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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立德树人”是习总书记在百年校庆贺信中向哈工大全体教职工提出的新要求和新任务，是新时代“课

程思政”的主要目标。“课程思政”是高等院校在进行专业课教育的同时进行正确价值观培养、世界观

塑造的重要手段。本文针对创新实验湿地型生物燃料电池研制课程特点，提出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树立生态文明世界观为课程思政目标，采用线上线下相融合教学模式–线下课堂设定思政主题和导向，

线上利用微信群分享思政体会、利用腾讯会议研讨思政案例，促进学生自发进行“课程思政”学习。线

上线下融合的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在创新实验教学过程中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为高校实验课进行课程思

政提供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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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ilding strong moral character” is a new requirement and new task put forwar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to all the faculty and staff of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the centennial celebra-
tion letter, and it is the main goal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new era.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is an important means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ultivate correct val-
ues and shape the world outlook while carrying out professional course education. In view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novative experimental wetland-based biofuel cell development course, 
this paper proposes to promote the core values of socialism and establish an ecologically civilized 
worldview a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goals of the course, the combination of online and of-
fline teaching model-offline classroom se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mes and guidance, use We-
Chat group to sha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xperience online, use Tencent conference to discus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ases, and promote students to spontaneously learn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mode of online and offline integration has re-
ceived good teaching effects in the process of innovative experimental teaching, providing a new 
way for college experimental courses to carry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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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立德树人”是新时代高等院校教书育人的主要目标之一，“课程思政”则是实现立德树人这一目

标的重要途径，是创新实验课建设的重要课题，如何有效地将课程思政和创新实验课有机结合，打破创

新实验课教学的时空限制，进行适应新形势新任务下的教学模式改革尤为重要。线上线下相融合的课程

思政教学模式，是以互联网为基础，以“微信群”、“腾讯会议”为手段，利用线上线下相融合的课程

思政教学新模式、新方法，促进创新实验课程思政教学方法改革，改变知识尤其是课程思政传播手段和

模式，使学生参与课程思政知识传播，由知识和思政受体变为知识和思政供体，形成师生互动，共同思

政的新模式。 
实验教学是专业教学的重要组成，创新实验则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而开设的

新型实验课程，实验内容新颖紧密贴合前沿科学研究、实验操作相对复杂。湿地型生物燃料电池研制就

是这样的创新实验选修课，是以清洁可再生能源生产和转化技术为内容的实验课程，利用生物电化学、

电化学、生态学原理和方法将污水(生物质)中的能量转化为电能的技术。该创新实验在充分分析传统的能

源转化技术的环境生态成本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协调人类发展的能源需求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力在解决人类发展所面临的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问题。绿色、清洁、低碳是课程的主线，而碳达峰、碳

减排是我国能源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旋律，为此将构建“生态文明世界观”作为课程思政的目

标之一[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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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课尤其是创新实验课要求实验者之间的深度配合与合作，精准配合才能获得有价值的实验结果，

因此将课程内容和思政知识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优良品质，

作为思政知识点融入实验课程，提升专业核心价值，使思政知识点与专业实验教学内容深度融合，达到

润物细无声的思政效果[3] [4]。 

2. 创新实验课课程思政局限性 

2.1. 时空局限性 

创新实验是以解决实践、研究所面临的新问题和难题为背景进行的实验操作，是以实验室为场景进

行的学习活动。在时间上，四节课 180 分钟，实验操作占比在 90%，即使精心设计，课程思政的教学内

容也是有限的。因此课程思政从知识点到案例很难充分论述和深入展开，只能是点到为止，浅尝则以，

故而空洞乏味，很难吸引学生、激励学生。在空间上，即使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也为教学活动的场实

验室空间所局限，限制了学生的心理感受、情感分享和思政体验，难以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2.2. 创新实验教学特点限制互动性 

创新实验教学，由于其创新性，不具有传统实验教学，操作规范，实验流程固定的特点；创新实验

教学具有创新性，是以教师演示、指导，学生模仿操作实验，体验创新设计、创新研究思想，创新性实

验结果，采用一对一指导纠正实验操作错误的教学过程和教学模式。在操作实验的过程中，学生很难的

形成对课程思政内容的积极参与反馈，也很难形成有效群体互动；即使教师针对课程专业知识内容提出

相结合的思政知识点，考虑课堂实验过程组织序性–严格精准执行实验操作流程，也限制学生自由发挥，

偏离创新实验操作主线，进而限制学生深入触及社会相关热点及焦点问题，难以提升课程思政的深度，

不能触及学生灵魂，难以形成共鸣。 

2.3. 课程思政效果反馈及评价不准确和及时 

创新实验教学课程效果的检验，常常以现场实验结果、数据为依据判断学生实验操作的正确性和准

确性，并通过实验报告反馈学习效果；针对操作问题的纠正，指导，甚至提问很难以点带面，尤其课程

思政，个体差异性大，知识背景和成长经历限制，不同学生对课程思政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有很大的差

异性，很难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而课后实验报告中反馈的课程思政效果缺乏时效性，对课程思政

效果的检验是延时的，甚至是无效的。 

3. 创新实验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依据课程思政建设的基本原则：政治性与学理性统一，一个好的课程思政设计必须充分体现政治性，

才能实现立德树人的基本要求。结合具体实验课程内容设定课程思政目标，目标必须充分体现政治性，

符合我国治国理政的政治思想和政策、法规；要对学生的专业伦理观、专业价值观、世界观形成起到助

推做用，实现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建设者，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 
创新实验课程思政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学理性原则，必须有针对思政知识点的课程设计、并将有

效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贯彻于课程思政教学的始终。为此，在创新实验课程思政过程中必须采用先进

有效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根据课程内容进度，分阶段、有重点展开课程思政教育。 

3.1. 创新实验课程思政目标 

课程思政目标：弘扬“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优良品质，提升专业核心价值，树立“生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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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世界观”。 
创新实验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具有合作、友爱精神、互相配合完成实验操作过程。在实验台的搭

建过程，经过精心设计花时间和体力，多人协同完成基质填充，电极安装和植物配置；在实验数据测试

过程，更是需要两个同学的精准配合，获得有效的实验结果。发扬“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优良

品质，提升专业核心价值。 
依据创新实验课程特点——绿色、低碳、可再生，充分印证“生态文明思想体系”，通过课程学习

可以使学生深入体会“自然科学观、绿色发展观、整体系统观、全球共赢观”等“生态文明思想体系”

的核心知识点，进而充分认识：世界万事万物是联结在一起的有机整体，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整

个世界是一个生命整体，人在自然之中，人的生存与其他物种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其他物种的存在状

态关系人类的生存质量，形成生态文明世界观。达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

念。故而将树立生态文明世界观作为创新实验课程思政目标内容。 

3.2. 基于统一性和多样性统一思政知识点和思政案例案例设计 

为了实现创新实验的课程思政目标，选择准确的思政知识点和思政案例非常重要，在思政知识点的

选择上运用统一性原则，思政知识点紧密围绕思政总目标和具体章节目标。 
在湿地型燃料电池研制的第一节实验课程背景及原理介绍的章节，选择“自然科学观、绿色发展观、

整体系统观”作为思政知识点，使学生明确创新实验的目标是为了解决环境污染和能源短缺的问题，在

污水中回收能源，运用自然科学观、整体系统观，实现绿色发展。并选择相对应的案例，配合思政知识

点的领会。在第二节湿地型燃料电池组建章节，重点强调“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合作，精神，吃

苦耐劳、勤于动手、互相合作的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的课程思政设计在核心内容和核

心知识点生充分体现统一性的原则，不偏离政治性和课程思政的总体目标。 
同时在思政案例的选择上运用多样性原则，采用官方网站站上丰富生态环境、资源开发的视频和图

片在展示说明传统能源的资源环境问题的同时，展示新能的技术优势，通过线上学习，微信分享点评，

线上腾讯会议讨论等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强化学生对“社主义核心价值”和“生态文明思想体系”的深

度理解和认识。线上线下融合师生互学的课程思政学习模式。多样性材料和教学方法充分印证解读课程

思政知识点，使课程思政内容有血、有肉、有灵魂[5]。 

4. 线上线下融合的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探索 

在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今天，网络资源丰富，开放度和包容度高，利用互联网各类平台分享知识和

思想的手段方法多样，简单易操作，学生喜闻乐见，参与积极性高。为此形成以“微信群”、“腾讯会

议”等线上教学模式为手段，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线上线下融合的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线上形成以学生为

中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态文明思想体”为核心思政元素和思政知识点，利用“微信群”

进行思政知识点、思政案例、思政体会分享；利用“腾讯会议”对思政内容进行研讨。线下实验课堂教

学由教师主导，引领学生进行课堂课程思政学习，线下强调突出重点，紧密围绕当节课程的思政目标，

设定思政内容并给学生流出线上讨论分享思政内容的空间。线上线下融合的课思政教学模式如下图 1。 

4.1. 整合线上资源打破时空界限 

利用线上线下融合的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整合国内其他高校的优秀思政学习案例、国内外专业知识论

文和案例、整合国家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规划尤其是关于碳减排、碳达峰的新能源规划，形成更丰富

的思政知识案例库。深刻验证课程思政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生态文明思想体系”[6]，突破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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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mode of innovative experimental courses integrating online and offline 
图 1. 线上线下融合的创新实验课程思政教学模式 

 
课堂时空限制，形成课上课下、线上线下互动，随时随刻都可以进行思政知识学习，专业知识学习，营

造多空间、多渠道、多时间的思政学习模式和学习氛围。 

4.2. 线上分享思政知识和案例重新定位师生关系 

4.2.1. 学生思政的主体和中心 
利用线上微信群分享、腾讯会议反转课堂去教师中心化，改善学习生态，把课程思政重要时空和主

动权交给学生，为每一学生提供展示的平台，师生角色互换反转，以学生为中心，学生自学、互学、群

学，打破了教师为唯一知识源的传统知识传播模式，形成多源共享，多源互动的网络知识多向流动。每

一个学生都要利用微信群、腾讯会议上传分享专业知识和思政知识，线上线下融合的课程思政教学模式，

极大的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参与分享思政知识、讨论思政学习体会；利用线上教学实现全员参与，人人

有目标——紧密结合课上教师对思政目标的引领、有任务——学生亲自动手查找思政素材和案例、有责

任——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完成思政学习、点评和分享，形成主动思考、主动学习的思政学习状态。 

4.2.2. 教师组织和参与线上线下学习模式 
线下教师和学生面对面的交流指导，更直接、准确、有温度。指导教师在线下的课程教学过程中通

过引导——设定思政目标、指导——指出思政知识点、督导——检查线上线下学习效果；教师通过精心

分阶段设计的课程思政学习目标、知识点和设定学习模式来组织线上线下教学，通过设定的线上学习规

则来规范学生线上学习活动，使学生线上思政学习有目标，有规则、有边界；同时教师也是线上学习重

要参与者，为了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教师要对学生思政案例进行引导性点评，主动点赞，对腾讯会议大

学生研讨进行严谨的评价促进学生提高研讨质量。 
线上线下融合的课程思政教学模式使学生有更多时间独立思考自主学习提升思政学习效率和学习质

量。 

4.2.3. 科学评价思政学习效果 
利用线上线下融合的创新实验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及数据分析和测评软件支持，形成对学生学习效

果的科学评价，规避了仅凭借实验报告对学生进行思政考核，不及时不准确；通过精细设计线上线下课

程思政学习考核规则：针对设定课程思政目标的案例微信群分享次数，同学点赞率、学生对同学思政学

习资料的点评质量、优秀思政案例的转发下载次数及实验报告进行综合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这种评价

是以准确统计数据为基础，有学生参与的案例评价为依据，有下载转发为佐证，全面、深入、有效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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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习尤其是课程思政学习效果进行全面评价，形成了行之有效的考核评价体系。 

5. 结语 

创新实验课程思政是实现立德树人，培养高质量合格人才的重要手段。线上线下融合创新实验课程

思政教学模式，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有效分配线上线下课程思政教学的比例，线下教学提出目

标，设定要求，线上展开学习，充分有深度，形成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创新实验课程思政学习模式。

这也需要以后的实验教学中进一步完善和实践，提高可行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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