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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谱光谱分析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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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高校实现立德树人任务的重要举措。专业课程的思政教育是高校课程思政改革的重点之一。
本文从育德目标、思政元素、教学评价方式等多个方面对色谱光谱分析课程的课程思政改革进行了总结，以期达到

全方位人才培养的育人目标，并为其他类似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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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指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
魂育人，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进大中小学思想

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１］。年轻人是祖国的未来，

而大学阶段，是很多年轻人即将告别学生生涯，踏入

社会的最后一站。因此大学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尤

为重要，它能帮助学生树立高尚的爱国情操，形成正

确的三观和健全学生的心智水平，培养出未来建设

祖国的合格之才。大学阶段的思政教育任重而道

远，不能仅仅依靠思想政治理论课，需要所有课程都

承担好育人责任。不同课程需根据自身的特点，设

计相应的课程思政方案，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于

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

同向同行，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形成协同

效应，以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２３］。

对于不同专业的学生而言，大学阶段的各种专

业课程学习是他们在大学阶段的主要学习内容之

一。对于专业课程思政工作的开展，相关教师应在

课程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实施课程思政

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法治观和正确的价值取向，增强

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提高学生的道德使

命感和责任意识，以达到与思政理论课协同共进，将

学生培养成拥有“四个自信”的优秀人才的目的［４］。

在此过程中，如何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专业知识

内容进行有机融合，并对课程思政效果进行合理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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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是目前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中的重点与热点

之一。色谱光谱分析是中国药科大学中药学专业的

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本文以该课程为例，对课程思

政要素如何融入色谱光谱分析课程的知识体系进行

相应分析和总结，也为其他专业课程思政内容的开

展提供参考。

#

　色谱光谱分析课程现状

色谱光谱分析主要采用光谱法或光谱法与色谱

法联用，通过不分离或分离的方式，测量物质的物理

化学性质的参数及其变化，以获取物质的化学组成、

成分含量及化学结构等信息的一门综合应用性学

科。色谱光谱分析是分析化学的重要领域，是仪器

分析的核心部分，也是同时代大量最新科技成果在

分析化学中的集中表现。与其他分析化学领域相

比，色谱光谱分析与药学学科和中药学学科关联更

为密切。

色谱光谱分析课程于２０１９年秋季开始在中国
药科大学正式开设，目前已经有５个学年的实践，目
前主要授课对象为中药学专业大二的本科生。该课

程主要讲授用于化学分析的各种现代色谱与光谱分

析方法的原理和应用技术，基本囊括了药学和中药

学学科基于分析检测为目的的所有常用仪器分析技

术与方法。通过该课程学习，学生能够了解和掌握

各种仪器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应用方法以及分析

仪器的工作原理，具备选择和应用恰当的分析方法

解决相关问题的基本能力，并为未来从事药学和中

药学相关工作奠定基础。色谱光谱分析课程教师团

队在近年来的课程思政建设中，围绕着中药学专业

的培养目标，不断地摸索与更新思政教学的形式与

内容，优化与改进色谱光谱分析课程思政建设模式，

以期达到预期的立德树人目标，见图１。

图１　色谱光谱分析课程思政建设模式

!

　色谱光谱分析的课程思政改革

２１　色谱光谱分析课程的育德目标
色谱光谱分析是一门既包含基础又强调应用的

课程，其中所涉及的每种分析方法都有其自身的理

论体系和应用范围，课程内容多且专业性较强。在

对该课程进行课程思政建设时，教学团队基于该课

程专业知识的特点，对其思政教学设计进行了改革，

对色谱光谱分析课程中的思想政治内容进行了充分

挖掘，综合考虑选择了与专业知识内容和背景契合

度较高的思政元素与事例，完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

有机融入，并通过引入多种教学方法和载体形式改

善教学效果，力图达到培养学生的使命感、责任感和

法治观，提高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增强学

生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的育德目标，将学生培育成

思想追求上进和专业水平过硬的优秀药学人才［５］。

２２　色谱光谱分析课程中思政元素的发掘（表１）
２２１　融合爱国主义教育，提高爱国热情和民族自
豪感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科研的竞争，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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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的竞争。分析仪器的进步推动了科学的发展。

到目前为止，涉及光谱与色谱仪器分析的诺贝尔奖

已达到４０多项。教师在色谱光谱分析绪论部分课
前推送思政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国内外相关分析

仪器发展现状的介绍，让学生了解科学仪器的重要

性和目前国际分析仪器市场的局面。尽管遭受到西

方某些国家的技术封锁和针对性打压，但我国的仪

器制造行业依然蓬勃发展，一大批科学工作者和科

技企业在不利局面下克服困难勇于开拓，研发并生

产了相关国产分析仪器，目前已拥有不少自主创新

品牌和专利技术［６７］。例如自２０１１年起，在科技部
“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的支持和鼓励

下，钢研纳克、聚光科技等仪器厂商陆续开始推出国

产化 ＩＣＰＭＳ、ＧＣＭＳ和 ＬＣＭＳ等产品［８］。在原子

吸收光谱部分，介绍我国自行研发生产的火焰原子

吸收光谱仪，在食品分析中的常见元素检出项方面

已经达到国际水平［６］。在质谱法部分，介绍禾信仪

器于 ２０２３年 ５月推出国产首台 ＬＣＱＴＯＦＭＳ仪
器［９］。课后通过线上课程发布了名为“我国国产仪

器制造行业崛起”的专题讨论，得到了学生的热情

回应与参与，相关回复总计２８１条。通过上述案例
的讲授，增强了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培养

了学生对我国科研发展的责任感和自信心，坚定了

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表１　色谱光谱分析课程中代表性思政案例

授课章节 教学内容 课程育德目标 课程思政融入点

绪论 国内外仪器发展应用

概况

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

族自豪感

对目前色谱光谱分析仪器的市场局面和我国相关仪

器制造行业蓬勃发展的现状和实例进行介绍

光谱分析法导论 光学史简介 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介绍墨子、沈括和赵友钦等中国古代科学家的光学

成就，加强学生对光与物质间相互作用方式的理解

紫外－可见分光
光度法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的类型

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民

族自豪感

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部分，介绍７２１、７２２、７５２等
国产仪器的研发过程

红外吸收光谱法 近红外与中红外 学习科学家的勇于开拓、

锐意进取的科学精神

介绍陆婉珍院士对我国近红外光谱技术研发所作出

的贡献

原子吸收光谱法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介绍我国自行研发生产的火焰原子吸收光谱仪

色谱分析法导论 色谱发展历史 学习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科

学态度

介绍卢佩章院士、陆婉珍院士和俞惟乐教授对我国

气相色谱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高效液相色谱法 高效液相色谱法的

应用

培育学生的法治观，增强

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介绍《中国药典》中高效液相色谱法的应用实例以及

它们在检查非法添加中的应用

质谱法 色谱－质谱联用 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

爱国情怀
介绍国产首台ＬＣＱＴＯＦＭＳ仪器的诞生

２２２　融合古代科技历史，弘扬传统文化和增强文
化自信

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也包括了我国古

代科技文明的发展历史。在分析仪器及其原理方

面，我国古代科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我国古代

的光学被公认为是古代物理学发展较好的学科之

一。教师在光谱分析导论部分，课前通过 ＱＱ和企
业微信提前推送了相关学习材料，让学生提前接触

相关思政内容。在线下教学时，通过讲述世界光学

发展历史的过程中，对中国古代光学成就进行总结

与讲授。西周时期，我国古人已经懂得了阳燧取火。

春秋战国时期，墨家学派的著作《墨经》中记载了著

名的“光学八条”，涉及影的形成、光线与影的关系、

光的反射特性和不同透镜反射成像等，这是２０００多
年前世界上最早的几何光学知识。淮南王刘安的

《淮南万毕术》一书则记载了冰透镜取火的实验，宋

代沈括所著《梦溪笔谈》一书中对小孔成像、凹面镜

成像等现象进行了准确的描述；元代赵友钦搭建了大

型光学实验来验证小孔成像，并被记载于《革象新

书》的“小罅光景”中。此外方以智、郑复光和邹伯奇

等科学家也都分别对中国古代光学的发展做出了贡

献，这些都是我国古代在光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１０］，

见图２。笔者通过上述介绍和分析，弘扬了中国传统
文化，增强了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激

发了学生的爱国情怀，加强了学生的文化自信。

２２３　融合著名科学家事迹，培养科学精神和正确
的科学态度

在我国的科学仪器发展史上，许多科学家为祖

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色谱分析

导论部分，教师首先在课前在线发布相关的思政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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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然后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色谱发展历史。自２０
世纪初兹维特发明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台色谱装置以

来，色谱技术已经涉及人类科学的方方面面，如人类

基因组计划以及各种组学技术都涉及色谱技术的应

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西方国家研制出了多种气相色
谱仪，并迅速在石油化工和药物分析等多个领域得

到广泛运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气相色谱研

究还是空白。卢佩章院士、陆婉珍院士和俞惟乐教

授等多位科学家为祖国色谱分析领域，特别是气相

色谱分析的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通过讲述上述

科学家们取得的科学成就并与专业课内容相关联，

让学生理解这些成果对于我国科学发展的重要性。

例如卢佩章院士带领团队建立了真空熔融气相色谱

法，可准确测定金属铀中痕量氩的含量，陆婉珍院士

和俞惟乐教授在气相毛细管色谱柱研发方面的贡献

等；通过介绍科学家的感人事迹，让学生感受到科学

家坚韧不拔、无畏险阻的科学精神和严谨求实、求真

创新的科学态度。课后笔者利用色谱光谱分析线上

课程发布了名为“学习老科学家的科学态度与品德”

的专题讨论，得到了学生的积极响应。通过上述群像

方式的思政案例设计，并与专业知识的高度融合，更

形象地让学生感受到了科学家们胸怀祖国，服务人民

的高尚品格，激励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强了学生对

建设祖国事业和勇攀科学高峰的意识和决心。

图２　中国古代光学成就简介［１１１２］

２２４　融合食品药品安全案例和国家标准，增强法
治观和使命感

高效液相色谱法是食品药品质量监控领域的常

用方法之一。在高效液相色谱法部分的教学过程

中，教师结合思政内容对其应用进行适当扩展。在

课前提前学习相关材料的基础上，一方面通过药典

标准中，高效液相色谱法在典型中药和西药质量控

制中的应用，让学生了解高效液相色谱法的应用特

点，明确分析方法与国家标准和相关法规之间的关

联，增强学生的法治观［１１］。另一方面，在方法应用

案例中引入非法添加事件。非法添加是目前食品安

全案件中的一类主要违法行为。食品安全问题与人

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息息相关，关系到经

济发展与社会稳定。通过整理苏丹红、三聚氰胺和

地沟油等非法添加事件，结合非法添加物检测方法

的相关文献导读，让学生在了解高效液相色谱法应

用范围的同时，认识到“四个最严”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强化学生对人民生命安全的责任感。笔者进一

步结合课后线上专题讨论等教学形式，鼓励学生从

多个角度对相关食品药品安全案件进行思考，进而

理解分析工作者所肩负的责任以及健全分析方法和

监管商家诚信的重要性。上述思政内容，增加学生

努力学习专业知识的热情，加强学生职业素养的培

育，强化学生的社会法治观和道德感，激发学生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在潜移默化中达到德育的目标。

２３　色谱光谱分析课程思政的教学方法和载体途径
　在专业课进行课程思政的过程中，教师即使

选择了合适的思政案例和融入方式，但如果缺乏合

适的教学方法和载体途径，也会对课程思政的教学

效果造成影响。在色谱光谱分析课程中的思政内容

主要采用了“课前素材推介－课堂讲授融入－课后线
上讨论”的模式。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色谱光谱分

析课程的思政元素引入常以“专题嵌入式”为主，笔

者采用讲授式教学法进行，部分内容也会辅以 ＰＢＬ
教学法等其他方式［１３１４］。在载体途径方面，色谱光

谱分析课程基于超星在线开放平台，建立了色谱光

谱分析的线上课程。一方面，色谱光谱分析课程借

助ＱＱ，企业微信、学习通等软件在课前进行了思政
材料的推介和互动；另一方面教师通过线上课程在

线发布相关思政案例相关的论题，学生通过学习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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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ｐ等方式进行线上专题讨论。但总体而言，色谱
光谱分析课程在教学方法和形式上还有改进的空

间，以达到更好的思政教学效果。

２４　色谱光谱分析课程思政的教学成效
系统客观评价课程思政的教学成效，是进行课

程思政教学总结与进一步优化课程思政教学的重要

保障［１５］。对于色谱光谱分析课程思政的教学评价

方式，教学团队从学生反馈、同行评价和自我评价三

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与总结，三方面占比分别为

４０％，３０％和３０％。学生反馈意见的调查方式为向
应届中药学专业学生发放调查问卷，并建立相应的

得分量化方式，结果见图３。首先赋予每题相应权
重值，再给予每个选项对应分数。将每题的问卷结

果，即不同选项学生占比分别乘以对应分数后相加

即得每题分数，各题得分乘以权重值后相加即得最

终学生反馈综合评分，最后综合得分为８３，表明学
生反馈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良好。

从观点正确积极、德育目标明确，教学准备充

分、课程思政融入、思政案例丰富、教学方法多样、教

学形式多元、讲授效果良好、学生反应积极和课后回

顾总结十个方面形成了同行评价表和自我评价标

准，由两位资深教师分别打分，平均分数为９０。参
照该标准，自我评价分数为８５。按照各方面权重值
代入计算，最终课程思政的教学成效评价分数为８６
分，表明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良好。该评价模式也为

仪器分析类课程思政教学的评价方式提供了参考。

Ａ 序号 题目 题目分数占比 选项 各选项得分

１
你认为本学期色谱光谱分析的思

政内容对你的思想政治素养提升

效果是否明显？

３０％

Ａ明显 ９５
Ｂ比较明显 ７５
Ｃ一般 ５５
Ｄ不明显 ３５

２
你认为本学期色谱光谱分析的思

政内容是否重要？
３０％

Ａ重要 ９５
Ｂ比较重要 ７５
Ｃ一般 ５５
Ｄ不重要 ３５

３
本学期色谱光谱分析课程中思政

内容的切入是否自然？
３０％

Ａ自然 ９５
Ｂ比较自然 ７５
Ｃ一般 ５５
Ｄ不自然 ３５

４
你认为色谱光谱分析中思政内容

的时长是否合适？
１０％

Ａ不够 ４０
Ｂ合适 ９０
Ｃ太长 ４０

５
你认为本学期色谱光谱分析中思

政还需要在哪一方面加以改进？

Ａ增加思政课程案例
Ｂ丰富教学手段
Ｃ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
Ｄ增加线上教学的比例

Ａ．调查问卷及其得分量化方式；Ｂ．学生反馈意见结果
图３　学生反馈意见的调查问卷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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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学生与同行对色谱光谱分析课程思政的建议
课程思政是日常教学中的一项长期工作，需要

不断地提升与改进才能达到更好的育人效果。根据

学生对于调查问卷的反馈，部分学生建议在色谱光

谱分析课程思政的教学中，采用更丰富的教学手段

以及增加更多的课程思政案例，这也与两位同行教

师的评价基本一致。在未来的课程思政教学过程

中，本课程拟采用丰富教学手段，融入更多的数字化

与信息化元素，如结合 ＭＯＯＣ课程、虚拟仿真系统
和知识图谱等线上教学资源，并采用翻转课堂等灵

活的教学形式，同时进一步增加相应的思政教学案

例，构建色谱光谱分析课程的思政案例库，以达到更

好的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此外，本课程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评估学生对

色谱光谱分析课程思政的满意程度。所使用的问卷

还存在着形式稍显简单、部分题目设计不够科学等

问题，导致所反馈的有助于课程提升的信息较为有

限。在此后的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笔者将进一步

优化调查问卷的形式，丰富题型和题目数量，从多角

度综合评估学生对课程思政的感受，从而获得更多

有助于课程提升的有效信息。

"

　总结

课程思政是高校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中各专业课程的思政教育与思政理论

课同向同行，协同共进。色谱光谱分析是一门以讲

授分析方法为主的专业基础课程，该课程目前在思

政教学方面已取得了良好效果。在后续教学过程

中，授课教师将进一步提高自身政治素养，丰富思政

教学手段，深入挖掘思政案例并与色谱光谱分析课

程中的专业知识内容进行有机融入，使学生在接受

专业知识的同时促进其价值观的塑造，使他们深刻

理解自身肩负的社会责任，激发学生树立崇高的理

想，以达到立德树人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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