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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学教学中的思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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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学是化工及相关专业的必修基础课程，扎

实的基础知识对学生解决问题和培养创新能力具有

重要作用。在物理化学教学中融入了理想信念教育、
三观教育、生态文明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创新教育等

思政元素，让学生成为有理想、对社会有责任的化学

工程师。为此我们对物理化学教学确立以下三种层面

的教学目标并逐步达成：（1）初级目标：物理化学要在

先修课和后续课中做到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物理

化学的先修课为普通物理学、高等数学和一些化学

课，物理化学又是化学、化工、药学、生物、环境

等很多后续专业课的先修课。了解学生先修课的学

习情况，克服先修课学习中的障碍，为后续课打下坚

实基础是物理化学教学的底线要求，这是知识层面的

目标[１]。（2）中级目标：物理化学教学要符合学生的年

龄和心理特点：大学生处于青年期，青年期处于爱的

年龄，教师通过课堂教学、批改作业、讨论实践等各个

环节，通过肯定和鼓励学生，让学生认识和探索自己、
发展和超越自己，让学生获得安全感、价值感和成就

感，把懂得爱和完善人格作为物理化学在心理层面的

教学目标。（3）终极目标：物理化学教学要让学生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树立为国、为人

类幸福奋斗的理想，这是物理化学教学在信念层面

的教学目标。以上三个目标中，激发学生内心的爱

是最关键的，青年期是培养爱的关键期，教学中教

师以身作则，用爱摇动学生内心的爱，让他们内心爱

的种子生根发芽，一旦学生懂得爱，他们就会不断研

究自己，以学习各种知识为途径，终将完成为人类和

谐奋斗终身的使命。
一、物理化学思政教学目标及其教学融入点

（一）理想信念教育

物理化学的研究内容包括化学热力学、化学动力

学、结构化学。化学热力学研究化学变化的方向和限

度；化学动力学研究化学反应的速率与机理；结构化

学研究物质的结构与性能之间的关系。化学热力学具

有可能性，动力学具有现实性。物理化学的研究内容

对学生确立人生目标有很好的指导作用，针对离开

父母到大学的有些学生比较迷茫的现状，通过物理

化学学习中鼓励让学生确立自己的各种人生目标，

尝试各种方法来达成目标，尝试过程中，如果目标不

够贴合自己，就确立新的目标，如果方法不够有效，就

尝试新的方法，为此不断地研究自我，在目标—方

法—自我的探索中认识自己、探索、提升并超越自己、
成就自己。

奥斯特瓦尔德、范特霍夫、阿累尼乌斯三位科学

家是物理化学的“三剑客”，他们在科学研究中的不卑

不亢的探索精神，抗挫折能力以及做人的品行对学生

树立坚定的信念，完善人格也有很好的榜样作用；吉

布斯在物理化学中的贡献巨大，但是他对荣誉的淡薄

精神也值得大学生学习。
物理化学教学中始终贯穿理想信念教育，实现自

己人生目标的路上，给学生点亮心灯，做到坚定信念

且不迷失方向。
（二）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教育

作为化学、化工工作者，加强社会责任意识和个

人诚信意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

通过热力学第一定律，建立节约有限的能源，杜

绝浪费的责任意识；通过状态函数的特点，认识多渠

道解决问题的方法，认识人生价值的多样性；用阿累

尼乌斯公式认识温度对全球变暖的影响，分析不同地

区大气层臭氧层破坏情况，认识南极、北极海洋动物

的濒临灭绝，进一步建立环保意识；通过气-固吸附本

质、表面活性剂等知识，建立节约用水和减少水污染

的大局意识，作为化学工作者，一定要评估创造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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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环境的破坏，否则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残酷的毁灭性

后果。
（三）爱国主义教育

教学中不断厚植爱国主义情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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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劳修斯在卡诺定理的基础上，给出了热力学第

二定律数学表达式，克劳修斯又在克拉贝龙公式的基

础上，加一些假设推出克-克方程，克劳修斯的这种传

承精神对学生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发展有很好的

导引作用。很多公式的名称、催化剂的命名和物理量

的单位来自科学家的姓名，讲到相关内容时，鼓励学

生钻研探索，将来有成就时，可以用爱国意义的名称

来命名从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四）生态文明教育

自然界给了我们很多的物质，同时它也要求人们

爱护自然。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树立崇尚自然、尊重自

然的理念，切实增强学生投身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

感、使命感。
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开尔文表述对对生命系统也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热力学第二定律像无形的双手支

配着生命系统的运转，它表明了物质和能量循环是维

持生命系统得以运转的必要条件，为此让学生做到学

习生活要遵守四季自然规律，要劳逸结合否则得不偿

失，认识尊重自然规律就是尊重生命的道理；用稀溶

液的依数性来配制医学用生理盐水和葡萄糖水；溶胶

光学性质来设置安全信号灯颜色的由来。
（五）创新教育

加强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教育，培养创新精神和

创业意识，使教学的过程变为引导学生学习知识，培

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能力的过程。
等温等压可逆过程ΔG=Wf，由于生命系统中发

生的绝大部分化学反应、生理过程都是在等温等压下

进行的，因此对生命系统而言，吉布斯自由能就是生

命系统在等温等压下维持正常运转所需要的最小能

量。生命系统中的吉布斯自由能来自于自然界中的植

物，而太阳是生命系统吉布斯自由能的唯一来源。据

计算太阳每年入射到地球的大气层中的能量中约4%

被植物光合细胞吸收，在光合细胞的吸收的能量中只

有不到1%被植物转化为自身所需的吉布斯自由能[２]。
现在虽然利用太阳能的研究层出不穷，但是太阳能转

化为生产力还远远不够，资源的合理利用，热机效率

的提高都在呼唤人们的创新意识更上一层楼。
二、思政建设的教学效果

过去很长时间物理化学的教学经常以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活学活用作为教学目标，但收

效甚微，当物理化学的教学目标从传递知识的能力层

面，上升到思想信念层面时，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力

量是空前的高潮。学生的学习已经不是接受任务被动

完成，而是开始探索自我的路上，当教学中以激活学

生的爱的思政教育来指导，教学效果有了质的变化。
学生学习物理化学的感言：热力学第一定律启迪我们

不付出努力就很难一直收获。在学习和生活中，我们

要付出才会有收获，只有努力挥洒汗水才能不断进步

不断有新收获，新成长；物理化学老师在课堂上各个

方面的渗透教学，深刻地贯彻了思政课教学宗旨，让

我们在理科的学习当中也能明白人生道理。老师经常

会给我们留关于生活上的问题，让我们在除了思考学

业知识以外，也能对我们的人生规划有更多的思考。
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还安排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例如

叠爱心写寄语写目标，感恩节报答父母，期末考试做

好计划等种种活动，让我在完成任务的同时也进行了

人生思考，对我的人生有着很大的启发。
思政教育和物理化学教学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将

思政教育渗透到教学，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坚

定了学生终生学习的信念，提高了教学效果，而物理

化学的教学效果也是思政教育最好反馈。而物理化学

教学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想境界并提高到

信念层面，当学生学完物理化学将接受大量的专业课

的学习时，热爱专业课学习，将来学生根据自己的爱

好和社会需求能够独立面对和选择考研或就业，进一

步实现和完善自我，成为社会有用之材，这是物理化学

思政教育的真正意义，也是化工工作者必备得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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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Teaching of Physical Chemistry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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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such as ideal and belief educ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

tion,patriotism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education have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teaching of the Physical Chemistry

course,which has achieved good teaching results.The infilt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eaching

improves students' enthusiasm, influences students' ideological realm and reaches the level of belief. This is the real

mean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of Physical 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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