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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分子化学是高分子学科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着重阐述高分子聚合机理、聚合方法及其化学反应的基本原

理。在我校积极开展"三全育人"活动的大背景下,根据当前课程的教学目标,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三个方面

加以变革,并尝试进行思想政治德育内容与科学知识技术内容的有机融合,改善教学质量的同时,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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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分子化学是我校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最重要

的专业核心课程之一,也是后续专业课程学习的基础,
对本专业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1]。随着教育改革的

深化,各高等院校积极开展"三全育人"实践活动,专业

课教师在教学环节中迫切需要将专业知识技能教育内

容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紧密结合。因此,根据高分子

化学的教学内容和特点,深入发掘课程当中包含的思

政元素,探索将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思政元素有机融

合,从而实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位一体

的教学宗旨[2]。

2021年,我们修订了最新一版的教学大纲。在高

分子化学新的课程教学目标中,除了原有的培养学生

对高分子化学中专业知识的掌握和实际运用能力外,
特别添加了对学生道德素质养成的要求,重点强调在

社会责任感、爱国主义情操和可持续科学发展观等方

面的培养。
实现思政内容与工科专业教学的有机融合,培养

学生道德素质和正确的价值观,是一项艰巨而又新颖

的任务[3],这也是高分子化学教学面临的挑战。为了

将价值塑造和能力培养结合,从教学内容、方法及考核

方式三个方面进行改革,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知

识及技能教育内容的有机结合,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1 改革教学内容,促进专业知识技能与思政教

育的融合

主要从理论知识、实践环节、科技前沿三个方面进

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专业知识及技能教育内容的有

机结合。

1.1 理论知识与课程思政的融合

高分子化学教学内容主要包括高分子的基本概

念、逐步聚合及连锁聚合的反应机理、动力学及聚合实

施方法,以及聚合物化学反应原理及方法等[4]。对教

学内容进行了进一步优化,挖掘出其中众多的思政元

素,结合上述知识点,进行思政教育。如“第一章 绪

论”中,在讲述我国高分子科学的发展历史过程中,介
绍中国高分子化学的创始人———徐禧先生。讲述其如

何在艰苦的环境中奋发图强,开创中国的塑料行业,籍
此引导学生树立爱国主义情怀和艰苦创业精神。在

“第二章 自由基聚合”中学习聚合物分子量及其分布

对产品性能的影响时,组织学生讨论如何生产出优质

塑料产品,帮助学生树立社会责任感。在“第四章 自

由基共聚合方法”中,介绍两种或两种以上单体进行共

聚后生成的共聚物,不但可具备全新的性能,还可扩展

其用途。以此为例可引导学生增强集体协作精神。在

“第五章 聚合方法”中,讲述溶液聚合原理和方法时,
组织学生讨论聚合所用溶剂的用途及危害,使其树立

环保意识和可持续科学发展观。

1.2 实践环节与课程思政的融合

实验课是锻炼实际动手能力、训练科学思维方式,
以及培养科学精神的一种有效方法[5]。高分子化学课

程教学就包含了实践教学内容,其目的主要是培养学

生开展高分子合成的实验能力。结合实验前安全教育

内容及实验数据的处理要求,帮助学生树立“一丝不

苟”的科学精神。此外,还根据具体实验内容,比较溶

液聚合和乳液聚合两种聚合方法对环境的影响,并结

合聚合反应废弃物的处理要求,帮助学生树立“绿色安

全”的可持续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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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科技前沿与课程思政的融合

高分子化学作为新兴学科,理论及应用发展日新

月异。介绍理论进展和产业前沿相关内容时,融入课

程思政教育。例如,随着新型高分子化学品的不断涌

现及其应用领域的迅速扩展,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

同时,也造成了环境污染。因此,如何保护祖国的大好

河山是高分子产业急需解决的问题。所以在介绍新产

品的同时,结合讲授聚合物的绿色合成新技术,如超临

界二氧化碳中的溶液聚合、微生物发酵合成法等方面

的进展,帮助学生树立可持续科学发展观和社会责任

感,激励其在日常生活和专业实践中为保护祖国的青

山绿水做出自己的贡献。又如,在学习自由基聚合新

机理———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时,介绍该机理的发明

人王锦山归国创业的事迹,从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

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以上三个方面的有机融合,不仅保证了课程教学

目标的实现,而且加强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2 改革教学方法,以学生为本,提高思政教学

效果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提高高分子化学的

课堂教学效果及开展思政教育的效果,对传统的教学

方法进行了积极改革,强调以学生为主体,除了基本理

论、知识及思政内容的课堂讲授外,重点增加案例分析

和课堂研讨这两种教学方式。

2.1 高分子合成、应用及思政案例分析

根据高分子化学相关理论知识,对特定高分子的

合成及应用案例进行分析,并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法。
例如,“要合成不同聚合度的聚氯乙烯,在工业上如何

实现聚合度的调节?”通过案例分析环节的教学,不仅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情,还增强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
在思政教育方面,结合课程内容设计相关案例,让

学生进行分析研讨,并得出相关结论。例如,木器用涂

料的生产一般采用溶液聚合,通常要使用大量有机溶

剂。让学生分析讨论所用的溶剂在生产及涂料施工过

程中会对人体及环境产生哪些不良影响? 可采取哪些

方法解决? 这样做不仅加深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

解,而且可使其树立起社会责任感和可持续发展观。

2.2 设置研讨环节,增强互动式教学

除了每一章安排学生上讲台讲课1~2次之外,结
合高分子合成及其应用,设置相关专题,如双酚 A环

氧树脂的合成及应用、不饱和聚酯和玻璃钢的制备、离

子交换树脂的合成及应用、碳纤维的制备及应用、维尼

纶的制备等专题。学生在课后根据每组要求的专题内

容查阅相关资料,共同整理资料并分析讨论,然后派代

表在课堂上阐述其观点。老师针对学生理解和掌握的

情况给予评价和总结。
在思政教育方面,也采用互动式教学方式,让学生

在课后搜集我国高分子化学领域科学家的事迹,在课

堂与大家分享,进一步增强了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

民族自信心。
通过案例分析和课堂研讨,培养了学生的协作精

神以及沟通能力,同时“润物细无声”地开展思政教育,
加强了学生的道德素质教育。

3 改革考核方式,实现专业知识技能与思政教

育的综合评价

以往高分子化学的课程考核方式是期末闭卷考试

加课后作业及实验成绩,主要目的是考察学生对书本

上知识及原理的掌握情况,对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和创

新能力的考核明显欠缺,更无对学生思政素质的考核。
为了改变上述不足之处,高分子化学的课程考核方式

做了以下改进:
(1)首先增加了思政教育效果的考核。根据平时

课堂教学中学生对思政方面的案例和专题研讨的表现

打分,并记入平时成绩中。此外,还在结课后的闭卷考

试试题中添加一定量的思政考核内容,例如最近一次

考试有一道10分的试题:“单体共聚有何意义? 试从

思政角度论述学习共聚意义对自己的启发”。
(2)增加了对学生解决实际问题和创新能力的考

核,主要是根据学生在案例分析和专题研讨中的表现

打分,计入总成绩中,比重为20%。
(3)在闭卷考试的试题中将记忆性知识类型试题

比例减少至20%,而将对知识的运用和综合分析的试

题比例增加至80%,以考察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来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从以上三方面入手,不但实现了对“价值塑造、知

识传授和能力培养”效果的综合评价,还激发了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最终促进学生的综合发展。

4 结束语

在新的教育发展形势下,积极开展高分子化学的课程

思政教学改革,不仅对工科人才的培养,而且对道德素质

养成均具有重要意义[6]。在教学内容方面,从理论知识、
实践环节、科技前沿三个方面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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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知识及技能教育内容的有机结合。在教学方法改革中,
采用案例分析和课堂研讨,以学生为中心,融入思政内容。
考核模式也增添了对思政教育效果的评价。这些改革措

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在今后的教

学中,还需不断优化改进,以期进一步提高高分子化学的

教学效果,为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
以及“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培养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 潘祖仁.高分子化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

[2] 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R].2020-06-
01.

[3] 蔡如军.高校课程思政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现代教育

科学,2021(1):60-64,71.
[4] 秦四勇,李琳,江华芳.高分子化学教学中课程思政教育

的探索与实践———以“Carothers方程的应用”为例[J].大
学化学,2021,36(3):234-239.

[5] 刘天府.普通化学课程思政建设[J].大学化学,2020,35
(8):44-47.

[6] 卫建国.大学课堂教学改革的理念与策略[J].高等教育

研究,2018,39(4):66-70.

IdeologyandPoliticsEducationReformof"PolymerChemistry"Course
WANGXuman,ZHANGCaining

(SchoolofMaterialsScienceandEngineering,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Polymerchemistry"isacorecourseofpolymersubject,whichfocusesonthepolymerizationmechanism,polymeriza-
tionmethodsandbasicprinciplesofpolymerchemicalreactions.Underthebackgroundofthe"three-wideeducation"activity,the
teachingcontent,teachingmethodsandassessmentmethodswerereformedandthecontent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moraleducation
withthecontentofscientificknowledgeandtechnologywereintegratedaccordingtotheteachingobjectivesofthecurrentcurriculum.
Boththeteachingqualityandthecultivationofstudents'ideologicalandmoralqualitywere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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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ChitosanontheShrink-resistanceofWoolFabric
YUXueman1,LIQingzheng2

(1.CollegeofJianhu,ZhejiangIndustryPolytechnicCollege,Shaoxing312000,China;

2.EuropeanNormTestingTechnology(Hangzhou)Co.,Ltd.,Hangzhou311209,China)

  Abstract:Thesurfacemodificationofwoolfabricwascarriedoutbythemethodofchitosancombinedwithwoolreductionandanti

feltshrinkage.Thechangeofshrinkageresistanceandstrengthofwooltreatedbychitosanwasdiscussed.Theeffectoffinishingon

surfacemorphologyofthefabricwasstudied.Theresultsshowedthatthesurfacemorphologyofthefabricafterfinishinghad

changed,andthestrengthlosscausedbyshrinkprooffinishingcouldbeimprovedeffectively,anddyeingefficiencyanddyeingtime

couldbesavedundertheconditionofensuringtheoriginalfeltshrinkage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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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CharacteristicsoftheCostumeStructureofSouthwestEthnicMinorities
ZHOU Wen

(CollegeofFashionandDesign,SichuanNormalUniversity,Chengdu610101,China)

  Abstract:Takingthetypicalstylesofthetraditionalcostumesofthesouthwestethnicminoritiesassample,throughdatacollec-

tionandstructuredecomposition,comparativeanalysiswasconductedcombinedwithliteratureandfieldinvestigation,composition

wassummarized.Theresearchshowedthatthesouthwestethnicminorityclothingstructuretookthefabricwidthasthedesignprem-

ise,andgenerallyadoptedthemethodsoftrimming,foldingandstraightseambreaking,soastoachievethetailoringaccordingtothe

materialandbecomethecommongeneofregionalclothing.

Keywords:traditionalclothing;nationalcostume;ethnicminorities;clothingstructure;tailoringaccordingto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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