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ocational Education 职业教育, 2024, 13(1), 66-70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ve 
https://doi.org/10.12677/ve.2024.131011   

文章引用: 李伟杰. 新时代地方高校有机化学教学改革的探索[J]. 职业教育, 2024, 13(1): 66-70.  
DOI: 10.12677/ve.2024.131011 

 
 

新时代地方高校有机化学教学改革的探索 

李伟杰 

韩山师范学院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广东 潮州 
 
收稿日期：2023年11月15日；录用日期：2023年12月29日；发布日期：2024年1月9日 

 
 

 
摘  要 

在新时代背景下，地方高校课程教学面临诸多挑战。本文围绕有机化学教学大纲，教学方法、手段和模

式等方面进行有机化学教学改革探索，充分挖掘课程蕴含的思政内涵，不断提高有机化学的教学质量和

学生学习的效果，为国家科技发展和民族的振兴培养合格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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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facing many challenges in teaching area. The 
organic chemistry syllabus, teaching methods, means and modes are focused and reformed in this 
articl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s contained in organic chemistry course are fully ex-
cavated, and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organic chemistry and the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 are conti-
nuously improved, and the qualified personnel are cultivat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nation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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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互联网+”模式广泛应用，尤其是

2019 年底突发的国际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肆虐，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高等教育领

域，带来教学模式的深刻变革。同时，国内互联网的普及，大学生获取信息来源日益多元化，受国内和

西方国家不良思潮的影响增大，其思想状况日趋复杂，出现价值观念扭曲，政治信仰模糊的状况。教育

是国之根本，是一个国家文化的体现，是培养人才的主要途径，是国家思想精神的传承手段，涉及到为

谁培养人才，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问题。在这样的新时代背景下国家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

校全面实行课堂教学“大思政”的战略[1]。对于地方高校来讲，还面临着招生和学生就业市场竞争日益

激烈的问题。为此，国家提出了地方高校向应用型大学方向转型发展的策略。作为有着 110 多年悠久历

史的地方性师范院校，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和突破自身发展瓶颈的需要，我校提出了聚焦党建、新师范、

新工科、潮汕文化和陶瓷及非遗文化，协同培养、协同创新、协同发展，建设成为教师教育特色鲜明、

创新服务能力较强、社会影响力较大的高水平本科应用型大学的办学方向。在此背景下，扩大办学渠道，

增加工科专业，并开展师范专业认证和工科专业的 IEET 工程认证工作。这些影响因素推动着我校课程的

教学必须实施改革，进行人才培养计划的修订，课程教学大纲的编写，教学模式、方法和手段与时俱进，

并充分挖掘课程思政内容，把立德树人作为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人

文素养高、实践能力强、善创新、具工匠精神、人格健全的应用型人才。因此，对我校有机化学课程的

教学改革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面临着诸多挑战。 
有机化学是研究有机化合物的来源、制备、结构、性能、应用以及有关理论和方法的科学[2]。有机

化学课程是我校化学、材料、食品、生物和环境等学科的重要基础课程。有机化学中有机物存在种类繁

多，官能团性质各异，立体结构抽象，反应机理难懂等因素，而且存在教学学时减少与教学内容日益膨

胀的矛盾，造成教师难教，学生难学的困难局面。以前在有限的课堂上，大都聚焦于专业知识的学习，

对课堂思政教育不够重视，缺少对学生系统化的价值观引领。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根据不同专业的要

求，有机化学的教学进行了分类改革。根据人才培养计划，我们围绕教学大纲，教学模式、方法和手段

进行了有机化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同时增加了课程思政内容，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立德树人的功能。 

2. 与时俱进，编写好有机化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教学大纲是根据教学计划的要求，反映课程在教学计划中的地位、作用，以及课程性质、目的

和任务而规定的课程内容、体系、范围和教学要求的基本纲要。它是实施教育思想和教学计划的基本保

证，是进行多媒体教学、教材建设和教学质量评估的重要依据，也是指导学生学习，制定考核说明和评

分标准的指导性文件。我校是地方性师范院校，早年有机化学教学大纲是针对师范专业编写的，主要是

为广东省粤东地区培养合格中学化学教师服务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旧的有机化学教学大纲已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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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学校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学校提出了向新师范、新工科的应用型大学转型发展的战略，进行

师范专业认证和工科专业 IEET 工程认证。以此同时，国家提出课堂教学“大思政”战略，这些都迫切要

求有机化学教学必须进行改革，教学大纲重新编写。我校有机化学课程教学大纲是根据不同专业的要求

来进行分类编写的。化学专业根据师范类人才培养方案，按照新师范和师范专业认证的要求来编写，强

调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及权重。要求掌握有机化学课程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操作技

能；具备运用有机化学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养成有机化学的学科素养；学会反思能力。应用化学专业、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和环境工程专业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按照 IEET 工程认证的要求进行编写，

强调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及权重，如表 1。比如：应用化学专业要求掌握有机化学的基础知

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和学习有机化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课程目标 1，对应毕业要求 1~3，见表 1)；
培养科学的思维和方法，具备运用有机化学知识去发现问题的能力，并运用有机化学的原理和方法去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课程目标 2，对应毕业要求 1~3，见表 1)；树立安全环保意识，能够理解和评价重

要有机化合物对环境、社会及全球的影响，培养整合知识的能力和创新思维的意识(课程目标 3，对应毕

业要求 3，见表 1)。每类专业都规定了有机化学课程选用的教材，教学的内容和课程目标的对应关系、

重点和难点及课时安排。课程教学方法，教学评价和依据，成绩评定的方法和所占的比重，评分的标准，

学生成绩的好坏与课程目标的达成度。 
 
Table 1.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urriculum objectives and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of applied chemistry 
specialty 
表 1. 应用化学专业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指标点 权重 课程目标 

1. 工程知识。具备应用数学、物

理、化学与化工基础科学理论和

工程技术基础知识的能力。 

指标点 1-1：掌握化学化工领域所需的物理、化学等基础知

识包括基本概念和方法，并能运用于解决实际的工程问题。 
指标点 1-2：掌握化学化工领域所需的工程基础知识和应

用化学专业的专业理论知识，包括基本概念和方法，并能

运用于解决实际的工程问题。 

50% 课程目标

1 和 2 

2. 实验研究。具备研究设计及执

行化学化工实验与仪器操作、分

析与解释实验数据的能力。 

指标 2-1：掌握与化学化工领域相关实验的基本原理和操

作方法。 
指标 2-2：能够独立完成化学化工实验方案的设计，对实

验结果进行分析，解释，并结合理论进行评价。 

30% 课程目标

1 和 2 

3. 工程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树立

安全、卫生和环境保护意识，能

够理解和评价化工技术对环境、

社会及全球的影响。 

指标 3-1：理解复杂化学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指标 3-2：能正确认识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重要性，具

有追踪新知识的意识。 

20% 课程目标
3 

3. 教学模式、方法和手段的改革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前，我们的课堂教学模式比较单一，主要是采用面对面的线下教学方式，更多

采用“满堂灌、填鸭式”的单一化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手段也比较少。以教师讲授为主，让学生参

与课堂问题的讨论和课堂习题练习较少。上课时辅助幻灯片、自制的教学模型或挂图，教师边讲边在黑

板上板书，中间穿插提问，引导学生进行相关问题的讨论，但学生的参与度不高，往往陷入自问自答，

在单位时间里讲授的课程内容也很有限。这种教学模式、方法和手段已经不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对课堂

教学的要求。随着多媒体技术在教学实践中的普及使用，教学方法和手段有所改进，组织课堂教学采用

PPT 课件，单位时间内讲授内容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根据有机化学教学大纲和总体目标，对每个章节

制定相应的具体教学目标，指出章节的重点、难点，并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设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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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教学方案，安排不同的教学形式，使每章节和每堂课的教学方法都具有针对性。如采用启发式、参

与式和案例研讨式等多种教学方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尤其是疫情爆发后，

乘互联网技术兴起的东风，停课不停学，发展线上教学。我们依托韩师慕课·学习通教学平台，有机化

学课程的教学采用线上教学的方式进行。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预先制作好教学视频或“教学内容

PPT + 音频”课件，复杂难懂的有机物分子结构、构象、立体化学和抽象的化学反应机理运用 ChemOffice
作图软件进行制作，并转化为 3D 图像或制作成三维动画进行推送，直观明了，可以反复播放，利于学

生的学习理解。建立试题、作业题库和其它资料库。制定课程的考核办法，学生课程成绩的组成、权重，

注重全过程性的考核。课前预告、预习教学内容，上课时在线签到，播放教学内容视频或音频，然后随

机互动解惑，案例讨论，课堂抢答或测评，并进行学情的全程监控，实时评估学生学习的情况，在线进

行作业的布置和批改等。课后学生可以反复播放教学内容视频或音频，通过微信群或 QQ 群进行课后答

疑辅导，学生还可以通过试题库的章节测试题进行练习测评，检验对章节知识的掌握运用情况等。在线

进行课程的期末考试、改卷，比较精准的分析学情，实现课程目标达成度的快速评估。采用全程线上教

学的方式，缺点是学生容易疲劳，有些学生专注力不够集中，思想开小差，缺少上课的温度。这种教学

方式比较适合于自控能力比较强、学习比较主动和注意力比较集中的学生。后疫情时代，我们恢复了线

下为主的教学方式，但仍然保留了线上教学的部分做法。采用线下教学，师生面对面进行交流更直接和

热烈，掌握学情更顺畅。将线上和线下教学方法结合起来，采用混合式、翻转课堂等模式组织教学[3] [4] 
[5]，课堂教学方法和手段更灵活和多样化，学生参与度更高。这些教学改革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4. 挖掘有机化学课程所蕴含的思政内容，充分发挥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 

以前在有限时间的课堂上，有机化学的教学大都聚焦于专业知识的学习，对课堂思政教育不够重视，

缺少对学生系统化的价值观引领。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形势，国家提出高校实行课堂思政教育策略，将学

生培养成为志存高远、德才兼备，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人才。化学是自然科学的中心，而有机化学是

研究最为活跃的化学学科。有机化学课程采用官能团为基础的编排顺序，以有机化学发展史为引领，有

机化合物的分类、命名、结构、性质、用途和制备为主线，要求学生掌握和运用有机化学的基础知识、

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及学习有机化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其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德育内涵和元素。在有

机化学的教学实践中，部分教学内容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来进行。抓住典型事件案例，推送其中蕴含的

思政内涵。通过报道重要的科技成果，优秀化学家的故事，结合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碰到的有关化学问题，

采用讲授和讨论相结合的方法，启发学生对学习的兴趣，激发学生对专业的热爱，培养科学的思维和方

法，增强环保意识，增强四个自信意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作贡献。 
绪论部分有机化学发展史的教学，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内容。从有机化学的产生，到生命力学说的兴

起，再到生命力学说的抛弃；从提出碳的四面体学说，到立体化学概念、化学键理论的建立及其微观本

质的阐明，无不蕴含着事物发展变化道路的曲折性而前途是光明的哲学思想，闪耀着德国化学家维勒等

众多科学家不盲从权威，不畏艰难的科学探索精神。凯库勒在睡梦中获得启示，提出了苯分子的结构，

说明科学的发现不是一挥而就的，需要有准备的大脑，具备不畏艰难、孜孜以求的优秀品质。从 1981 年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Woodward 组织 14 个国家 110 位化学家协同攻关，历时 11 年完成了有机合成领域

的经典之作–复杂生物分子维生素 B12的人工全合成[6]，再到哈佛大学 Kishi 教授研究小组历经 8 年，于

1989 年完成了在化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复杂天然产物海葵毒素的全合成[7]，昭示着科学研究道路的

艰巨性和长期性，体现了创新、协作、求实的奉献精神。以格氏试剂的发明人法国有机化学家维克多·格

林尼亚如何从“浪荡子”成长为“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为典型案例[8]，以史为鉴，增强学生学习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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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以我国药物化学家屠呦呦与抗疟疾药物青蒿素的故事为案例，勉励学生做事要有吃苦耐劳的奉献

精神，同时利于提高民族自信心[6]。 
以有机化合物的分类、命名、结构、性质、用途和制备方法为主线，组织教学活动的时候，明确结

构决定性质，性质是结构的反映，性质决定用途，蕴含着内因与外因辩证关系的哲学思想。比如：在浓

硫酸的催化作用下，正丁醇在 134~135℃时发生分子间的脱水反应，生成正丁醚，而在 135℃以上时发生

分子内的消除反应生成 1-丁烯，其结果是由正丁醇的分子结构(内因)决定的，不同的反应温度(外因)造成

产物不同，说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乙醇能够被酸性重

铬酸钾氧化，橙红色的重铬酸钾溶液被还原产生 Cr3+而变绿色，这是交警快速查处喝酒人员驾驶汽车而

使用的简易分析仪的设计原理，表明有机物的性质决定其用途，同时告诫学生遵纪守法，珍惜生命，谨

防酒驾。乙酰乙酸乙酯能够与活泼金属钠反应生成盐和释放出氢气，说明其含有活泼的氢；能使溴的四

氯化碳溶液褪色，说明其含有碳碳不饱和键；能与三氯化铁溶液发生反应变为紫色，表明其含有烯醇式

结构；能与羟胺反应生成肟，与苯肼反应生成苯腙，与氰酸或亚硫酸氢钠发生反应，说明其含有羰基。

这些性质均是其结构的反映[6]。又如吗啡、海洛因和杜冷丁既是镇痛药，又是毒品，具有成瘾性，告诫

学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学习卤代烃、醇、酚、醚、醛和酮的有关知识时，介绍有机卤化物、二噁英、

甲醛对环境产生的污染，培养学生对环境保护的意识，增强其社会责任感。讲授有机合成路线设计时，

介绍有机合成大师 Corey 提出的有机逆向合成分析理论[9]。从目标分子出发，通过倒推法，应用切割技

术，将目标分子分解成若干合成子，再根据合成子找到相应的简单易得的原料，以此培养学生的创新思

维能力。在教学过程中，穿插生产、日常生活和学习中碰到的化学问题案例，如食品添加剂问题，三聚

氰胺事件等，引导学生应用所学的有机化学知识去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告诫学生要遵纪守法，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5. 总结 

在新时代背景下，与时俱进，通过不断更新教学大纲，改革不相适应的教学模式、方法和手段，采

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方法和手段，挖掘有机化学课程中蕴含的丰富的德育内涵和元素，不断提高地

方高校有机化学的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的效果，为国家科技的发展和民族振兴培养合格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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