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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础化学》是高等院校医学相关专业的一门十分重要的基础课，包含了无机化学、结构化学、物理化

学及分析化学的基本知识和内容，内容繁多，理论性强，学习难度较大，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本文在精

选教学内容、丰富教材体系、改进教学模式、加强实践教学、进行课程思政等方面进行了教学改革，研

究教与学的立体化过程，以期构建本课程的教学新模式与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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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ic Chemistry is a very important basic course for medical-related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
versities, which contains the basic knowledge of inorganic chemistry, structural chemistry, physi-
cal chemistry, and analytical chemistry. It is difficult to learn with a large amount of content, strong 
theories, and the teaching reformation is imperative. This paper carries out the teaching reform in 
the aspects of selecting teaching contents, enriching teaching system, improving teaching mode, 
strengthening practical teach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concept of curriculum politics, and study-
ing the three-dimensional proces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t will provide the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a new teaching mode of Basic Chemistry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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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基础化学》课程是高等院校的医学相关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内容不局限于单一的化学学科门

类，而是一门综合性比较强的课程，包含了无机化学、结构化学、物理化学以及分析化学的大部分基本

知识，旨在为医学生提供与医学紧密相关的化学基础知识，同时也为后续专业课程(如生理学、生物化学、

药理学、分子生物学等)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1] [2]，可提供给医学生将来从事专业工作的更多思路和方

法。 
以本校为例，该课程通常在大一上学期开设，面向专业有临床医学、儿科医学及口腔医学等。根据

文献调研以及课程团队多年教学积累，目前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 课程包含内容广、涉及领域多，理论性强、知识点多、内容复杂[1]，且包含一部分比较抽象的基

本概念和理论，部分学生感到难以理解。 
2) 课程课时偏少，这与课程内容繁多产生了很大矛盾。教师要完成课程要求的基本教学内容，导致

课堂容易出现满堂灌的现象；涉及的学科内容较多，导致学生在重点和难点方面容易产生迷惑，也限制

了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3) 在湖北省实行“新高考”改革[3]之后，部分学生在中学阶段并没有选择化学科目，基础比较薄弱，

学习较为吃力。另外部分学生认为化学课程对于医学生并不重要，意识不到化学课程对于后续专业课程

的重要性，学习兴趣不高。 
4) 基础化学是新生刚入校就开设的一门课程，学生刚脱离高中，还普遍存在死记硬背的主要学习方

法，不太适应大学的学习方式；并且现有的教学方式主要还是集中在课堂教学，使得学生习惯于跟随性

学习，有较强的依赖心理，思维方式不够灵活，缺乏全面性。 
5) 该课程既注重化学基础知识的重要性，又强调与医学的关联性[1] [4]，这要求教师将理论教学和

医学应用进行有机融合。新时代的医务工作者除了掌握专业医学技能之外，在医德及职业素养方面的培

养也不可忽视，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如何有效地融入思政元素，也要求教师进行思考与探索，不断更新

教学内容，与时俱进。 
随着高等院校医学专业教育改革的深化以及对创新型、实践型、复合型医学人才培养的需求，基础

化学课程的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也有更新、更高层次的要求[5]，因此本课程教学理念的创新、教学模式

的改革及教学方法的更新势在必行。结合近年来讲授该课程的教学实践，笔者在教学改革方面进行了一

些探索，并总结了一些教改措施。 

2. 优化教学内容，构建立体化教材体系 

随着医学类专业教育改革的推进，高等院校应根据自身特点来制定具有院校特色的人才培养方案。

常见的基础化学课程包括了无机化学、分析化学以及物理化学的大部分知识体系，覆盖内容广，理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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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而往往该课程的课时不算充裕。以笔者所在院校的临床医学专业为例，基础化学课程共计 64 学时，

其中理论课时 44 学时，实验课时 20 学时。根据培养应用性人才的定位目标，兼顾课程内容的完整性和

系统性与面向专业的特色性和连续性，课程组成员经过充分地讨论与研究，将基础化学的教学内容进行

了精选，划定了溶液的依数性、胶体、酸碱溶液、沉淀溶解平衡、共价键、配位化合物、化学反应速率、

氧化还原反应以及滴定分析等章节为主要教学内容，而将物质结构、分子轨道理论、配位化合物的价键

理论、化学热力学以及现代仪器分析等章节作为学生的自学内容。 
教材和教学内容是教学之本，本课程组综合教学目的并结合本校学生的学情，根据多年教学经验和

沉淀，经过几年的努力，编写了《基础化学》以及《基础化学实验》两本教材，以及与教材配套的习题

等教学辅助材料；另一方面积极开发网络 MOOC 教学平台，制作了网络课件以及练习题库。目前，本课

程已经基本建成了由自编教材、网络课件、习题库、实验指导书以及课外扩展等内容构成的立体化教材

体系，提供给教师和学生较为丰富多样的教学资料。 

3. 针对专业特点，采用多样化教学模式 

基础化学课程涉及的公式和理论推导较多，在传统课堂中主要采取多媒体教学与课堂板书结合的教

学方式，以多媒体 PPT 教学为主，板书授课为辅。一般采用 PPT 来展示主要教学内容以及一些抽象的知

识点，例如双电层结构、杂化轨道等内容，将抽象的事物具体化，便于学生理解；另外一些公式的推导

和习题的计算主要采用板书书写形式，带领学生进行一步步的验算及推导，引导学生思维跟随，以加深

学生的印象和参与感。除了传统课堂教学模式，还辅以案例教学、问题引导、课外扩展、线上线下混合

式等多种教学方式，提高师生之间的互动与沟通，增进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 

3.1. 案例式教学 

部分医学生认为化学对于医学上来说并不重要，对化学不感兴趣，只是为了应付考试。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不仅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精选，注重基础知识的重要性；还应该针对医学专业特点，

结合学科性质采用案例式教学，强调化学与医学背景的关联性，注重不同学科的巧妙糅合，突出化学与

医学的联系，充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6]。采用化学与医学融合的案例教学模式，将抽象的理论与医学实

际联系起来，提高课程趣味性，在实用案例中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与思考能力，充分调动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在教学过程中使用的部分案例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ome examples of the course 
表 1. 课程部分案例 

教学内容 设置案例 

渗透压 溶血，血栓，生理盐水，肾病透析，海水淡化技术。 

胶体 电泳分离各种氨基酸和蛋白质。 

沉淀溶解平衡 龋齿，结石。 

酸碱溶液 人体血液的正常 pH 值范围，酸中毒，碱中毒。 

配位化合物 治疗重金属元素中毒的解毒剂(比如 2,3-二巯基丙醇治疗汞中毒，半胱氨酸治疗钴中毒)，
人体内血红蛋白运载氧气的原理。 

氧化还原反应 苹果的氧化，泰坦尼克号客轮的腐蚀事件。 

化学反应速率 药品的有效期，药物服用时间间隔。 

滴定分析 阿司匹林含量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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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问题引导式教学 

本课程理论多，公式多，部分内容比较枯燥，学生注意力容易不集中。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不要

一味地注重“教会”，可以通过提问或者设问的方式，设置问题式情景，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沟通，让

学生带着问题去探究去发现，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了实现教学互动，教师需要提前

充分备课，针对教学内容的不同阶段精心设计不同的问题，提前设计在什么位置提问，提什么样的问题，

怎么针对学生的问答来扩展问题。本课程教学过程中部分设置问题如下： 
通常临床使用的生理盐水浓度是多少？浓度可以改变吗？ 
高温作业的工人，为什么要喝盐汽水？ 
肾病病人为什么会出现水肿的症状？ 
为什么会出现重金属中毒现象？如何解毒？ 
叶绿素、维生素 B12、血红素的结构式有何特点？ 
为什么温度升高，水果或者食物的腐败速率会增加，而将其放入冰箱可以延长保存期限呢？ 
化学工业中往往生产中要加入催化剂，起到什么作用？ 
生活中为什么使用含氟的牙膏？ 
通过对启发式问题的探讨与学习，使学生加强了基础医学教育，还可以通过查阅资料来探索化学与

医学的密切联系，以问求学，带着问题有目的地来进行学习活动，切实认识到化学在医学中的重要应用。 

3.3.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本课程组积极使用信息化技术，依托超星学习通的 MOOC 平台，建立了《基础化学》网上课程，相

关的教学文档，包括大纲、教案、课件，习题、实验部分等内容都实现了网络开放，实现了教学网络化，

融合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专业性和实践性及网络信息平台的丰富性和共享性，实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的现代化模式。 
使用该课程的主要有临床医学、儿科、口腔医学等专业学生，访问量目前已达 50 万余次，累计选课

人数 600 余人。内容较为丰富，涵盖了本课程的所有知识点，包括实例图片、视频讲解、屏幕演示等课

件资源；每个知识点又包括三部分，一是知识要点，二是课件资源，三是作业习题；与医学相关知识的

延伸资源；学生自学、选学素材等扩展资源；在线测试题库等资源。 
学生可以方便地利用电脑或者手机的网络平台，随时随地进行相关知识点的预习和复习。通过这种

基于互联网时代的高效课堂构建，建设了一系列丰富多样化的教学资源，充分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化学

习需求，对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能动性、独立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将课堂教学的有限空间延伸

到网络教学的无限空间，使教学过程更加立体化。另外在教学评价方面，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可以将

预习情况、作业数据记录等直接记录至课程平台，后台可以形成详细的电子档案统计数据，如学生的出

勤、知识点学习次数、时长、测试情况等数据，再结合学生的课堂表现，就可以形成较为全面的评价，

与线下的评价数据相结合，进一步完善了课程评价体系。 

3.4. 扩展式教学 

在教学中教师要吃透经典教材和传统理论内容，立足于经典教学内容，但不能一套课件打天下，而

应该不断更新、完善和整合教学内容，使教学内容紧跟时代，把有关学科的新成果、新理论引入课堂，

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交叉思维能力；或者是结合教师自己的科研方向，将身边的

一些科研成果融入课堂，以弥补传统教材中知识的滞后性。 
例如在“化学反应速率”的教学内容中，我们选择了医学的缓释药物“智能释药”，通过药物缓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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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化学动力学来帮助学生理解化学反应速率与医学的联系；在“物质结构”中选择了“神奇的碳材料”，

通过现在研究的热门纳米碳材料(石墨烯、碳纳米管等)来进一步熟悉杂化轨道理论；在“氧化还原反应”

部分选择了目前国内外热门的新能源材料“锂离子电池”，以及“电化学传感器测定人体内的血糖”等

科研成果作为知识扩展体系。 

4. 重视实验教学，丰富实验教学模式 

《基础化学》实验对医学生实验技能的提高和实验态度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可帮助学生形成正确

的操作习惯、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认真的工作作风[7]。实验教学中一般采用传统教学法，即学生课前预习、

老师课堂讲解、学生现场操作、课后撰写实验报告的流程。总体看来，学生对化学实验的重视程度不够，

对实验背景和实验原理等理论知识不感兴趣，尤其是预习理解不到位，学习主观能动性有所欠缺。 
本课程包含 20 个学时的实验内容，经过精选，确定了 5 个与医学相关度很高的实验，包括安全与认

识实验、溶液的配制、弱酸解离度的测定、缓冲溶液以及酸碱滴定。实验数目较少，比较难以选择合适

的教材，之前是发放单独讲义为主，比较繁琐。针对此情况，本课程组编写了《基础化学实验》教材，

将无机化学、分析化学以及有机化学部分实验内容进行了结合，供医学生在大一上学期的《基础化学》

和大一下学期的《有机化学》课程中同时使用，更有利于学生的连续性学习。 
本课程团队利用超星尔雅的 MOOC 平台，建立了实验相关资料的电子资源。教师通过网络发布预习

任务，学生通过自学来了解实验原理，观看实验操作视频，掌握标准化的实验操作；了解新仪器的原理，

学习相关仪器的使用方法，具有趣味性，并且方便直观，还能够反复观看。为了保证学生自主预习的效

率，我们还设计了预习测试题，学生在实验课前教师发放测试题，通过习题来检验预习效果，还可以将

容易混淆的实验细节通过习题来强化印象。例如实验室安全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大一学生进入

化学实验室的第一课，教师可利用手机 APP 发放安全测试题，要求学生达到一定分数才能够进入实验室

进行操作，确保学生树立安全实验的意识；另外“醋酸解离度的测定”实验中，pH 计是大一学生第一次

接触的实验设备，可以通过观看仪器操作视频首先进行预习，这样在实际操作中印象更深，效果更好。 

5. 课程思政建设措施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立德”是前提、是保障，而“树人”则是目的[8]。大学应该把

立德树人贯穿教学管理的全过程。医学职业与人民群众的健康生命息息相关，这要求医学生在具备扎实

的理论知识和过硬的专业技能之外，也需要相当的职业素养、伦理操守以及核心价值观。本课程的授课

对象是刚迈进大学校园的一年级学生，处在形成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关键时期。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

坚持理论知识传授与医学专业价值引领相结合，将课程思政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

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9]。 
在教学中融入的部分课程思政元素如下：绪论部分的课程简介，介绍化学与医学的紧密联系性和实

例，引入了屠呦呦的青蒿素提取以及 2020 年新冠抗疫工作的案例，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酸碱溶液

中的“共轭酸碱对”等知识点融入了辩证唯物史观，引导学生认识自然科学发展规律，认识到矛盾的对

立与统一；在“物质结构”章节，借助一张科学家的“索尔维会议”合照，以量子力学的发展史为导入，

向学生介绍众多科学家的光辉事迹及他们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学习爱因斯坦和玻尔等科学家的求真求知，

敢于质疑，不断追求真理的精神；“化学反应速率”章节借用“活化分子”的概念，鼓励学生努力学习，

积极向上，学习“活化分子”精神；“氧化还原反应”章节结合锂离子电池的原理，引导学生去了解近

年来我国电动汽车行业的蓬勃发展，培养学生的大国工匠精神和科技报国情怀；此外很多章节会涉及到

以人名命名的定律和方程(例如范特霍夫方程，薛定谔方程、能斯特方程等)，可在教学中穿插了一些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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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故和科学家的人文故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科学精神。 

6. 结束语 

通过对《基础化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信息化技术、实验教学以及课程思政

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随着高等院校医学专业教育改革的深化及创新型、实践型、复合

型医学人才培养的需要，本课程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面临着更高层次的要求。如何从医学专业基础化

学的学科特点出发，结合目前教学理论环节和实践中的现存问题，促进多学科融合与交叉，仍然存在着

很多的挑战。我们在未来的教学工作中将继续创新教学方法，优化教学内容，完善教材建设，总结教学

经验，改进教学评价，以期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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