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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课程思政既是一种新的教学模式，更是一种新的教学理念。针对结构化学课程特点，
从开展课程思政需要做好顶层设计，提升教师自身政治素质；明确教育目标，积极挖掘课程思政

内容；优化教学方法，精心准备每一堂课和强化第二课堂，贯彻全过程育人等方面对结构化学教

学中实施课程思政进行了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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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高等学校承担着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

和接班人的光荣任务，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

是高等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高等学校思想

政治工作关系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

谁培养人 这 个 根 本 问 题［１］。习 近 平 总 书 记［１］强 调

“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

渠道，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

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

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要坚持立德树人，
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

过程，实 现 全 程 育 人、全 方 位 育 人”。２０１７ 年２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

形势下高校思 想 政 治 工 作 的 意 见》［２］指出，要坚持

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

教学全过程 和 各 环 节，形 成 教 书 育 人、科 研 育 人、
实践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文化育人、组织

育人长效机制。高等学校 “课程思政”日益受到重

视，全员育人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关于高校专业课

教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探索［３－１０］日益增多。
结构化学是化学类本科专业学生的专业学位必

修课，是在原子、分子水平上研究物质的性质与其

结构 （包括几何构型和电子构型）的关系的科学。
结构化学课 是 联 系 基 础 化 学 （无 机 化 学、有 机 化

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和后续高等化学课程如

高等有机化学、高等物理化学、量子化学等的桥梁

和纽带，因此结构化学课程内容对化学类专业本科

生非常重要。此外，结构化学的课程内容和学科特

点也为实施思政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因此将课

程思政引入到结构化学课程教学中去，通过课程思

政润物无声地对学生进行教育，能够与思政课同向

同行，实现全方位育人的目的。近年来，笔者在学

校指导下，在结构化学教学中尝试融入课程思政，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１　做好顶层设计，提升教师自身政治素质

实施课程思政关键在教师。为做好课程思政工

作，学校印发了 《烟 台 大 学 课 程 思 政 改 革 实 施 方

案》，强调教师是课堂 教 学 的 第 一 责 任 人，要 求 强

化每一位教师的立德树人意识，在每一门课程中有

机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在持续提升思想政治理

论课质量的 基 础 上，推 动 每 门 课 都 要 “守 好 一 段

渠、种好责任田”，与思政课形成协同效应。为提

高专业课教师 开 展 课 程 思 政 能 力，学 校 聘 请 专 家

教授来校开展课 程 思 政 建 设 专 题 培 训。为 调 动 广

大教师开展课 程 思 政 积 极 性，先 后 开 展 “课 程 思

政”教学改革研 究 项 目 专 项 建 设、课 程 思 政 示 范

课程评选和课程 思 政 示 范 课 堂 评 选，营 造 教 师 广

泛参与的良好氛 围。化 学 化 工 学 院 还 与 马 克 思 主

义学院积极结 对，联 合 建 立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合 作

基地”，邀请思政 课 教 师 解 读 思 政 工 作 相 关 政 策，
不定期做专题讲 座，加 深 专 业 课 教 师 与 思 政 课 教

师的交流沟通，提 高 专 业 课 教 师 的 政 治 素 质。教

师个人层面，严 格 要 求 自 己，加 强 师 德 建 设，主

动向思政课教师 学 习，提 高 自 身 政 治 水 平 和 思 想

政治教育能力［３］。

２　明确教育目标，积极挖掘课程思政内容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育人。因此，课程教育的目

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和能力培养，还需要实现价

值引领，塑造学生的灵魂和品格，在培根铸魂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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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教育目标。笔者针对结构化学课程的知识内容，
深入推敲挖掘了思政教育融入点和融入内容，见表

１。在授课过程中，讲授知识的同时注重融入课程

思政。
一是坚持爱国主义教育，在讲课过程中厚植爱

国主义情怀，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比如在相关章节通

过介绍我国著名化学家唐敖庆、徐光宪、唐有祺等

人的爱国事迹，激励学生向老一辈科学家学习，学

习他们顾 全 大 局、甘 于 奉 献 的 爱 国 精 神 和 求 真 务

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在介绍量子化学计算程

序 时，除 了 提 到 国 际 上 使 用 较 多 的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ＡＤＦ、Ｍｏｌｐｒｏ等，还介绍国内有较大影响的程序，
如北京大 学 的ＢＤＦ、厦 门 大 学 的ＸＭＶＢ、西 北 大

学的ＸＩＡＮＣＩ等，激 发 学 生 的 爱 国 热 情，激 励 学

生在新时代 好 好 学 习 争 取 为 本 领 域 做 出 自 己 的 贡

献［１１］。在学习 量 子 力 学 基 础 知 识 时，无 论 是 量 子

论的诞生，还是量子力学替代旧量子论、量子力学

发展史上的著名科学论战，无一不体现着理论的不

断改革与 创 新，当 一 种 理 论 面 临 回 答 不 了 的 问 题

时，势必催生新的理论，激励学生在学习和工作中

勇于探索，大胆创新。
表１　结构化学课程思政教学融入点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思政教育目标 思政教育具体内容
思政教育相关教学融入点

相关章节 思政教育相关教学融入内容

爱国主义教育

厚 植 爱 国 主 义 情 怀，弘

扬以 爱 国 主 义 为 核 心 的

民族 精 神 和 以 改 革 创 新

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绪论 老一辈化学家徐光宪等人的事迹

第一章　量子力学基础知识
简介量子力学 发 展 史，量 子 论 的 诞 生，我 国 量 子 化 学

发展简介，唐敖庆的事迹

第二章　原子的结构和性质 旧量子论和量子力学，徐光宪等改进的Ｓｌａｔｅｒ法

第三章　双原子分子的 结 构 和

性质
价键理论，简介厦门大学在价键理论方面的贡献

第四章　分子对称性 李政道、杨振宁的 “对称性破缺”

第六章　配合物的结构和性质 唐敖庆在配位场理论方面的贡献

第七章　晶体学基础 简介我国晶体化学主要奠基人唐有祺的事迹

理想信念教育

牢牢 抓 住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主 线，引 导 学

生立 志 肩 负 起 民 族 复 兴

的时代重任

第一章　量子力学基础知识

科学史话：简介 诺 贝 尔 奖 与 量 子 力 学，从 量 子 力 学 家

薛定谔、狄拉 克、海 森 堡、德 布 罗 意 等 人 年 纪 轻 轻 就

做出了突出贡 献，激 励 学 生 树 立 高 远 志 向，珍 惜 韶 华

时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学习

第二章　原子的结构和性质 原子的结构，核心意识

第五章　多原子分子的 结 构 和

性质
离域分子轨道与定域分子轨道的区别，“共建共享”

第七章　晶体学基础
晶体在现代科学 中 的 应 用， “卡 脖 子 技 术”，介 绍 中 科

院福建物质结构所在晶体方面的贡献

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

加强 社 会 责 任 意 识 和 个

人 诚 信 意 识 教 育，引 导

学生树立正 确 的 世 界 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第一章　量子力学基础知识

从量子化学家 薛 定 谔、狄 拉 克、海 森 堡 等 人 年 纪 轻 轻

就做出了突出 贡 献，激 励 学 生 树 立 高 远 志 向，珍 惜 韶

华时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学习

第三章　双原子分子的 结 构 和

性质

科学史话：拉曼与拉曼光谱，讲述拉曼光谱时简介第一

位获得诺贝 尔 物 理 学 奖 的 亚 洲 科 学 家 印 度 人 拉 曼 的 事

迹，激励同处第三世界的学生好好学习，发愤图强

第四章　分子对称性

群论创始人伽 罗 华 的 故 事，警 示 学 生 树 立 正 确 的 人 生

观；简介对称性在生物界、建筑、美 术、艺 术、音 乐、

文学、科学中无处不在，对学生进行美育教育

第五章　多原子分子的 结 构 和

性质

分子轨道对称 守 恒 原 理、前 线 分 子 轨 道 理 论，科 学 史

话：介绍福井谦一、Ｗｏｏｄｗａｒｄ和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等 人 的 贡

献，激励学生好好学习，奋发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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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思政教育目标 思政教育具体内容
思政教育相关教学融入点

相关章节 思政教育相关教学融入内容

辩证唯物主义教育

加强辩证唯 物 主 义 教 育，

传 播 科 学 精 神，引 导 学

生树立正确 的 思 维 方 式，

学会 用 辩 证 法 看 待 和 处

理问题

第一章　量子力学基础知识

宏观物体和微 观 物 体 的 联 系 和 区 别；波 粒 二 象 性、量

子力学基 本 假 设，正 确 理 解 量 子 力 学 理 论 的 自 洽 性；

德布罗意假 设， “类 比 法”；不 确 定 原 理；推 介 图 书

《上帝掷骰子吗———量 子 物 理 史 话》；科 学 史 话：２０世

纪自然科学三大成就

第二章　原子的结构和性质
原子光 谱，正 确 理 解 理 论 与 实 验 的 关 系；科 学 史 话：

介绍科学家对原子结构的认识历史

第三章　双原子分子的 结 构 和

性质

分子光谱、红 外 光 谱、拉 曼 光 谱、电 子 光 谱、光 电 子

能谱，正确理 解 理 论 与 实 验 的 关 系；科 学 史 话：介 绍

科学家对化学 键 认 识 的 历 史，简 介Ｌｅｗｉｓ、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Ｈｅｉｔｌｅｒ、Ｌｏｎｄｏｎ、Ｐａｕｌｉｎｇ、Ｈｕｎｄ、Ｍｕｌｉｋｅｎ等 人 的 贡

献，突出科学是不断发展完善的

第六章　配合物的结构和性质
核磁 共 振、电 子 自 旋 共 振，正 确 理 解 理 论 与 实 验 的

关系

第七章　晶体学基础 Ｘ射线衍射，正确理解理论与实验的关系

职业素养教育

加强 科 学 精 神 和 工 匠 精

神 教 育，培 养 创 新 精 神

和 创 业 意 识，使 结 构 化

学教 学 过 程 不 仅 是 引 导

学生 学 习 知 识 和 提 高 能

力 的 过 程，更 是 锤 炼 心

志和养成品行的过程

全部章节
通过对每一个 知 识 点 的 认 真 学 习，练 习 课 后 习 题，不

断提高学生能力，日积月累养成良好习惯

　　二是坚持理想信念教育，牢牢抓住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线，引导学生

立志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比如在学习量子

力学基础时，介绍普朗克、爱因斯坦、德 布 罗 意、

薛定谔、海森堡、狄拉克等人的贡献，尤其强调这

些科学家大多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就在相关领域做出

了突出贡献，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学习他们

坚实的理论基础、敏锐的观察力和洞察力、活跃的

思维方式以及不囿于传统勇于突破的科学精神。在

学习晶体 学 基 础 时，介 绍 晶 体 在 现 代 科 技 中 的 应

用，介绍国外对中国的 “卡脖子”技术，激励学生

树立高远志向，珍惜韶华时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努力学习。

三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讲述拉曼

光谱时，简介印度物理学家拉曼身处第三世界艰苦

创业，建立了有特色的科学研究中心，相关研究走

到了世界前列的事迹，激励学生端正学习态度，珍

惜时光，发愤图强。

四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教育，传播科 学 精 神，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思维方式，学会用辩证法看待

和处理问题。比如在讲授量子力学基本假设时，利

用实践论来证明量子力学基本假设的正确性，引导

学生正确理解量子力学理论的自洽性。量子力学基

本假设不依靠于任何其他数理基础而存在，量子力

学理论大厦就建立在基本假设的基础上，实验已经

证明量子力学理论的正确性，也就证明了量子力学

基本假设的正确性。又比如在相关章节中引入实验

技术的介绍，引导学生正确理解结构化学不仅仅是

理论知识，而是与实验技术密不可分的，其发展过

程中得益于实验技术和实验仪器的不断突破。

五是坚持职业素养教育，加强科学精神和工匠

精神教育，培养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使结构化学

教学过程不仅是引导学生学习知识和提高能力的过

程，更是锤炼心志和养成品行的过程。应用型高校

大学生的职业素养不仅包括专业知识和技能，还包

括职业道德、交往能力、实践能力、学习能力、创

新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等，其中专业知识和技能是

显性的职业素养，而职业道德、交往能力、实践能

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等是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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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业素养［１２］。职业素养需要日积月累才能形成，
在结构化学课程学习中，引导学生通过对每一个知

识点的认真钻研，及时练习课后习题，不断提高学

生能力，日积月累养成良好习惯。

３　优化教学方法，精心准备每一堂课

课堂是开展 课 程 思 政 教 育 的 主 要 载 体。课 程

思政的内容必须 通 过 有 效 的 课 堂 组 织、教 师 精 心

的讲解和 学 生 有 效 的 互 动 才 能 够 实 现 入 脑 入 心。
结构化 学 课 理 论 性 较 强，学 生 普 遍 有 畏 难 情 绪，
教师必 须 根 据 学 生 特 点 和 授 课 内 容 优 化 教 学 方

法，精心准备每一 堂 课，才 能 在 讲 授 专 业 知 识 的

同时有效开展 课 程 思 政 教 育。为 此，笔 者 在 结 构

化学课程教学中 不 断 探 索［１１，１３］，如 采 用 案 例 教 学

法、问题教 学 法、探 究 式 教 学、翻 转 课 堂 等。针

对每一堂课精心进行教学设计，从课堂导入、知识

讲述、课后复习等各个环节认真备课，在专业知识

讲述中合 理 融 入 思 政 元 素。同 时 及 时 更 新 教 学 理

念，应用 现 代 化 教 育 教 学 手 段，强 化 以 学 生 为 中

心，向校内外有经验的教师学习等，不断提高教师

教学能力。

４　强化第二课堂，贯彻全过程育人

课外第二课堂也是课程思政的延伸阵地，抓好

第二课堂，利用好课堂外时间，在实践中适时进行

课程政治教育，使课程思政教育的 “主战场”从课

堂扩展到课外，有效提升教育效果［３］。如教师可以

通过指导学生科技创新，针对某一课题利用结构化

学知识进行研究，或 经 过 查 阅 文 献 撰 写 科 研 小 综

述、调研报告等，拓 展 学 生 学 习 渠 道。比 如 结 合

学院每年一度 的 “化 学 节”给 学 生 布 置 如 下 课 题

“我最尊 敬 的 化 学 家” “对 量 子 力 学 发 展 史 的 感

悟”“从 晶 体 在 现 代 科 技 中 的 应 用 看 如 何 应 对 卡

脖子技术”等。通 过 这 些 实 践 和 课 题 可 以 引 导 学

生查阅文 献，深 入 思 考，提 高 学 生 的 综 合 能 力，
促进课堂内外的 有 效 衔 接，培 养 学 生 的 专 业 素 养

和科学情怀等。

５　注重教学效果，持续改进

笔 者 在 结 构 化 学 课 程 教 学 中 充 分 挖 掘 思 政 元

素，并恰当地应用到课堂教学与第二课堂中，极大

地提高了教学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极

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尤其是在教学中经常引

入 “科学史话”和 “现代科技”模块，介绍科学史

上著名人物的事迹和现代科技中量子力学和结构化

学的应用，大部分学生由害怕学结构化学转变为愿

意学和喜欢学。二是学生学习主动性不断提高，进

而极大优化了课堂秩序，学生听课积极性和认真程

度普遍提高，上课玩手机、说话和睡觉的少了，与

教师互动的多了。三是学生学习和掌握知识的能力

得到提高，作业独立完成度不断提高，过程考核发

现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不断深化，能够发

现问题、提出问题并积极解决问题。四是课堂教学

得到学生的肯定，学生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

学行为的正向评价不断增多。另一方面，通过学生

反馈，教师及时掌握学生学习情况，有针对性地进

行教学改进，从而实现教学相长。通过课程思政贯

穿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有力促进了既传授知识又

育人的目标的达成。

６　结语

课程思政既是一种新的教学模式，更是一种新

的教学理 念。要 做 好 课 程 思 政［１４－１６］，不 仅 要 求 教

师有丰富的专业知识，还要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家

国情怀。作为专业课教师，只有与时俱进，不断更

新教育教学理念，应用先进的教育教学手段，完善

学科知识，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真心回归课堂，在

教学过程中不断探索，勇于实践，才能实现全员育

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目标。

参　考　文　献

［１］　习近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

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人民日报，２０１６－１２－０９ （０１）

［２］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 的 意 见》［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２－２７）［２０２０－０７－２７］．ｈｔ－

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７－０２／２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８２５０２．ｈｔｍ

［３］　李文佐，彭婕．领导科学论坛，２０２０ （５）：９０－９３

［４］　谢兆辉，焦德杰，王 丽 燕，等．化 学 教 育 （中 英 文），２０２０，

４１ （１４）：７１－７５

［５］　陈晓姣．化学教育 （中英文），２０２０，４１ （８）：７７－８１

［６］　张树永．大学化学，２０１９，３４（１１）：４－９

［７］　展 鹏，蒋 小 飞，王 艺 铭，等．大 学 化 学，２０１９，３４（１１）：

６１－６７

［８］　王朝霞，罗千福，徐首红．大学化学，２０１９，３４（１１）：４５－

５０

［９］　潘 鹤 林，黄 婕，吴 艳 阳，等．大 学 化 学，２０１９，３４（１１）：

１１３－１２０

［１０］　焉炳飞，李文佐．云南化学，２０２０，４７（２）：１８２－１８４

［１１］　李文佐，刘绍丽．化工管理，２０１９ （３４）：３４－３５

［１２］　魏琳，郑强，戚迪明．现代交际，２０２０ （３）：２３－２４

［１３］　李文佐，刘绍丽．山东化工，２０２０，４９（１）：１７１－１７２

［１４］　魏明，史红霞，王梦婷，等．化学教育 （中英文），２０２０，４１

（１８）：２７－３３

［１５］　周惠燕，计竹娃，李卫宏，等．化学教育 （中英文），２０２０，

４１（２０）：７０－７５

［１６］　金天翔．化学教育 （中英文），２０２０，４１（２２）：２１－２４

·３３·２０２１年第４２卷第１２期　　　　　　　　　化　学　教　育（中英文）（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ｘｊｙ．ｃｈｅｍｓｏｃ．ｏｒｇ．ｃｎ）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ＬＩ　Ｗｅｎ－Ｚｕｏ１＊＊　ＬＩＵ　Ｓｈａｏ－Ｌｉ　１　ＰＥＮＧ　Ｊｉｅ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Ｙａｎｔ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Ｙａｎｔａｉ　２６４００５，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Ｙａｎｔ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Ｙａｎｔａｉ　２６４００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　ｎｅｗ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　ｎｅｗ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ｃｏｕｒｓ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ｏｐ－ｌｅｖｅ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ａｌ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ｏｐｔｉ－
ｍｉｚ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ｅｖｅｒｙ　ｃｌａｓｓ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ｌｙ，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ｙｉｎｇ　ｅｘｔｒａ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ａ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ｗｈｏ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ｃｏｕｒｓ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檲

ｒｅｆｏｒｍ

２０２１年 《化学教育》订阅通知
国家级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权威、客观、全面、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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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扫码订阅

有化学课程的地方，就应该有 《化学教育》期刊！
温馨提醒

（１）若留家庭地址，请保证居住小区有自己的信箱且正常使用，以便邮政投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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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保管并及时通知您取阅。

·４３· 　　　化　学　教　育（中英文）（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ｘｊｙ．ｃｈｅｍｓｏｃ．ｏｒｇ．ｃｎ）　　　　　　　２０２１年第４２卷第１２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