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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general chemistry course faces many problems, such as single teaching method, low 
participation of students in studying, and heavy teaching tasks with less class hours. Guided by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innovative talents, constructing network teaching platform can be used to 
solve these various problems, based on smart teaching tools such as Rain Classroom and Superstar 
Pan-ya. With the help of the network teaching platform, the online-offline hybrid teaching model 
was applied. “Preview-classroom learning-review-expanding” learning system was established. 
Students’ subject position in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lassroom was enhanced.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class hours of general chemistry course was alleviated. The use of network teaching 
platform also caused the method of procedural assessment more diversified and more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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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培养高素质创新性人才为导向，针对目前普通化学课程存在的教学手段单一、学生参与度低、学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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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等多种问题，提出可利用超星泛雅、雨课堂等智慧教学工具建设网络教学平台来解决。通过网络教学

平台，实行了线上–线下混合的教学模式，构建了“预习–课堂学习–复习–拓展”的学习体系，提升

了学生在课堂内外的主体地位，缓解了普通化学课程学时不足的困境，并且形成了兼具过程性、多样性、

科学性的成绩评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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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普通化学课程是高等院校特别是理工科院校，面向大一新生开设的一门公共基础课程。该课程主要

是使学生们在掌握一些化学反应基本原理、化学平衡、电化学原理以及物质结构的基础上，树立较为全

面的化学观点，初步具备分析解决与化学相关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思维以及创新和

实践能力，为今后的学习及工作打下必需的化学基础。 

2. 普通化学课程的重要性及面临的问题 

近些年来，学科之间交叉渗透愈发密切。而化学与大到全球变暖、能源枯竭、环境污染等等困扰全

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小到人类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面向非化学化工类

专业开设的普通化学课程在人才培养，尤其是复合型高素质人才培养方面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但目前高校的普通化学课程存在学时短授课内容多、教学手段单一、学生参与度差、重视程度不够、

成绩评定不合理等诸多问题[1] [2] [3]。如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处理好学时少和任务重之间的矛盾；

如何发挥普通化学课程特质，摆脱“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培养出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依

旧是普通化学教学中所面临的艰巨的任务。 

3. 普通化学课程的改革与实践 

近年来，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拓宽了我们获取知识的渠道、丰富了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尤其是超

星泛雅、雨课堂等智慧教学工具的快速发展，大大方便了网络教学平台的建设[4] [5]。借助这些智慧工具

建立具有特色的网络平台，形成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是解决以上问题的一条可行性路径。 

3.1. 借助网络平台建设，构建“预习–课堂学习–复习–拓展”学习体系 

预习有利于开拓听课思路，提高听课效率，培养自学能力，对学生的学习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

目前大学生中做到课前预习的比例较少。这一方面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引导和监督，另一方面是由于面对

大学课堂庞大的知识量，很多学生觉得无从下手，难以做到有效预习。我们在实际的教学中，将课程中

的重点难点内容制作成相应的 ppt 课件，上传到网络平台，同时配合以启发性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

通过 ppt 课件去预习，让学生对课堂做到心中有数。 
授课过程中，在理论讲授的基础上，通过网络平台的课堂投票功能，针对学习中的重点和难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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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环节，根据学生的投票结果，实时掌握学生对重点知识的理解程度。通过提问持不同投票答案的学

生，摸清学生理解出现偏差的原因，及时对授课内容进行调整，确保授课具有针对性。 
大学课堂知识含量大，相对高中课堂几何倍数增长，特别是刚到大一的新生较难适应。因此，部分

学生存在课堂上跟不上进度，课后复习难以开展的问题。教师根据授课的重点难点，按照知识点的分类，

提前将录制好的微课视频上传到网络平台上，方便学生进一步加深对重点难点的理解和把握，有针对性

的进行复习，从而起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传统教学模式下，“课堂理论讲解 + 课后作业练习”的形式已经不能满足新形势下应用型、创新性

人才的培养需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应用能力成为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一环。在“复习”之后增加“拓

展”这一环节，可以很好的开拓学生知识面，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以及解决事情

的能力。在此环节中，可以设置一些拓展性话题借助网络平台与学生展开课下讨论。问题的设置具有综

合性和拓展性，需要学生在课堂理论学习的基础上，课下查找资料，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提出相应的解

决方案。比如在讲解沉淀的影响因素时，提出与普通化学实验相关的实际问题――“可以采用什么样的

方法治理‘锌粉置换硫酸铜反应热的测定’实验后的废液？”。学生首先需要判断出废液中的污染物是

铜离子和锌离子，反应后浓度范围大概为多少？需要查找铜离子和锌离子的排放标准为多少？再根据课

堂学习的沉淀反应，选择合适的方法，上传到网络平台，老师在平台上与学生一起展开讨论。此过程中，

老师可以因材施教，给予针对性的引导和评价。对于程度比较低的学生可以指导得出初步的方式方法即

可，对于学习基础扎实，求知欲强的学生可以引导得出几种处理方法，并比较优缺点，甚至引导学生进

行最优实验条件的设计和探索。在整个过程中，学生的自学能力、文献查阅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创新

能力都能得到锻炼和提升。 
借助网络平台，可以实现以上各个环节的有效开展和监督，补充了单纯“课堂学习 + 课后完成作业”

的不足，最终形成了“预习–课堂学习–复习–拓展”较为完备的学习闭环。 

3.2. 借助网络平台，提升学生在课堂内外的主体地位，提高学习兴趣 

普通化学一般都是采用大班授课的模式，传统的教学模式下，教师和学生难以产生有效的互动，学

生参与感低，主体地位不明确，学习兴趣不足。借助网络平台可以实现课堂内外老师和学生的互动交流，

提升学生在课堂内外的主体地位。比如课堂授课中，以投票的形式，老师发布问题–学生选择答案–老

师接收答案掌握学习情况–学生代表回答自己选择答案的原因–老师针对性的调整授课内容。学生参与

到课堂教学环节中，自身的主人翁意识增强，学习兴趣得到提升。在课后的拓展环节，更是以学生为主

体，老师为辅助，网络平台是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媒介和桥梁。只有转变学生的学习观念，让学生变成学

习的主体，体会到学习的乐趣，才能对学习产生兴趣，从而更有效率的主动学习。 
在预习、课堂学习、课后拓展环节我们均提到了用提出问题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参与感，提升学生

的主体地位。在问题的设置方面要注意同一知识点在不同环节应有“易到难”、“理论到实践”、“书

本到拓展”的差别。同时，对于专业不同的授课群体最好做到问题的设置与专业结合，否则很难引发共

鸣，而使互动讨论形同虚设。比如：面向能源、动力相关专业的学生讲授热化学部分时，在预习环节，

可以提出“什么是焓？”，“怎样计算化学反应的焓变？”等紧贴课本理论内容的问题；在课堂投票的

环节，可以提出“单位质量的液氢和水合肼，哪种火箭发射的燃料提供的能量多？”这样的问题来检验

学生学习的效果，同时问题与专业结合，能更好的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课后拓展环节，可以进一步

启发学生思考，提出“为什么水合肼被液氢取代，退出了火箭燃料的舞台？”的问题，引导学生不仅仅

局限于从热化学的角度思考问题，可以自己查找资料，从反应速率、安全因素、经济成本等等多种方面

去思考，从而达到拓展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目的。 

https://doi.org/10.12677/ae.2020.102029


夏鸣 等 
 

 

DOI: 10.12677/ae.2020.102029 177 教育进展 
 

3.3. 借助网络平台，缓解学时不足的困境 

培养品学兼优的高素质创新性人才是当今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打牢扎实的理论基础的

情况下，将课程思政的元素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融入授课过程中，是新时代的老师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也是普通化学课程需要面临的改革。同时，很多高校都在上一轮学分调整中对普通化学课程的学时进行

了削减，目前多个高校的普通化学课程都面临学时少任务重的问题[6] [7]。在这种形势下，想把思政元素

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融入课堂授课中，更显得普通化学课程的学时捉襟见肘。借助网络平台，可以一定程

度上弥补学时不足的问题。教师可将课堂上受学时限制，未能展开讲解的材料，上传到网络平台，供学

生课前或者课后细致学习。比如：在讲解原电池基本原理时，我们希望融入思政元素，通过介绍原电池

的发明史，对比伽伐尼和伏打两位科学家在其中所做的贡献来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但受学时

的限制，课上很难再拿出单独时间讲授原电池的发明史。借助网络平台，可以在课前将此部分的文字材

料上传，供学生提前学习，课堂上仅采用提问的形式帮助学生体会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的重要性即可。

这样做可以进一步提高课堂效率，从而缓解普通化学学时不足的困境。 

3.4. 借助网络平台，形成更为合理的成绩评定方式 

目前，成绩评定的方式趋向于多样化、过程化、科学化[8]。一张考卷定胜负的成绩评定方式早以不

能满足人才培养的需求。但对于普通化学这种大班授课的课程，一名老师需要同时面对几百名学生，老

师很难公平有效的给出平时成绩。借助网络平台建立的“预习–课堂学习–复习–拓展”较为完备的学

习体系，确保了成绩给定的过程性和多样性。网络平台中的数据可以实时记录，也保证了成绩评定的公

平性。比如：课堂表现部分。不使用网络平台时，课堂表现给分最难做到公平公正，主要因为老师授课

时既要保证教学内容教学进度的顺利完成，还要监控学生听课效果，难以再给每个学生精确的课堂分数，

因此，老师对这部分分数给定的普遍原则是课堂点名 + 课堂提问的形式。但是，以课堂点名的形式考查

学生出勤情况费时费力，以课堂提问的方式考查学生听课效果又存在覆盖面太小的问题。使用网络平台

的投票功能，很好的解决了以上两个问题。是否参与投票可反映学生出勤情况，而投票结果则很好的说

明了学生的课堂听课效果，因此根据后台的投片结果作为主要参照给出学生的课堂表现分，更为科学、

公平、有效。 

4. 结语 

互联网的发展日新月异，如何在互联网背景下，借助网络提升我们的教学观念，转变我们的教学模

式和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率，以适应新时代人才培养的需求，是大学教师应该持续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在此过程中，任课教师应充分重视提升课堂内外学生的主体地位，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思想品德

的培养，探索多种教学模式混合运用，启发学生、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全面发展，为新时代输送高素质

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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