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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碳中和”目标和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背景下，本文以《碳中和材料与技术》课程为例，通过对课程内容和教学现

状的分析，提出了目前课程思政建设面临的三方面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结合反向设计、正向实施的教学改革实践，

从加强课程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融合、提高任课教师课程思政能力、培养学生课程思政观念以及完善课程思政评价

体系等四个方面阐述了课程思政设计和教学提升策略，以其达到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同向同行的协同育人目标，为高

校教育课程思政建设与教学提升提供一定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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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arbon neutrality" goa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 this paper takes the course "Carbon Neutral Materials and Technologies" as 

an example, analyzes the course content and teaching status, and puts forward three problems 

facing the curr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ourses. In response to these problems, 

combined with the teaching reform practice of reverse design and positive implementati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sign of courses and the teaching improvement strategy are expounded 

from four aspects: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courses with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mprov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bility of teachers, cultivating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cepts of courses, and improv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valuation 

system of courses,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vide some ideas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cours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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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之一，“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对于减缓全球变暖趋势、保护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1-3]。《碳中和材料

与技术》不仅涵盖了材料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前沿知识，更强调了在实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材料技术的创新与应用。通过对该课程的

深入学习，学生能够掌握低碳材料和技术的设计、开发和应用，为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贡献力量。

在“新工科”建设的大背景下，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将专业知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是满足国家和社会对高层次专

业人才需求的有效途径。通过将思政教育融入《碳中和材料与技术》课程，构建符合碳中和特色的教学模式和内容体系，并深入挖掘课

程思政元素，丰富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方法，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国家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激发他们对可持续

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一、教学现状与存在问题 

《碳中和材料与技术》主要内容包括：碳中和概念及发展历

程、全球碳中和基本路径、新能源与碳中和以及碳减排、碳零排

和碳负排技术体系。在能源革命浪潮中，新材料作为重要的国家

战略，能够积极有效地推进传统能源向绿色能源地转型发展，特

别是颠覆性新材料技术及其产业化，将对实现“碳中和”减排目

标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4]。对于新技术，主要包括能源绿色低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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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支撑技术；低碳零碳工业流程再造技术；城乡建设与交通低碳

零碳技术；CCUS、碳汇与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和前沿和

颠覆性低碳技术等等 [5]。实现“碳中和”目标不仅是我国推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新材料和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将

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目前我校《碳中和材料与技术》课程主要授课对象为博士研

究生。在教学大纲编写过程中，已经根据教学内容设计了诸多思

政内容。在教学方法上，采用讲授、互动式、讨论式等教学方

法，最大限度激发学生的思考 [6, 7]；在最终的考核过程中，采用了

文献调研结合读书报告的形式。然而，在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一

些问题。一是现有的课程评价体系侧重于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

而忽视了对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评价；二是教师虽然已经具备较

好的思政教育意识，但在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较单一，不能

达到预期效果 [8]；三是学生可能对课程中的思政元素缺乏兴趣，

认为与专业无关，影响了思政教育的实施效果。

二、课程思政建设策略

（一）加强课程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融合

课程思政并不是在课堂上生硬的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也不需要每

章每节都要融入思政内容。课程思政尤其是工科课程思政的关键在于

充分结合专业的特点，深入挖掘专业知识中的思政元素，并与当前的

时政热点及理论政策建立有效的联系 [9]。因此，在教学设计过程中，

可以从“碳中和”项目中挖掘思政元素，从课程内容中挖掘思政元

素，从学科前沿中挖掘思政元素，从法规政策中挖掘思政元素 [10]。

选择合适的思政元素，寻找合理的切入点，切实考虑思政元素和所讲

授专业知识之间的关联度，有效地将思政元素和专业知识进行有机融

合，将思政元素巧妙地融入到教学中，起到润物无声的效果。

（二）提高任课教师课程思政能力

在课程思政建设中，教师需担任核心角色，直接影响课堂思

政教育的实施 [11]。任课教师在上课时合理设计教学情境，将思

政内容融入课堂教学环节，不仅需要任课教师具备扎实的专业知

识，更需要具备过硬的政治素养。因此，教师要定期开展政治理

论学习，不断提高政治素养，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格局。其

次，高校应搭建起跨学科课程思政建设经验交流平台与机制，定

期组织不同学科教师进行课程思政教学研讨交流，同时邀请经验

丰富的课程思政优秀教师提供教学指导，帮助任课教师深入挖掘

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并且任课教师的课程思政育人能力。

（三）培养学生课程思政观念

思政教育工作能否取得较好的成效，关键是要让学生们认识到

思政教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最终目标 [12, 13]。

采用生动案例、自由讨论、角色扮演等互动性强的教学方法，提高

学生的参与度，激发学生思政学习的兴趣。运用多媒体和互联网资

源，开发在线课程和互动平台，使思政教育更加生动、形象和易于

接受，强化学生对思政教育的认知和理解。然而，只依靠课堂上的

工作远远不够，高校应通过开展有针对性的知识竞赛、问卷调查和

专题讲座等活动，对学生进行思政熏陶，将生硬枯燥的政治理论变

得栩栩如生，让学生在实践中体会和理解思政教育的现实意义。

（四）完善课程思政评价体系

构建一个科学、合理、有效的评价体系，不仅能够促进学生思

想和政治素质的提升，同时还能推动教师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不

断改进 [14]。在评价内容方面，《碳中和材料与技术》课程思政评价

应涵盖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教育两个方面。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

评价学生是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家国情怀以社会

责任感；在专业教育方面，评价学生对课程知识的掌握程度、实际

应用能力以及创新能力。此外，还应建立及时有效的反馈机制，并

将评价结果反馈给学生和教师。教师应针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对

学生在课程思政方面的优点与足进行总结，提出改进措施。

三、结语

为积极响应“碳中和”目标及新时代立德树人要求，本文对

《碳中和材料与技术》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现状进行了阐述，而

后从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融合、教师、学生以及评价体系四个

方面对《碳中和材料与技术》课程思政建设中及教学提升存在的

难点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应该从加强课程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

的融合、提高任课教师课程思政能力、培养学生课程思政观念及

完善课程思政评价体系等方面着手推动《碳中和材料与技术》课

程思政改革，培育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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