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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高分子物理课堂教学与思政教育同向同行
班建峰通讯作者　黄军左　廖军秋　潘露露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广东 茂名 525000

摘要：《高分子物理》是研究高分子结构、性能及其相互关系的学科，是高等学校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最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

在中国教育专业认证契机下，本专业致力于培养能在石化背景的高分子材料合成及加工相关领域，从事工作的应用型人才；在实际教学中，

开展了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教学环节，并采用目标问题导向的教学模式，规定了教师行为，预判了学生活动，预测并注重跟踪学生的

学习效果，有利于实现本专业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要求，实现课程教学与思政教育同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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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物理》课程主题是——聚合物结构与性能之间的关

系，是通过运动将两者联系起来。通过课程学习，可以掌握有关

聚合物的多层次结构、分子运动及主要物理、机械性能的基本概念、

基本理论和基本研究方法，为从事高分子设计、改性、加工及应

用奠定基础。结合我校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在石化背景的高分

子材料合成和加工相关研究领域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为培养

学生具备解决高分子材料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本课程在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基础上，采用目

标问题导向教学的方法，将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相结合，通过课

前（线上、教师 PPT 等）预习、课后习题、小组讨论、生活案例

分析融入思政教育等 督促学生将理论和实际结合，同时针对相应

的理论教学内容开设相关的实验教学环节来完成本课程的学习。

根据《高分子物理》课程的知识结构特点，在目标问题导向

教学设计的过程中应用了大量的案例和素材，图片演示、工程实

践等。在设计每一章的知识点和重难点的时候，根据网络资源技

术的特点和优势，对每一章节及各知识点的教学内容分为五大模

块：目标问题情景导学、章节内容讲授、案例讨论（思政教育）、

实验教学、线上学习资源。

一、课堂教学和思政教育的目标

（一）课堂教学目标

《高分子物理》课程的任务是通过知识和能力培养，达成其

对毕业要求的支撑，以践行“立德树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导向，形成课堂教学与思政教育同向同行的育人新格局。课程

致力于建设满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资源，包括培养目标（专

业人才培养）、毕业要求（专业培养方案）、教学内容、过硬的

师资队伍和硬件等资源（如下图 1 所示）。在中国教育专业认证

契机下，本课程围绕知识、能力、素养、创新四个方面，分层次、

分能力开展教学活动；同时，基于 OBE 理念，设计了学习目标，

并根据不同的学习目的，以不同的方式引入思政目标，形成课程

教学与思政教育同向同行的育人理念。

图 1 本课程教学设计思路

（二）思政育人目标

不再单纯地只由教师讲授课程知识，而是围绕学生在学习中

遇到的问题，并利用这些问题去引导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采

用问题驱动、自由探讨、课程内容讲授、分组讨论、协同教师讲

解等，将高分子物理知识与实际案例相互贯通，借助课程内容，

结合实验、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去发现生活中相关知识问题；随

后，以生活中常见的产品为例，将辩证思维、科学思维、创新思

维融为一体，形成课堂教学与思政教育同向同行、共同育人的新

局面。其目标是（如下图 2 所示）：给予学生正确的价值取向引导，

以此提升其思想道德素质、情商，强化法治精神、知法守法意识；

并结合该类产品实际应用中，引发的国际热点问题，以此激发学

生对高分子物理课程的兴趣，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敬

业、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具体实施案例（如第四章第 2 节）：

由教师引导同学们讨论分享：橡胶、纤维制品的应用及发明话题

上延续，将小木匠由于其兴趣爱好，利用树脂和木屑等材料制备

出取代象牙台球的发明史，从而启发学生：科技发明，源于生活；

引导学生敬岗爱业，科学奉献的精神。通过案例分享，融入了思

政教育的教学模式，教学活动的“目标性”以及学生的“参与性”

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图 2 课程思政设计及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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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堂教学与思政教育的融合设计

（一）课堂教学与思政同向同行

如何把握新时代高等教育的新思想、新趋势，承担新使命、

新任务的要求，不仅要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阵地、主渠道作用，

还要激发出专业课程的协同育人功能，形成课堂教学与思政教育

同向同行、共同育人的新局面。

1. 从教学内容引入思政教育，崇尚工匠精神。深入挖掘每个

高分子物理章节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围绕工匠精神，在讲授教

学内容的时候，利用生活常见高分子材料图像，提高学生的关注度，

通过该类材料发明历史等，引导学生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科学，并

投身于科学研究中，教育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具有工匠精神。

2. 在课程知识进行思政教育，提升科研精神。课前预习目标

问题导入时，通过介绍知识的产生背景，引入相关科研奉献故事。

通过这些“名人故事”介绍，使学生明确本次课程的学习相关结

构内容，同时也认识到科学家的聪明智慧，激励学生发奋学习，

积极向上，勇于创新。

3. 以问题讨论开展思政教育，培养家国情怀。基于部分学生

对课程内容只追求考试结果，应付了事，因此在教师实施过程中，

利用生活的事例驱动，如：以一次性口罩为例，讨论分子量大小

对口罩机械性能的影响。借由聚合物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的应用

话题延续，引导学生思考做人做事的态度，促进思政教育，培养

家国情怀。

图 3 专业教学与思政同向同行教学方法

（二）课程思政教育的实施

1. 基于本专业石化背景的特点，结合高分子物理知识，做好

思政元素的融入设计。在教学过程中，针对高分子专业毕业生的

职业、岗位等有目的地培养；在这个过程中，思政元素可围绕专

业素养，以知识能力的培养为前提，课程思政强化本课程的价值

目标，从而实现知识能力和职业道德的协同培养。

2. 通过课程实验、实践的方式，促进学生在实践教学中凸显

自身的主体地位，目的就是引导学生在实际生产过程中，能触动

学生的感官思维，激发探索和求知的欲望；在这个过程中，通过

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入可以培养学生自主动手、沟通协调以及合作

等职业道德，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吃苦耐劳的进取精神。

并在课后，通过问卷星对课程满意度进行调查和评价。

三、结论

在《高分子物理》的实际线上教学中，始终注重现代化信息

技术的学习，通过课程的后续建设，融入最新的教学方法、评价

方法、科技前沿、思政教育，重新形成能够支持学生进行课程学

习的平台，并将其用于课程教学和数字资源制作，具体如下：

（一）课程组教师分别采用雨课堂、腾讯会议、QQ 群等网络

教学工具，以问题为导向开展了试课教学环节。在课中采取互相

听课、即时讨论的形式进行了在线点评、经验交流；授课结束后

还能线下进行课程的视频回放，确保了网络下的学生能在课后复

习。

（二）为了进行课程知识点及实验课程资源数字化，进行了

课程组内微课制作培训并进行了分享，包括绘声绘影、声音降噪、

录音、录屏等软件操作、视频剪辑的培训。课程组内教师均能够

采用上述信息化软件制作成实验视频数字化资源并用于本科教学、

本科数字化教材的编写中。

本课程在采用线上线下混合的教学方法契机下，缔造了特色

的课程思政教育，打破了传统单一教师讲授课堂知识，提升为更

多的是教师去引导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利用生活

实际案例的进一步分享讲解，极大地提升了学生兴趣，促进学生

对目标问题导向课堂内容的深入理解，激发学习能力的全面发展，

实现课程目标的达成。同时，形成了课程教学与思政课程同向同

行的格局，给予学生正确的价值取向，并在实际应用讨论中进行

拓展学习，引出国际热点问题，激发学生对高分子物理知识学习

的兴趣，立德树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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