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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全课程已经成为当前教育界的共识。本文从有机合成发展的历史、著名化学家的

故事、典型的有机合成、有机合成路线设计和绿色合成等方面出发，去发掘有机合成课程中蕴含的思想

政治教育资源，使学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弘扬科学奉献精神，培养团结协作的

精神，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增强自信心，培养环境保护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为专业课程进行课堂

思政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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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has become a consensus in the education community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
cation throughout the entire courses.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organic 
synthesis, the stories of the famous chemists, the typical organic syntheses, the design of organic 
synthetic routes and green synthes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ources contained 
in organic synthetic courses are discovered. The students are guided to establish the view of di-
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romote the spirit of dedication to science, 
cultivate the spirit of unity and cooperation,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innovation ability, enhance 
self-confidence, cultiv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eness and enhanc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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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classroo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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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立德树人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全课程开展课堂思想政治教育已经成为教育界的共识和研究的热

点[1] [2]。在“大思政”背景下，专业课程进行课堂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专业知识的传授和思想政治教育

相结合已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挑战。有机合成课程是我校化学和应用化学专业的一门专业课。主要介绍

有机化合物的合成方法和反应机理。有机分子合成设计的基础知识和方法，为各类有机物提供分子的设

计、构建策略、合成途径和方法。官能团的导入、转化和去除，保护基团和定位基团的运用，有机化合

物的合成设计技巧；较复杂分子的合成路线的推导和合成技巧。有机合成是有机化学研究的主要方向，

也是有机化学工业依赖的基础，目前绝大多数有机物如炸药、染料、溶剂、助剂、高分子材料等，都是

通过有机合成方法制备获得的。有机合成是当前有机化学中最富有活力的一门分支学科，蕴含着丰富的

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我们试图从以下几方面去挖掘有机合成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 

2. 有机合成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元素 

2.1. 以有机合成发展的历史为例，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有机合成课程绪论部分开篇介绍了有机合成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历史。有机合成脱胎于有机化学，

其艰难曲折的发展历史始于 1828 年德国著名化学家 F. Wohler (维勒)发现无机物氰氨酸加热反应变成了

有机物尿素，随后醋酸、油脂和糖类等很多有机物被人工合成出来，最终导致统治半个多世纪的“生命

力”学说的破产，有机合成化学也迎来了大发展，许多有机化合物如雨后春笋般地被人工合成出来，迄

今有机化学家已经合成了几千万种有机化合物[3] [4]。有机合成是有机化学的核心，是一个十分活跃的研

究领域。它经历了初步探索期、随心所欲期、合成艺术融合期和创新功能分子时期。随着有机合成理论

和方法的逐步建立和发展，使有机合成成为医药、生物和材料等研究领域的基石，解决了人们的许多衣

食住行问题。有机合成的发展史，既反映了事物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充满了曲折变化，但前

途是光明的，道理是曲折的观点；也说明了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观点。这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哲学思想。 

2.2. 以著名化学家的故事为例，增强自信心 

格氏试剂是有机合成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试剂之一，它的发现者是法国著名化学家格林尼亚。格林尼

亚年轻时是个不学无术的浪荡公子，常年混迹于上流社会。但有一次受到年轻貌美的波多丽女伯爵的羞

辱，促使他痛改前非，发奋求学，跟着他的导师巴比尔从事化学研究工作，最终发明了格氏试剂，因此

获得了 1912 年的诺贝尔化学奖[5]。格林尼亚克服自卑心理而走向功成名就的故事告诉我们：有志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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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成。著名的“黄鸣龙反应”是中国化学家黄鸣龙的杰作，是对羰基还原为亚甲基的 Kishner-Wolff 还原

反应方法的创造性改进。黄鸣龙先生所取得的成就，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他不唯上，不迷信权

威，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中国化学家不断攀登科学高峰。 

2.3. 以典型的有机合成为例，培养团结协作的精神，培养科学创新能力，弘扬科学奉献精神 

有机合成作为一门科学对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它是向现代社会提供医药、农药、

香料、染料、纤维和仿生材料的基本源泉，也是合成新分子捕捉我们幻想和想象力的最具创造性的科学

领域之一。有机合成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许多经典的有机合成范例，如：Kishi 和 Armstrong 等[6] [7] [8]
对海葵毒素的全合成、Holton 和 Nicolaou 等[9] [10] [11]对紫杉醇的全合成、Hirama 等[12] [13]对甲藻毒

素 CTX3C 的全合成以及 Miyashita 等[14]对海洋生物碱 norzoanthamine 的全合成等，都是天然产物全合

成领域乃至整个化学科学领域的巅峰之作。 
马钱子碱是第一个被人们以纯品形式分离得到的生物碱。20 世纪 50 年代 Woodward 第一次经过 28

步反应以总产率 0.00006%成功地合成了此化合物，在以后的 40 年中无人能突破此工作。马钱子碱的人

工合成路线很复杂，产率很低，但其研究工作没有因此而止步。通过合成方法的改进，1992 年 Magnus
及其合作者经过 27 步反应以总产率 0.03%合成了此化合物。通过合成方法的创新，1994 年 Rawal 及其合

作者经过 15 步反应以总产率 10%合成了此化合物。这表明科学创新能力的重要性。 
1989 年美国 Harvard 大学 Kishi 教授等完成了海葵毒素的全合成，耗时 8 年。该分子有 64 个不对称

碳和 7 个骨架内双键，异构体数目多达 271 个，其毒性比河豚毒素还要大 10 倍。这是至今认为通过化学

合成的最大的天然产物分子。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只要理论上存在的有机化合物，均可合成出来，除

非你的操作技术有问题。抗恶性贫血药物维生素 B12 于 1948 年从生物体中提取出来，7 年后确定了它的

结构。1981 年美国有机合成泰斗 Woodward 组织 110 位化学家协作攻关，经过 11 年的努力并经 95 步反

应全合成了维生素 B12。B12 的合成被认为是有机合成发展的代表作。不仅体现了合成方法的创新，也表

明了研究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还体现了团结协作和乐于奉献的科学精神。利血平是一种用

于治疗高血压及精神病的吲哚类生物碱药物，Woodward 于 1958 年全合成了利血平，其全合成路线非常

复杂[15]。这个复杂的分子一共有五个环及多个手性中心，如何在保证手性的情况下合成这么多的环是个

巨大的问题。Woodward 通过透彻和理性的规划，对立体化学进行巧妙的调控，实现了立体专一的合成。

众多的合成工作采用的是通过引入刚性结构因素于分子中，迫使分子形成某个特定结构，他的这种首创

的思路现在已经变成一种研究的标准方法，体现了科学创新能力的重要性，使药物合成成为了一门艺术。 
牛胰岛素是牛胰脏中胰岛 β-细胞所分泌的一种调节糖代谢的蛋白质激素。1952 年英国生物化学家桑

格测定了牛胰岛素的一级结构而获得了 1958 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在所长

王应睐的组织领导下，与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科学家通力合作，在经历了多次

失败后，历时 8 年，于 1965 年在世界上第一次用人工方法合成出具有生物活性的蛋白质——结晶牛胰岛

素。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是科学上的一次重大飞跃，它标志着人工合成蛋白质时代的开始；是生命科学发

展史上一个新的重要里程碑，在揭示生命奥秘的伟大历程中迈进了可喜的一大步。同时，它也是中国自

然科学基础研究的重大成就。这也是有机合成发展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中国贡献，这一振奋人心的成就，

体现了不畏艰辛，团结协作，开拓创新，乐于奉献的科学精神，有助于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2.4. 以有机合成路线设计为例，培养科学思维能力 

有机合成是一门极具创造力的学科。有机合成路线设计是有机合成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它涉及反应

原料、反应步骤、反应条件、中间体选择、催化剂选择等方面。通过合理的设计和策略选择，可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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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的效率和产物的纯度。逆向合成法是有机合成路线设计的最简单、最基本的方法[16]。1967 年 Corey
首次提出并由此获得 1991 年诺贝尔化学奖的逆向合成分析理论，它是当今有机合成中最为普遍接受的合

成设计方法论。他的逆向合成分析学说被称为哈佛学派的代表，并与剑桥学派的生源合成学说一起成为

现代有机合成设计思想的基石。Corey 的逆向合成分析理论推动了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整个有机合成领域

的飞速发展。逆合成分析的基本思想是从分析目标分子的结构出发合理地利用各种反应来进行逆向推理。

也就是利用实际化学反应的逆过程来实现各种官能团的转换、产生或消去，或者实现键的断裂或形成，

从而得出目标化合物的前体——一个或几个新的化合物结构。这项工作需要反复进行，一直到推出的化

合物是指定原料或易得的化工原料或天然原料为止。逆向合成法是指在设计合成路线时，从目标分子出

发，从后往前倒推出目标分子的前体，并同样找出前体的前体，如此继续一直到达简单的起始原料为止。

实际上逆向合成法是合成目标分子的逆过程。如：治疗高血压的药物普萘洛尔的合成路线设计，采用逆

向合成法来分析。在倒推过程中，通过对目标分子的结构进行分析，将其复杂的结构逐渐简单化，只要

每步逆推合理，就可以得到一条合适的合成路线[17]。从目标分子到起始原料，经过的途径主要有两条：

一条涉及碳胳的变化(碳数增加、减少或改变碳胳)，即碳碳键的切断或形成；二是官能团的转换。从目标

分子出发，运用倒推法通常可以得到数条合理的合成路线，其最佳路线的确定需设计者依据自己的经验

和实践。这就需要设计者具有较强的综合能力，其中包括熟练掌握有机化学的基本反应，对反应的运用

及组合能力强，以及对化学品市场有充分的了解等。有机合成路线设计涉及到顺向思维、逆向思维、多

向思维和逻辑思维，通过演绎和归纳，辩证的分析、推理和综合而获得最佳的有机合成路线。这些都有

助于锻炼和提高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 

2.5. 以绿色合成为例，培养环境保护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 

传统的有机合成中有些反应原料对环境有害，使用的溶剂如二甲苯、氯仿等对环境有很大的污染。

因此，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是有机合成发展所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设计没有或

者只有尽可能小的环境副作用并且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可行的化学品和化学过程。这就要求有机合成使用

的原料要简单，反应条件温和，经过简单步骤，快速、高选择性、高效地转化为目标分子，强调对环境

友好、资源可持续利用，实现绿色合成。这不仅是对环境的一种保护，而且是对社会尽责的一种体现。

绿色合成作为当代有机合成发展的一个重要学科前沿，已成为化学发展的一个方向。强调在化学合成过

程中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同时提高化学合成的效率和产物的纯度。提倡使用环保的溶剂，如水、

乙醇、丙酮等。这些溶剂不仅对环境的影响小，而且可以提高反应的效率和产物的纯度。使用高效、高

选择性、低污染的绿色催化剂。在反应过程中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如采用温和的反应条件、可再

生的原料等。合成方法向芯片化、组合化、模板化、定向化、设计化、基因工程化、自组装化、手性化、

原子经济化和绿色化等方向发展；合成实验微型化和超微型化，达到节能、节材料、节时间和减少污染

[18]。这对实现环境保护，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总结 

从上述五方面出发，去发掘有机合成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将这些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中，使

思想政治教育如盐化水，润物无声，实现专业知识传授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为专业课程进行课

堂思政建设提供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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