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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issues of current college students in physical chemistry experiment courses, such as 
decreased attention, insufficient learning interest, poor initiative, and doing experiment mechan-
ically, based on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hysics chemistry experiment course, accord-
ing to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experiences over the years, the authors have considered the teach-
ing process, and tried to adopt a topic-driven, combining learning with research teaching method. 
By using diverse three-dimensional teaching models, living examples, and cutting-edge scientific 
research, this paper aims to stimulate the interest in learning, to guide students to cooperate and 
explore independently, and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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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目前部分大学生对物理化学实验课程的重视程度不高，学习兴趣不足，主观能动性差，学生进入实

验室就是机械式地做实验等问题。根据“物理化学实验”课程的性质和特点，结合授课教师多年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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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育工作经验，笔者对教学过程进行了思考，尝试采用以课题驱动、学研结合为主的教学方法，适当

多元化立体的教学模式，生活实例以及前沿的科研成果，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领学生自主合作探

究学习，促进学生创新性思维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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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以及创新意识和实验能力的培养是“新世纪教改工程”中的人才培养的主

要宗旨。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在国民经济和现代化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1]。21 世纪人

类重视的信息、材料、能源、环境等重大问题都离不开化学。作为当代化学专业的大学生，除了要有广

博的知识和良好的创新意识外，还必须有扎实的实验基本功、良好的实验技能以及熟练应用现代测试仪

器与技术进行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活动的能力。物理化学实验是一门理论性、实践性和技术性都很强的

独立的课程，它综合了化学领域中各分支学科所需要的基本研究技术和研究方法，在化学专业实验课程

中占有重要地位[2]。物理化学实验课的教学如何主动适应时代要求，满足新世纪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培

养的需要，是必须研究和探索的课题。目前，物理化学实验课堂上更多的是重视验证书本上的知识和基

本操作细节等问题，使得学生对物理化学实验课的重视程度不高，学习兴趣不足，主观能动性差，学生

进入实验室就是机械式操作或应付实验。个别学生甚至不做实验，随意照抄其他同学实验报告。这些问

题必然导致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差、相关技能和知识不会融会贯通、综合运用各类实验技术能力差[3] [4]。
鉴于以上问题的存在，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新世纪，实验课程教学的改革势在必行。 

教学过程是通过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相互有效地互动配合实现的，因此教学方法在教学活

动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在《物理化学实验》的教学过程中，关注学生能力的培养，摒弃传统“填鸭式”

灌输的教学方法，采用多元化立体的教学模式，调动学习积极性，启发学生自主思考，以问题为导向开

展学习活动，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意思和科学思维方式。 

2. 采用“慕课”、多媒体等辅助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实验理论课采用“慕课”、多媒体等辅助教学，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直观、形象、信息量大的优

势，特别是新技术、新方法。实验理论课采用“慕课”、多媒体教学的方式，不仅可以使学生在课前

充分预习、做到心中有数、还可以使学习变的生动有趣，弥补仪器不足的问题。例如：通过课前观看

慕课，提前熟知实验目的、基本原理、实验仪器和操作步骤等内容。但要注意慕课往往与本校实际实

验的仪器和操作内容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注意区别差异。此外，利用线上仿真模拟实验提前演练实验

操作，使学生在实际实验操作时从容淡定，减少实验操作失误。这样一来可有效改变原实验教学中教

师提前准备实验，学生只做实验的模式，发挥学生能动性，尽可能让学生全方位的参与实验，让学生

在实验准备阶段，自己选择配套仪器、组装仪器、领取药品、配制溶液以及整理、打扫实验室，充分

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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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入课题式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的学习能动性 

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基于教育部理科化学教学指导委员会颁布的“化学教学基本内容”的要

求，采用探究性的课题式教学模式。比如，通过介绍一些化学领域最新前沿，新技术、新方法、新材料、

新仪器等，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对感兴趣的内容，自行查阅相关资料和文献，进行探究思考，通

过研究、讨论，给出合理的物理化学实验方案，结合我院现有实验仪器设备情况，教师协助配合安排相

关实验，力求实验操作性强、内容新颖，使实验基础课的内容能更好地适应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另外，

增设创新综合实验(特别是增设绿色环保的前沿化学实验)，目的是使学生实验创新思维得到充分的锻炼，

在实验内容方面，结合院里仪器设备的现状以及一些教师的科研课题，专门为学生设计一些创新实验。

实验内容包括多种实验方法和科研技术的综合应用，如高效电催化剂的合成，表征及性质测定等。这部

分内容需要认真思考，精心编排，通过创新综合实验课，真正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学科前沿的新知识和先

进的实验技术，提高相关知识和技能的能力，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总之，通过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注重学研结合和思维训练，有助于学生开展体验式的学习模式，

在自主思考、小组合作的过程中，学习知识，培养思维方式，发展与人协作的精神，锻炼科学研究的素

养，最终使学生在知识与技能、情感与价值观等方面得到全面的培养锻炼。 

4. 开展以学生为主体教学模式，全面培养学生综合素质 

传统的教学中，主要是老师主讲，学生相对比较被动地听，由于课前预习不充分，学生会出现听课

不集中、头脑僵化、困倦等问题，导致实验教授效果降低、学生实验操作不规范导致实验失败等问题。

古人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师除了完成传道受业的责任外，还要激发

出学生的学习潜能，要教会学生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策略和能力。因此，开发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

式，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改变学生被动的学习方式，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针对有些能引起学生兴趣的实验内容，采取模拟教学模式，由学生讲授、课堂讨论、教师补充的方式实

现对知识的接受与消化吸收，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学生会积极主动地去预习、搜集材料、掌握实验原理、

关键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让学生去了解实验知识的来龙去脉，可以引导学生去搜集一些关于物理化学

实验方面的科学名人的科研事迹，去学习前辈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思维，为学生们提供一些生

活中的应用实例，让学生在学习知识内容的同时，加深对基本概念的理解，体会知识的重要性和实用性。

另一方面，在进行角色互换的同时，可以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组织语言的能力，去理解学习的过程，

了解教师备课、授课的整个过程，感受教师在其中的努力，培养学生体恤和尊重他人的品质，达到情感

与价值观的教育目的。比如，可以让学生去了解中科院李玉良院士关于石墨炔材料方面的工作，介绍北

京大学李景虹院士在电催化方面的研究工作以及复旦大学陈军院士在储能领域的研究等等，这样拉近了

学生与科研世界的距离，让学生们了解当前科研的前沿方向和课题，去理解所学实验知识和技能的必要

性，增强学习的动力和兴趣。 

5. 结语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科技的进步，新形势下社会对大学生的要求也发生了改变，因此对教师的素质和

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教师的我们也要不断地去研究和摸索适合现阶段学生的教学模式，这是一

项系统工程。教学是以人为本，坚持学生为主体，尝试多元化的教学模式，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

性，使学生学会思考问题的方式，成为一个不仅具有扎实理论基础知识、并且具有独立思考和处理问题

能力，符合 21 世纪要求的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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