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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改革是目前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向。本文以“从茶叶中提取咖啡因”为例，

详细阐述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有机化学实验教学模式与课程思政教育相结合的实践与探索过程。该教学实

践说明有机化学实验教学改革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提升教学质量，有

利于更好地达成教学目标和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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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nd teaching models is currently the main direc-
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reform. This article takes “extracting caffeine from tea”: as an 
example to elaborate on the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process of combining online and offline 
mixed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al teaching mode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This teaching practice demonstrates that the reform of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
mental teaching is conducive to cultivating students’ self-learning, practical, and innovative abili-
ties, improving teaching quality, and better achieving teaching and training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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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有机化学实验课程是化学、化工、生物、医药、食品等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基础课程。有机化学实

验课程对于学生的综合素质、创新思维和能力的培养以及本科教学质量的提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
高等学校的课程教学是专业教育的关键，具有很强的引导作用[2]。2016 年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指出，要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

育人的目标[3]。因此，将思政教育融入到各个学科的教学当中具有非常重要和紧迫的意义。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国家对高等教育教学模式转型提出了要求，各类课程的线上教

学得以实现。但是，网络化在线教学无法很好地促进教师和学生之间高效的沟通与交流，因此不能完全

替代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4]。为了提高教学水平，必须将传统教学方法与在线教学相结合，形成线上与

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混合式”教学，是将教学内容、教学策略、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

等按照线上和线下教学重整和“混合”。其外在表现形式上是采用“线上”和“线下”两种途径开展教

学的，但“线上”的教学不是整个教学活动的辅助或者锦上添花，而是教学的必备活动；“线下”的教

学也不是传统课堂教学活动的照搬，而是基于“线上”的前期学习成果而开展的更加深入的教学活动。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改革没有统一的做法，但任何的实践方式目的都一致，即将线上和线下两种教学方式

的优点融合在一起，发挥教师在启发、引导和监控学习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调动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积

极性和创造力。这种教学模式不仅能够实现知识体系的深度学习，同时还能够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良

好的学习习惯[5]。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是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产物，也是教育理念和教学手段不

断发展和改进的新阶段，近年来广泛应用于各类教育和培训领域，并证明其非常实用和有效[6]。 
2020 年秋季学期开始，我们将融入课程思政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引入有机化学实验教学中，并将此模

式应用于常态化疫情后的教学中，进行了教学模式改革的实践与探索[7]。本文以“从茶叶中提取咖啡因”

为例，以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考核方式为改革重点研究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有机化学实验教

学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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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融入课程思政的混合式实验教学模式的设计 

2.1. “从茶叶中提取咖啡因”的教学目标 

依据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职业岗位能力需求确定了知识、技能、学科素养三方面的教学目标。要

求学生掌握固液萃取原理和方法；熟悉索氏提取器原理和使用方法；掌握升华提纯方法；了解化学专业

的发展历史和前沿动态；了解国家科学技术、知识产权等有关政策和法规，具有安全意识、环保意识和

可持续发展理念；具有综合运用所学学科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 

2.2. 教学内容 

(1) 固液萃取原理和方法； 
(2) 索氏提取器原理和使用方法； 
(3) 升华提纯原理和方法； 
(4) 实验内容。 

2.3. 教学重点难点 

根据有机化学实验教学目标，明确教学重点难点为索氏提取器原理和使用方法、升华提纯的方法。 

2.4. 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 

我们围绕教学目标，将教学内容、实验步骤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国情怀以及学科素养相融合，

深入挖掘了该实验课程的思政元素，见表 1。 

2.5. 《有机化学实验》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和实践 

我们充分发挥混合式教学模式“线上”和“线下”两种教学的优势改造我们的传统教学，改变我们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过分使用讲授而导致学生学习主动性不高、认知参与度不足、不同学生的学习结果差

异过大等问题。我们以“超星学习通”等在线教学平台为载体，进行了《有机化学实验》混合式教学模

式的探索和实践，使教学个性化、科学化、人性化。具体实践的混合式教学包括：教学内容的混合，如

线下教学内容与线上教学内容混合；教学方式的混合，如传统教学方式与“翻转课堂”教学方式的混合；

教学资源的混合，如文字、动画、视频等资源混合；教学评价的混合，如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的混

合等。 

2.5.1. 使用的线上平台 
超星学习通，班级微型群，腾讯会议等。 

2.5.2. 教学过程 
课前，教师汇总“从茶叶中提取咖啡因”实验课程的教学目标、与课程背景相关的课程思政视频资

料、实验操作视频资料等在超星学习通平台上提前发布，引导学生进行课前预习。学生在超星学习通平

台上学习实验背景知识、预习实验原理、了解实验操作过程，并完成相应练习测试预习情况。同时，通

过线上预习，加强学生的实验安全意识，增强其绿色化学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课堂教学环节，教师根据超星学习通记录的数据，有针对性地重点讲解学生预习中存在的问题，在

确保实验安全性的前提下，让学生重点掌握实验原理和实验操作注意事项。同时，教师和学生互换角色，

实现“翻转课堂”教学方式，让学生充当“教师”来分析实验操作的重点和难点，学生讲解的过程也是

其加深理解的过程。在学生实验操作的过程中，教师对学生逐个进行指导，指出学生的问题。对于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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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学生都存在的操作问题，则利用超星学习通中抢答、投票和主题讨论等功能与学生进行互动。这种实

验课程教学方式避免了传统实验教学的枯燥，增强了课堂的生动性，活跃了课堂气氛，也加强了有机化

学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达到了学以致用的学习目的。 
课后，学生通过完成线下实验报告和线上练习达到巩固与拓展实验知识的目的。同时教师针对教学

效果及时进行教学反思、调整教学内容，有效提升有机化学实验混合式教学效果。 
 

Table 1. The Integration points and moral education objective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Extracting Caffeine 
from Tea” 
表 1. “从茶叶中提取咖啡因”思政元素的融入点以及德育目标 

类别 课程思政融入点 德育目标 

实验前了解提取方式的背景 

实验中涉及到有机化合物的获取方

式与有机化学发展史联系紧密。有

机化学发展史的第一阶段就是提取

阶段。 

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增强文化

自信，弘扬爱国主义情怀。 

实验中实践提取过程 

实验安全的重要性； 
操作规范的重要性； 
为什么选择用索氏提取器？ 
为什么要将茶叶用滤纸包好后才放

入索氏提取器？ 
什么是虹吸原理？ 
加入生石灰的作用； 
什么是升华？升华操作的注意事

项？ 
滤纸上扎孔后为何要倒扣？ 
玻璃漏斗的孔处为什么要用棉花塞

上，如何塞？ 

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加深他们对

于安全培训及安全管理重要性的认

识。 
促进学生的科学素养，激发他们的

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 
实践是验证理论的唯一标准，加强

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 
提高学生实验中统筹安排能力，培

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 
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如实记

录实验现象和实验数据。 
增强学生的民族和专业自信心自豪

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 

实验后实验数据处理和分析，实验

总结 

正确理解实验和理论的关系 
了解有机化学发展史，专业素养与

人文素养的关系 

加强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培养学生

严谨的科学态度，树立唯物主义世

界观。 

实验后线上学习拓展 

有机化合物提取的方式还有哪些？ 
各种有机化合物提取方式的应用范

围 
各种提取方式操作的注意事项 

培养学生归纳总结的能力。 
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科研精神。 
增强学生专业认同感和自信心。 

2.5.3. 构建综合性评价方式 
实验采取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线上上课签到情况、作业、

预习情况等以及线下实验方案设计、实验报告、实验反思等形成学生的过程性评价。学生的终结性评价

由学生实验操作考核情况(80%)和实验理论考核情况(20%)形成。最后由过程性评价：终结性评价为

60%/40%给出实验考核成绩。目前学生反馈以及实施效果表明，多元化的评价方式能更全面地、更综合

地考查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动手能力，有效完成教学目标，达到预期效果。 

3. 融入课程思政的混合式实验教学模式的优势 

传统的有机化学实验是线下教学，存在有机化学理论课与实验课脱节、学生重理论轻实验、学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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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照本宣科等缺点，培养的学生也存在“高分低能”的现象。所以单一的有机化学实验课的线下教学已

无法满足培养“综合性人才和创新人才”的要求。对比单一的线下教学模式，从学生参加实验考核、各

类实验竞赛和教学技能大赛等活动的表现可以看出，融入课程思政的混合式实验教学模式优势明显：① 
课程内容与思政元素深度融合，提高学生专业素养的同时增强其人文素养，帮助其增强专业认同感、专

业自信心和自豪感；② “线上 + 线下”的模式拓展了课堂教学时间和空间，增大了学生的学习自由度，

学习主动性进一步加强；③ 学生通过“超星学习通平台”接触到丰富的学习资料，学习兴趣进一步激发；

④ 通过课前预习，学生可详细了解实验背景，实验原理和实验操作的注意事项，为课中的实际操作做好

充分的准备，真正达到了预习的目的；⑤ 课后知识的拓展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了学生综合能力、

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的培养，符合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 

4. 融入课程思政的混合式实验教学模式实践情况和效果 

2020 年起，我们根据融入课程思政的混合式实验教学模式的要求，从有机化学实验的课程内容、教

学模式、教学方法、平台建设等方面进行改革探索，并依托“超星学习通”平台进行实践，截至目前已

在本校 2020~2021 级化学、应用化学、制药工程、食品工程、食品安全、化学工程与工艺以及高分子材

料与工程专业的 1295 名学生中进行了混合式实验教学，既加强了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又激发了学生的

实验兴趣。而且在混合式教学模式中融入课程思政，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方式在教学中进行

做人做事道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国情怀、教师职业素养和化学学科思维的熏陶。 
同时，我们充分依托“超星学习通”平台，重新调整课程课堂内外时间的分布，学生课前完成课程

预习，加强对实验内容的认识，课中开展“翻转课堂”，学生教师进行角色互换，学生上讲台讲解实验

的重点难点以及对实验的理解，教师对学生的授课进行点评与总结，该课堂教学模式现已在师范类化学

专业 367 人的有机化学实验课程中实施。这种课堂教学模式既可以检验学生自学的效果，也可以通过学

生的“教学”实践提升其教学技能，有效达到师范专业的培养目标。 
通过融入课程思政的混合式实验教学模式的实践，学生的实验技能较之以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同

时学生将有机化学理论与实验相结合，创新能力和科研精神不断加强。这两年学生考研不断有新的突破，

“教学技能大赛”、“挑战杯”竞赛等获奖人数也迅速增加。 

5. 结语 

融入课程思政的混合式实验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对教学内容、教学过程和教学考核进行调整，

提倡“老师不是唯一的施教主体、教室不是唯一的知识传授场所、教材不是唯一的知识载体、考试不是

唯一的评分体系”等教学理念，为教育生态的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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