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课程/课堂名称： 化工原理

案例类别（划勾）：课程〔  〕 课堂〔 〕

主讲教师： 赵晓嫣 职称： 讲师

所 在 系： 化学化工系

授课专业： 化学工程与工艺 、制药工程

一、课程简介

化工原理是化工类及相近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必修课，

在化工类人才培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基础课程和专

业课的桥梁。它主要阐述化工生产中各单元操作过程的基本

原理、典型设备及过程计算。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旨在培养

学生用自然科学的原理讨论、解决工程实际问题有能力。课

程分上下两册，共 80 学时，5 学分。授课对象是化学工程与

工艺、制药工程二年级学生。

二、课程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当掌握化工生产中流体流动

过程、工业传热过程、吸收、精馏、干燥等化工单元操作的

基本原理，能进行单元操作的物料衡算、热量衡算以及平衡

计算。具有比较、选用和计算过程及设备的基本能力。具有

一定的工程设计能力，为未来的工作和后继课程的学习打下



基础。

（二）思政育人目标

借助化工原理学科发展史、科学家传记等素材，培养学

生家国情怀，渗透理想信念及科学精神。利用化工生产的特

殊性，培养学生环保、安全、法律道德等意识。

三、课程教学设计

（一）设计理念：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知

识传播与价值引领相结合。把知识教育与价值观教育、能力

培养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地培育学生，真正做到教书育人。

（二）思政育人主题与结合点：

1、逻辑思维能力培养

化工原理课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基本研究方

法，如流体流动机械能损失计算、搅拌、沉降、传热及传质

等单元操作中应用了量纲分析法；流体通过颗粒层的流动

（过滤）研究中、转子流量计测量流量过程等涉及数学模型

法；流体输送机械、传热、吸收、精馏、萃取等传质过程单

元操作涉及过程分解与综合法。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将这些方

法论与学生逻辑思辨能力培养和工程伦理教育结合起来，形

成了本课程的思政教学特色。

2、爱国主义、理想信念、使命感、科学精神

化工原理课程中涉及许多较为经典的经验公式，摩擦系

数和直管相对粗糙度与雷诺数之间的方程就比较多。顾毓珍

先生早年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入研究上述方程关系，得



到了著名的顾毓珍公式，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报效国家。苏

元复先生曾历经困难从德国带回精馏实验装置，直至 20 世

纪 80 年代末期，一直用该装置进行学生实验教学。这些典

型人物事迹能够用于学生爱国主义、理想信念、使命感和科

学精神的教育。

3、环保、健康、安全理念及法律法规意识培养

精馏、吸收和沉降等单元操作过程涉及环保、 安全理念

和法律规范等内容，化工过程废弃物排放有严格的规范，在

这些教学内容中渗透环保、健康和安全等理念及法律规范，

可以培养学生的环保、安全和法律意识。结合典型环保事件，

进行相关单元操作知识的讲解，并辅以相应国家法律法规的

介绍，完整实施对学生环保、健康和安全理念的教育，同时

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

4、绿色化工理念

精馏、吸收与萃取等单元操作过程中需要选择和添加溶

剂，同时这些单元操作都涉及废弃物的排放，环保、经济与

绿色是从事化工过程研究的科研人员努力追求的目标。这些

单元操作过程排放的废弃物包括废气（挥发性有机物）、固

体废弃物和废水，若排放不达标或违法排放势必造成环境污

染。我们借助典型环保事件加强学生的环保和法律意识，强

调化工过程绿色化的重要性，培养学生的绿色化工理念。

5、抗挫能力、工匠精神价值观

化工原理中的计算方法极其丰富，试差计算是多数单元

操作过程中常用的计算方法，试 差计算过程可以用于培养



学生的抗挫能力及工匠精神。同时，试差计算过程是不断趋

于真值 的过程，也可以用于培养学生不断追求、勇于探索

的精神。

（三）思政育人融入方式：

在课程教学中，采用隐性渗透式、课堂讨论式、启发式

等教学模式，在讲授知识的同时将德育元素和知识点进行渗

透融合，寓德于教。少数思政元素以专题嵌入的方式融入教

学过程。同时，结合现代教学技术手段，在 MOOC、翻转课

堂等线下教学中实施了课程思政教育。

（四）实例：

在精馏塔设计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熟悉板式塔的结构

设计，熟悉国家相关技术标准，包括精馏生产过程产生三废

排放标准及制图标准，培养法律法规意识；通过适宜回流比

选择，综合考虑回流比对设备费用及能耗的影响，深刻理解

化工生产中节能降耗、绿色化工、可持续发展的意义；通过

设计参数的反复调节验算，进行设备最优化，培养学生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和细致入微的工作作风。

四、教学效果

（一）案例开展的意义与价值

化工原理作为高校化工及其相关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

基础课程，具有较强的工程实践性，与化工过程密切相关。

思政案例教学激发和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在

潜移默化中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倡导和培养学生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学生的责任感，为



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教学目标添砖

加瓦。

（二）主要特色和成效

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先对学生进行化工原理专业

知识的讲解与分析。随后明确化学工业生产与制造对于当前

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而提出绿色发展的这一概念，并融合思

政教育的方法和原则为学生提供相应的教学服务。如，教师

结合节能减排的绿色环保理念对学生进行健康、安全的教学

内容创设。结合废物回收再利用的方法对学生进行化工领域

的有毒有害物品的二次应用教学。在这一背景下，学生对于

绿色、环保、和谐发展的认知更加深入，且对于未来化工行

业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趋势也会做出相应的了解和判断。对于

学生的未来职业道路发展与规划有着重要的意义，且能够不

断的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促进学生的职业道德，建立学生

的思想政治学习态度。

五、案例反思

化工原理课程有着较为丰富的德育元素，为使思政教育

贯穿化工原理课程学习的全过程，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提升教师自身课程思政和教研能力 教师只有强

化政治意识，提高自身的思想政 治素养和觉悟，拓宽视野，

创新教学方法，才能在进行知识点教学的同时，强化学生的

协同意识，与思政顾问和其他教师保持互动和沟通，针对课

程思政教育的经验和不足展开交流，取长补短，提升教学水

平。



（二）注重课程知识点与案例和问题的结合，开展思政

育人 化工原理课程涵盖较多的 单元操作过程， 离心泵的

选型过程可以培养学生的积极性；精馏塔和吸收塔等设备的

操作可以培养学生的团 队协作意识和安全环保意识；精馏

实验结束后的残液处置过程可以培养 学生良好的责任心。

（三）挖掘本学科历史和人物，培养学生的使命感

介绍这些科学家的事迹有助于 激发学生不畏艰辛、勇

于探索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使科学家的人生历程成为

激励学生奋发学习的动力，从而激发学生挑战学科前沿的勇

气， 培养学生的使命感。

（四）全方位融思政教育于课程教学，使其相互渗透

教师可以采用多种教学方式和手段将课程思政教育融

入教学。教师还可以从毕业要求、教学目标、课程大纲、教

学内容、考核方式等方面寻找结合点， 积累和挖掘思政教

学元素，丰富授课手段，实施多样化、渗透性和嵌入式的课

程思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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