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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智能移动设备强大功能和可视化教学的优势，结合化学实验课特点，对公共基础有机化学实验可视

化教学进行分析，结合实践对其应用进行举例，为化学实验课程教改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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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powerful function of intelligent mobile devices and the advantages of visual teaching, 
combining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emistry experiment course,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the 
visual teaching of public basic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 and give examples for its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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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ombination with practice, so as to provide beneficial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of chemistry 
experiment course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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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有机化学实验课是一门重要基础课程，是理论知识得到验证和深化的重要环节，对学生化学科学素

质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目前，高校公共基础有机化学实验课程存在学时不断缩减、教学模式单一、教

学内容多、教学效果不理想、学生学习热情不足的教学现状。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各种智能移动设备(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在大学生中应用，

强大的功能成为学生学习生活的一部分，并逐渐成为高校大学生进行移动学习的一种主要终端设备。在

当前教改研究中基于智能终端的移动信息化、可视化化学实验教学正逐渐成为热点[1] [2] [3] [4] [5]。因

此，我们如何充分利用可视化教学资源，发挥其在化学实验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将成为我们不得不思考

的一个问题。本文结合公共基础有机化学实验课程特点和基于智能移动设备的可视化教学实践进行介绍，

希望对公共有机化学实验课程教改提供有益的借鉴。 

2. 可视化有机化学实验教学的优势和必要性 

可视化教学利用视频、动画、图片等多种媒介，将抽象的事物或过程变成可见、清楚的呈现方法[6]。
已有研究表明，人们对信息的获取绝大部分是依赖视觉实现，占比可达 70%以上，这也是当下抖音、火

山小视频等各种流媒体大流行的主要原因。随着时代的变化，高校化学实验教学在方式、形式、内容等

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主要原因有：一是各种智能移动设备在学生中应用和普及，为各种新的教

学形式的出现提供了硬件基础；二是网络信息的爆炸式增长和前期积累的大量可视化资源素材为基于互

联网+学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三是社会生活的快节奏，使得人们的学习碎片化、外延化、可视化，知识

的学习已不仅仅局限在课堂或实验室中传统的面对面授课方式；四是新冠疫情下的线上教学培养了学生

利用各种智能设备进行可视化学习的习惯。 
在公共有机化学实验课程中应用可视化教学具有众多优点：1) 应用可视化教学，可节约大量时间，

可极大提高实验教学效率；2) 化学实验自身教学内容的特点，使得应用可视化教学能够更好的展示一些

实验教学细节，或在传统教学中无法展示的一些变化或现象，显著提高学生学习效果；3) 顺应时代需求，

借助实验过程和现象可视化这一方法，传统文字、图片教学，正在逐渐演变为图文视频并茂身临其境的

体验式教学，让学生实现核心素养和知识技能的共同发展。 

3. 智能移动设备在有机化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基于智能移动设备在有机化学实验可视化教学中的优势，在具体实验教学中可有以下三方面的应用：

实验教学资源可视化，实验过程和现象可视化，实验评价结果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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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教师实验教学资源可视化 

基于智能设备的强大可视化功能，在课前，利用各种教学平台发布可视化实验教学资源让学生进行

充分的可视化预习，摆脱传统纸质版实验教材束缚，为学生提前了解、掌握知识点，进而在具体实验课

程中充分熟练的应用奠定基础；同时，实验仪器、过程、现象、结果等以更形象直观和生动的形式展现

给学生，具有目标性、可预见性、可对比性，学生在动手做实验之前就能直观了解整个实验的过程，可

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对每个实验内容的理解和认识，帮助学生更好掌握实验教学中的

要点，优化教学过程，提升教学效果。课中，还可以将可视化教学应用于具有危险性、有毒性的化学实

验，或安全事故的讲解和处理，或大型仪器的演示教学，通过可视化视频、图片的强烈感官刺激，使学

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实现良好的教学效果。利用可视化教学资源的可重复使用性，在课上可以用各种智

能设备循环展示，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增强学生信心，提高学生实验操作练习的成功率，起到事半功

倍的效果。 

3.2. 学生实验过程和现象可视化 

智能设备在实验过程和现象可视化技术的主要应用一是可用于一些实验现象的细微观察，展现真实

而生动的化学反应过程，体会用无字文字无法传达的化学迷人魅力，探索微观世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化学学科素养。如有学者研究用智能手机用于相变类的实验，放大观察效果非常好，有效提高

了实验观察的准确性和效果[7]。再如我们教学团队利用智能设备和无线 WIFI 技术实现了无线可视化显

微熔点仪的研制与教学应用，解决了此类实验教学中的痛点问题，极大提高实验教学效率，显著提升教

学效果，减少新冠疫情下的卫生安全隐患。应用二是在公共基础课程由于实验课中学生人数较多，教师

虽认真讲授，并在课上不断在学生间巡视，但因为教师少，无法及时进行细致指导，所以，学生在做实

验时会凭感觉个人感觉做实验，实验结果的准确性、科学性无法保证。利用智能设备拍照、录像功能，

学生可以把实验过程中一些意外的、特殊的、好的实验现象拍照录像。学生间、师生间可以进行充分讨

论，避免了实验现象短，教师无法及时指导的弊端。也是培养学生形成及时认真记录实验现象的科研习

惯的好方法。 

3.3. 学生实验结果评价可视化 

可视化教学也可用于学生实验结果的评价。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课堂上所拍照片、录像的实验结

果和过程，在课后的各种教学平台，如微信公众号、超星、慕课等，进行师生间的互动讨论，巩固学习

效果，加深学习印象，使学生准确掌握实验操作技能[8] [9]。二是在实验报告上体现出实验结果，如把实

验产物、现象拍照形成报告，便于验证学生实验过程的准确性，避免个别学生为了单纯追求分数，在实

测效果不好时，而编造虚报实验数据和结果，切实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很好的督促学生认真实验，杜绝

学生课堂操作的散漫行为。三是学生可通过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把自己的实验经历、结果，以图片、

视频等可视化形式与外界进行交流分享，极大地增加了学生的自信心和围观者的好奇心，获得肯定，激

发学习兴趣。 

4. 结语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基于智能移动设备在化学实验中的可视化教学为实体教学起到了很好的辅

助和补充作用，并将成为必然趋势，在这一进程中如何充分发挥可视化教学的优势，让实验教学效率

得到提升，教学效果提高，教学效益得到优化，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优化课堂教学过程将成为重点教

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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