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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当前教育改革背景下，课程思政作为全面育人的

重要路径，已成为高职院校教学创新的重要内容。作为

医学专业学生的重要基础课，基础化学课程不仅承担着

传授化学知识的职责，更肩负着培养学生人文素养和职

业道德的使命。高职院校的学生即将步入医药卫生领域，

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思政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将思

政教育理念融入基础化学课程，不仅是响应国家教育政

策的需求，也是培养合格医学人才的必然选择。

一、课程思政基本概述

课程思政理念自 2004 年提出以来，已经落实了近 20

年，这种教育理念主要是指在专业课程教育过程中将不

同的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进行融合，强调全方位、全程、

全员。而在当前时代背景下，育人格局理念也变得更加

清晰，课程思政作为一种科学的教学模式，与传统模式

相比更注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的统一。教

师在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通过将思政元素进行有效结合，

能够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1]。

二、高职院校基础化学课程思政实践诉求

（一）提升医学专业人才的思政教育实践水平

在我国教育行业发展过程中，高职院校的思政教育

始终存在一定问题，学生生源质量不高以及高职院校教

育资源缺乏，导致思政教育工作的开展受到了一定影响。

而医学专业作为国家重点学科，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在高职院校开展相关工作过程中注重课程思政的建设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问题，并切实提升医学专业的

思政教育能力，为我国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因此各高

职院校需要基于我国相关规定，在课程思政的视角下开

展相应的教育工作，注重医学人才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的

提升，并从实践融入解决当前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面临

的新问题 [2]。

（二）强化医学专业人才的专业素养以及道德品质

2020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医学教

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指出：“以新内涵强

化医学生培养。加强救死扶伤的道术、心中有爱的仁术、

知识扎实的学术、本领过硬的技术、方法科学的艺术的

教育，培养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人民健康守护者。”而

高职院校作为医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需要充分发挥

教育的带头作用，注重课程思政教育工作的开展，并以

此提升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教育能力 [3]。

（三）满足行业人才需求

医学行业作为一个高新技术行业，对高素质人才有

着较大需求，而优秀人才的综合素质主要包含职业道德

品质、技术能力、专业基础知识等内容，因此想要在教

学过程中培养高素质人才，就需要将课程思政进行有效

融入，将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

德施教”全面融合至基础化学的教学中，借助我国优秀

的传统文化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

人生观、文化观和民族观，为社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三、高职院校医学专业基础化学课程思政实践路径

（一）根据课程特点对思政要素进行挖掘

在高职院校教学过程中课程思政作为落实立德树人

政策的重要手段，想要在基础化学教学过程中将思政教

育全面融入，教师就需要对基础化学课程进行合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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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课程教学中的思政要求进行明确，进而实现对医学

生职业道德与知识理论的同步培养。1. 基础化学强调严

谨的实验方法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教师可以通过课

程内容引导学生认识科学精神的重要性。例如，在讲授

化学实验设计和结果分析时，教师可以强调数据准确性

和实验重复的重要性，借此培养学生的严谨态度和求真

精神。此外，可以结合医学专业的特点，讨论化学在药

品研制和质量控制中的作用，引导学生关注职业道德，

认识到在化学研究和实验中诚信的问题。2. 在高职院校

的基础化学课程中，其主要以化学的入门知识为主，其

中包含化合物结构与性质、基本概念和原理等内容，而

在这些知识背后往往涉及科学思想、化学发展史、唯物

辩证法等内容，教师可以在对教学分析过程中以这些内

容为切入点，对学生开展思政教育工作，以便将课程思

政进行有效融入。3. 在选择课程思政教学内容时，教师

还可以将其与专业内容进行有效衔接，在结合医学专业

人才培养要求的基础上，对课程思政对象进行合理分析，

以便构建思政内容与教学内容联系的桥梁。比如在实际

教学过程中许多学生对于抽象的知识理解程度较差，这

时教师就可以根据医学专业中临床合理用药等德育元素，

实现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自然链接 [4]。

（二）对教学设计以及教学体系进行优化

在基础化学教学中课程思政建设还需要从教学考核、

课程目标、教学资源等方面对教学体系进行优化，围绕

医学专业学生的核心培养诉求，对教学进行优化，以便

为课程思政的融入打下坚实基础。1. 在制定人才培养方

案时将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进行合理融入。目前高职院

校传统的教育目标已经无法满足课程思政的实践需求，

所以各高职院校需要在教学体系建设过程中结合医学专

业的实际特点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全面优化，在人才培

养目标中加入课程思政教育目标，并针对课程思政目标

对课程能力、知识进行确定，同时将其落实在各个单元

的实际教学中，以便更好的实现职业素养与专业知识、

思想观念与价值态度等制度的有效对接，进而提升学生

职业素养以及专业素养的培养效率。2. 在对教学设计优

化过程中，教师需要注重多元化教学方法的应用，传统

的教学方法往往过于枯燥，不利于学生对基础化学知识

的理解，而且如果教师在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中只是机械

式的进行教学，没有对课程思政元素进行深入挖掘，也

会导致学生失去对基础化学的学习兴趣。因此，教师在

实际教学过程中，需要紧紧围绕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对

教材中的思政元素进行挖掘，并将其以灵活的方式在课

堂上进行展现，以便实现基础化学教学中思政元素的全

面覆盖。比如，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线上

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借助微课、项目讨论、情景模拟等

方式引导学生进行学习，并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潜移默

化的对学生进行影响。尤其是在项目式学习过程中，教

师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个开放式的讨论课题，学生需要在

教师的引导下完成信息的收集、资料分析、问题解决、

成果展示等工作，这样学生就可以在思政元素的指引下

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进而帮助学生更轻松的感

受课程思政的内涵。3. 在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传统的考

核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对学生的评价需求，在传统的考核

中教师往往以期末考试成绩为准，通过考试成绩对学生

的整体学习成果进行评价，但是这样无法体现出学生课

程思政的学习成果，因此教师可以对考核体系进行优化，

在考核过程中添加学生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素养等考核

元素，以便提升思政要素的参与度 [5]。

（三）增加思政教学中的动态内容

在课程思政实践过程中，许多内容都与当下的时事

热点有着密切关联，所以教师在开展思政教学过程中需

要增加一些动态化内容，以便引导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

的过程中对事物发展规律进行正确看待，进而形成正确

的价值观念。1. 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学生的日常

生活，对学生分享与生活相关的热点内容，这样才能有

效调动学生在课堂上的讨论欲望，并从基础化学的角度

出发对热点时事中与医学的关联进行分析，进而对问题

进行更加全面的分析。比如在实际授课过程中，教师可

以结合当下经常出现的雾霾现象，引导学生在分析雾霾

现象出现原理的同时，潜移默化的引导学生形成保护环

境的意识，并在讲解化学知识的过程引导学生从自身做

起对周边的环境进行保护，响应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环保号召。2. 在基础化学教学过程中，教师

在课堂上引入的案例不能仅仅局限于教材，还需要在教

材之外为学生引入一些经典的课堂案例，以便提升课堂

教学的生动性。比如在基础化学讲到有关硫化物的知识

时，教师可以引入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伦敦烟雾

事件等，而在讲述到二氧化氮、一氧化氮等氮化物时，

教师可以引入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等，并在对学

生分享案例的同时进行专业知识的讲授，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的注意力会始终被生动的案例所吸引，这样在学习

专业知识时就能够保持高度专注，进而提升他们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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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同时教师通过案例引入，也可以通过对案例不同

角度的分析，引导学生树立绿色环保的理念。3. 为了进

一步培养学生的健康品质，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还需

要为学生树立典型的榜样，充分发挥榜样的带头作用，

引导学生立鸿鹄志，做奋斗者。例如教师在讲解氧化还

原反应相关内容时，可以借助我国优秀的科学家汪尔康

院士的案例，通过对汪尔康院士杰出贡献的分享，引导

学生对榜样体现出的优秀品质进行学习，进而帮助学生

形成敬业奉献、勇于探索的精神意识。

（四）结合试验培养学生的学术道德

在高职院校基础化学学习过程中，涉及较多的试验

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还需要结合试验对学生进行思

政教学，在引导学生参与实践活动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科

学思维与学术道德规范。1. 在试验教学之前，教师需要

为学生强调试验过程中需要注意的要点，并引导学生从

客观的角度出发，根据自己试验得出的结果运用已经学

习的理论知识加以解释，以便推动学生科学化学思维的

形成。比如教师在进行氯化钠制备教学过程中，学生虽

然是按照教师规定的步骤开始试验，但是在试验结束之

后得出的结果并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就需要及时

为学生传授科学思维，引导学生对真实的试验进行记录，

并帮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对试验结果进行支撑。通过这

种方式，学生不仅能够更加专注的开展试验，还可以提

升学生科学严谨的品质。2. 在基础化学教学过程中，教

师还需要注重学生学术探究精神的培养，而传统的试验

方法中学生往往会感到枯燥，因此教师需要对试验教学

模式进行优化创新，可以使用对比研究以及翻转课堂教

学方法，引导学生通过试验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比如

在制作硫酸亚铁铵的试验中，教师开展思政教学可以按

照以下步骤进行。首先，在课堂导入阶段教师可以借助

信息技术，利用视频动画的方式为学生进行演示，并在

这个过程中为学生分享有关的化学家示例，最后完成学

习任务的布置，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试验内容。其次，

为了让学生能够进一步明确试验步骤，教师需要提前录

入微课，引导学生提前对试验进行了解，并在课堂上为

学生进行演示，通过这种方式引导学生掌握试验方法。

而在思政元素的融入中，教师可以结合我国传统文化为

学生讲解试验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并围绕减压抽滤原理

进行生动设计，比如地铁黄线设计原因等，增强学生安

全、责任意识的同时，加快学生对实验操作的理解。最

后，在完成思政建设之后，教师需要引导学生以小组合

作的方式开展试验，并帮助学生意识到分工合作的重要

性，以提升他们的协作能力。

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高职院校医学专业基础化学课程

融入思政元素的实践研究，我们认识到课程思政的实施

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长期的探索和不断的创新。研

究表明，将思政教育有效地融入专业课程中，并不是简

单地增加思政课时，而是通过精心设计教学环节，使

化学知识与思政目标相得益彰。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

能够帮助高职院校培养出更符合社会需求的高素质医

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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