过程中,教师引入原子转移

自由基 聚 合(ATRP)创 始 人 王 锦 山 先 生 的 事

迹[3,18],以及杨万泰院士提出具有工业价值的可

控/活性自由基聚合新方法的事迹[19-21],以此来

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激励学生奋发图强。本章

的教学过程如图4所示。

图4 自由基聚合及共聚章节的教学过程

  四、优化考核方式

  当前,高分子化学课程的成绩由平时成绩(占

30%)和期末考试成绩(占70%)构成。这样的考

核导致学生不注重学习过程,而依赖考前突击复

习。此外,考核内容不涉及思政内容,无法全面体

现人才培养的要求。因此,我们借鉴国内其他院

校的经验[22-24],对课程考核方式进行了改革,更

加注重过程考核,并构建了多元化、全面性的高分

子化学课程考核体系,如图5所示。具体而言,教

师聚焦学生的专业知识掌握情况和思想政治素养

提升情况,采用课前预习情况与课堂表现相结合、

课程思政调研与课后习题相结合、课堂表现与期

末成绩相结合、期中开卷考试与期末闭卷考试相

结合的方式,综合考查学生的学习成效。

图5 多元化、全面性的高分子化学课程考核体系

  五、教学改革效果

  我们连续多年在本校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开

展高分子化学课程教学改革实践,并通过课程问

卷调查、课后师生谈心和试卷成绩分析等多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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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考查学生的学习效果。我们针对实施(2021
级)和未实施(2020级)教学改革的班级进行了对

比研究。面向未实施教学改革的2020级学生,调

查问卷中设置了5个问题;而面向实施教学改革

的2021级学生,调查问卷中设置了6个问题。问

卷调查结果分别如表2和表3所示。

表2 面向2020级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

序号 问题内容 选项 占比

1
高分子化学课程的学习是否有助于你养成艰苦奋斗、

勇于探索的精神?

有明显作用 6.3%

作用一般 19.5%

两者之间没有关系 74.2%

2
高分子化学的学习对你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是否有帮助?

有明显作用 4.3%

作用一般 12.7%

两者之间没有关系 83.0%

3 你是否觉得本专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有重要作用 12.9%

作用一般 15.6%

无作用 10.8%

不清楚 60.7%

4 未来你是否会从事高分子领域的工作?

从事 25.2%

不从事 45.7%

不确定 29.1%

5 你知道哪些高分子领域的著名科学家?

施陶丁格 23.9%

卡罗瑟斯 43.9%

弗洛里 32.2%

表3 面向2021级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

序号 问题内容 选项 占比

1
你认为课堂中思政元素的融合是否有助于培养艰苦

奋斗、勇于探索的精神?

有明显作用 63.2%

作用一般 36.8%

无作用 0

2
你认为课堂中思政元素的融合是否有助于你形成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有明显作用 80.0%

作用一般 18.7%

无作用 1.3%

3 你是否觉得本专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有重要作用 72.9%

作用一般 15.6%

无作用 0.9%

不清楚 10.6%

4 高分子发展历史中哪些科学家让你印象深刻?
施陶丁格 33.2%
卡罗瑟斯 31.7%
弗洛里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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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序号 问题内容 选项 占比

5 我国哪位高分子领域的科学家让你印象最为深刻?

徐禧 34.5%

王葆仁 23.3%

杨万泰 22.2%

于同隐 2.5%

钱人元 17.5%

6
思政元素的融入是否鼓励你今后从事高分子方面的

工作或研究?

有明显鼓励作用 72.2%

鼓励作用一般 13.2%

无鼓励作用 14.6%

  从表2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在没有融入思政

内容时,大部分学生都认为高分子化学课程的学

习不会对价值观的形成产生影响,即两者之间没

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学生学习高分子化学课程

后,仍不确定本专业的定位以及本专业在国民经

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未来的职业选择也感到

迷茫。而从表3中可以发现,在融入思政内容后,

学生了解了高分子领域许多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

及其代表性成就,并认为课程内容背后的历史人

物、历史故事、科学规律以及相关人物的奋斗精神

既有助于培养艰苦奋斗、勇于探索的精神,也有助

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说明,

将思政内容融入高分子化学课程教学中,可以更

好地实现为祖国培养德才兼备人才的目标。

除问卷调查外,我们还对实施教学改革前后

学生各章节的答题得分率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

如图6所示。

从图6中可以明显看出,2021级学生在每个

章节的答题得分率均高于2020级学生,这可能是

因为课程思政教学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使学生从主观意识上更加重视高分子化学

课程的学习。课后的师生谈心环节也证实了以上

推测。在融入思政内容后,学生反馈除了完成教

师布置的作业,还会自主查阅相关资料并学习其

他高校的网络公开课,甚至有部分同学主动完成

了国内知名高校的高分子化学专业考研试题。此

外,学生的综合素养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2021
级学生准备考研的人数、加入教师科研项目的人

图6 实施教学改革前后学生各章节的答题得分率

数、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的人数均多于2020
级学生。相比2020级学生,2021级学生更加关

注国家大政方针、行业发展动向和学科前沿动态。

在分析答题得分率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对

2020级和2021级学生的高分子化学课程考试卷

面成绩及分数段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如图7
所示。

从图7中可以看出,在融入思政内容后,2021
级学生的高分子化学课程考试卷面成绩高于

2020级学生。2021级学生中考试不及格的有8
人,占班级总人数(50人)的16.3%;而2020级学

生中考试不及格的有20人,占班级总人数(40
人)的50%。此外,2021级学生中考试成绩超过

90分的有6人,而2020级没有。这再次表明,将

思政内容融入高分子化学课程教学中,能够提

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升学生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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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020级和2021级学生的课程考试卷面成绩及分数段分布图

习效果,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

  六、结语

  我们把思政内容全面贯穿高分子化学课程

教学,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还提高了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帮助学生树立了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本次教学改

革可为其他专业课程思政教学的开展提供有

益的参考。 (责任编辑:李丽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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