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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围绕教学大纲、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方面进行了《有机化学实验》的教学改革探索，

充分发掘了《有机化学实验》课程中蕴含的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并将其融入到课程教学中，发挥

其立德树人的功能，不断提高《有机化学实验》的教学质量，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合格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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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ching syllabus, teaching modes,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means for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 are focused and reformed in this article. The ric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ources contained in the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 course are fully explored, and they are 
integrated into course teaching, and play their roles in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 is continuously improved, and qualified tal-
ents are cultivated for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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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有机化学实验》是我校化学、应用化学、高分子材料、环境科学与工程、生物科学与技术等专业

的一门基础课程。《有机化学实验》是《有机化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获得感性认识、理论

联系实际、加深对有机化学基础理论知识理解的重要途径。作为一门独立开设的实践课程，《有机化学

实验》的目的和任务是使学生掌握有机化学实验的基本操作技术，培养学生能以小量的规模正确地进行

制备实验和性质实验、分离和鉴定制备产品的能力；了解红外光谱仪的使用；培养能写出合格的实验报

告、初步学会查阅手册和简单文献的能力；培养良好的实验工作方法、良好的工作习惯、实事求是和严谨

的科学态度[1]。《有机化学实验》也是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促进知识向能力转化的重要途径。 
我校是一所具有 120 多年历史的地方性师范院校，过去的主要任务是向广东省粤东地区培养合格的

中学教师。《有机化学实验》的教学大纲主要是针对师范生编写的。但随着科技的发展，“互联网+”模

式的广泛应用，伴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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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为此，我校提出了向新师范、新工科应用型大学方向发展的办学

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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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实施

课程思政，重新修订了各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方案。在此背景下，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变化，根据新

的人才培养计划方案，对各专业课程的教学大纲进行重新编写，改革不相适应的教学模式、方法和手段，

充分挖掘课程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把立德树人作为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适应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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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

实验》课程的教学改革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面临着诸多挑战。我们对《有机化学实验》课程的改革主要

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 

2. 与时俱进，编写新的《有机化学实验》课程的教学大纲 

作为地方性师范院校，师范类化学专业早年的人才培养方案是为广东省粤东地区培养合格中学化学

教师服务的。《有机化学实验》教学大纲也是针对师范专业编写的。随着师范生的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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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办学渠道，开设工科专业，并进行师

范专业认证和工科专业 IEET 工程认证，与此同时，国家提出课堂教学“大思政”战略，《有机化学实验》

旧的教学大纲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这些都迫切要求《有机化学实验》教学必须进行改革，重新

编写教学大纲。我校《有机化学实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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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化学专业、高分子材料

专业、环境科学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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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应用化

学专业强调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及权重，如表 1 所示。要掌握有机化学实验的基础知识、基

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为学习其它课程奠定基础(课程目标 1，对应毕业要求 1，见表 1)。具备运用基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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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化学实验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即学会运用有机化合物的分离、合成及结构表征的原理和方法，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课程目标 2，对应毕业要求 2，见表 1)。通过有机化学实验过程操作、实验结果分析及

讨论，树立安全环保意识，能够理解和评价有机物及其合成技术对环境、社会的影响(课程目标 3，对应

毕业要求 3，见表 1)。各专业都规定了《有机化学实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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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各章节及知识单元的课程思政要点、融入方式与

教学方法以及预期教学成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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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urriculum objectives and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of applied chemistry spe-
ci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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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掌握有机化学实验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

和基本操作技能及方法。 
1-2. 具有自主学习的习惯和能力。 

30% 课程目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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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具备运用基础有机化学实验的原理和方

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即学会运用有机化合物的

分离、合成及结构表征的原理和方法，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 
2-2. 能够独立完成有机化学实验方案的设计，

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解释，并结合理论进行

评价。 

50% 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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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实验过程操作、实验结果分析及讨论，树

立安全环保意识，能够理解和评价有机物及其

合成技术对环境、社会的影响。 
20% 课程目标 3 

3. 教学模式、方法和手段的改革 

传统的《有机化学实验》课程教学模式比较单一，主要是采用面对面的线下教学方式，更多采用填

鸭式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手段也比较少。上课前，让学生预习实验的内容。上课时，教师讲解实验的

目的和要求、实验原理、实验装置、实验步骤、实验操作技术的关键点和注意事项，包括实验安全问题，

然后让学生开始做实验，观察实验现象，填写实验记录卡；教师对学生的实验操作进行现场指导，更正

错误的实验操作；课后学生撰写实验报告，教学效果一般。学生预习实验内容更多的是流于形式，参与

课堂讨论问题较少，学生对所做实验内容不熟悉，甚至不知所措。随着科技的发展，“互联网+”模式在

教学上的广泛应用，尤其是 3 年新冠病毒疫情的大流行，加快了课程教学模式的转变，线上教学方式飞

速发展，教学方法和手段呈现多样化。后疫情时代，发展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成为可能。依托

我校慕课·学习通的教学平台，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组织教学。将教学大纲、教学日历和教案、当次

的教学内容、实验操作视频上传至教学平台上。课前预告预习教学内容，学生通过视频可以直观地反复

观看实验操作技能，充分发挥学生对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根据视频中提出的问题进行思考，做到心中有

数。上课时，以问题为导向，引导学生跟随教师的讲解步伐，对实验原理、实验装置、实验操作的关键

技术问题、实验注意事项和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的处理方法进行复述和思考，培养和调动学生主动

参与的意识，通过相关问题的回答来加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记忆，做到实际操作时胸有成竹。学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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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过程中遇到问题时，教师予以点拨，引导学生去思考，培养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对错误实验

操作及时纠正。学生如实记录实验观察到的现象，培养实事求是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有机化学实验》

是一门讲究效率的学科。根据历年来的统计数据，每个实验都规定了完成的时间。对提前高质量完成实

验任务的同学给予奖励，最后完成实验的同学负责打扫实验室的卫生。这些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与

教材提出的实验时间相比较，绝大多数实验的完成都节省了三分之一以上的时间。课后，学生按规定的

格式撰写实验报告，并在报告中回答实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总结实验的经验和教训，养成反思的习惯。

通过 QQ 群或微信群为学生提供解惑。对《有机化学实验》课程成绩的评定注重全过程的评价，按考勤、

课前预习情况、课堂表现、实验报告、期末理论知识考试和实验操作考试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这种教

学模式及其所采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既激发了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加深了对专业理论知识的理解，又

有利于学生掌握实验操作技能，提高了学习的质量，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实现了“教”与“学”的

双赢。 

4. 发掘《有机化学实验》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充分发挥立德树人的功能 

过去《有机化学实验》课程的教学实践只注重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实验技能的传授，对课程

思想政治教育缺少系统性的引领，没有充分发挥其立德树人的功能。《有机化学实验》要求学生掌握有

机化学实验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为学习其它课程奠定基础。具备运用基础化学实验方法

解决问题的能力，即学会运用有机化合物的分离、合成及结构表征的原理和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该课程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人文素养，培养学生的辩证唯

物史观，建立科学思维方法。通过实验过程操作、实验结果分析及讨论，帮助学生树立健康、安全和环

保意识，培养社会责任感。如：应用化学专业的《有机化学实验》课程，我们开设了 3 个验证性实验、9
个综合性实验和 1 个设计性实验，这些实验内容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比如：熔点、沸点的

测定以及萃取等验证性实验，每位学生进行同种实验所测得的结果不一定相同，因此，要求学生必须如

实地记录实验现象和结果，不能编造实验现象；在实验数据采集时，不能篡改或编造实验数据，培养实

事求是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有机物的制备属于综合性实验，同样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比如

制备正丁醚的实验，在浓硫酸的作用下，反应温度控制在 134~135℃，正丁醇发生分子间的脱水反应，

生成正丁醚；反应温度高于 135℃以上，正丁醇发生分子内的消除反应生成 1-丁烯，反映了内因与外因

的辩证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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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其产物的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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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实验时要控制好关键的反

应条件，也就是控制好反应温度。又如制备苯亚甲基丙酮和二苯亚甲基丙酮的实验，在氢氧化钠的作用

下，苯甲醛和丙酮在室温下发生缩合反应。丙酮中随着苯甲醛的滴入，丙酮过量时，发生质变，生成黄

色油状的苯亚甲基丙酮；但随着苯甲醛加入量的进一步增加，当苯甲醛过量时，再次引起新的质变，生

成淡黄色的晶体二苯亚甲基丙酮。实验操作顺序很关键，如果将丙酮滴加到苯甲醛中，由于苯甲醛过量，

生成的是淡黄色晶体二苯亚甲基丙酮，而不是黄色油状的苯亚甲基丙酮，这反映了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

系。苯甲酸乙酯的合成作为设计实验，要求学生的实验设计方案中包括实验的目的、要求，反应的原理，

反应装置，实验试剂和仪器设备，实验步骤和注意事项等。要求学生独立地设计出实验的实施方案，并

作可行性分析。然后通过实验去验证设计方案的合理性和假设的正确性。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有利于学生养成科学的思维方法，提升创新能力，形成初步的科研能力。无论是验证性实验、综合性实

验，还是设计实验，都涉及实验安全和实验产生的废弃物的处理问题。实验安全是一件大事，按事前、

事中和事后进行实验安全管理。实验前，学生必须穿好实验服，不准穿短裤、拖鞋和凉鞋等裸露皮肤的

服装；女生不能涂指甲油；不准将食物和饮品带入实验室；严禁在实验室内吸烟。实验时，实验操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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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在通风橱内进行，实验操作要求规范。实验药品按照药品类别使用专用的工具进行取用，遵守《韩山

师范学院危险品安全管理办法》《韩山师范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韩山师范学院实验室安全与环

保事故应急预案》和《有机化学实验室规章制度》等有关规定。实验结束时，整理好药品、仪器，擦干

净实验台面，恢复原状；清扫实验室，检查好水电气暖后方可离开。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按实验室

的相关规定处理。固体废物分门别类倒入指定的垃圾桶里，不得倒入水槽里；废液根据来源、组成成分

及其性质，分类倒入相应的废液缸里，避免废液发生化学反应而出现安全隐患。废液不能通过下水道排

放，以免造成下水管道腐蚀以及地下水源和土壤的污染。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安全观，提高环保意识，培

养社会责任感。 

5. 总结 

本文围绕上述三方面开展了《有机化学实验》的教学改革，挖掘了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

将其融入实验教学中，充分发挥立德树人的作用，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合格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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