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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校有机化学课堂教学中的实践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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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有机化学是高等学校化学、化工等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具有难度大、知识点多、发展快等特点。在有机化学课堂教学中，
观点、态度和科学精神的教育必须贯穿其中，从而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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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等专业人才的主要基地，相对基础教

育和成人教育，有着独特的优势：充足的富有创造力和想象

力的研究思想（广大大学教师所具备）、丰富的教学资源（图

书馆、网络、现代教学设备等）、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教育

对象和学习主体（青年大学生）。高等教育更能发挥知识传播、

应用及创新功能，更能很好的实施素质教育 [�-�]。

大学生处于青年时期，思维方式初步形成，人生观、世

界观已具雏形，他们有着强烈的发展、学习的渴望。他们不

需要空洞的说教，渴望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老师在教

学过程中如把教学过程和育人过程融为一体，以一定素材为

载体对大学生进行素质教育会更为有效。

有机化学是高等学校化学、化工等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

业基础课。该课程的内容多、范围广、发展快，教师难教，

学生难学 [�]。在课堂教学中，如能够将知识讲活，使学生易学、

易懂，并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其它素质的培养与引导，

对有机化学的教与学是至关重要的。

2�在有机化学课堂教学中渗透世界观的教育

有机化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较强的基础学科，有机

化学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系统地了解和掌握有机化合物的组

成、结构、性质、合成以及相关理论；培养学生的良好的思

维方式。有机化学理论抽象、知识繁杂、机理深奥、前沿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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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发展迅猛，使这门课程在教师授课和学生学习中遇到了较

大挑战 [�-�]。学习研究和分析这些众多的纷繁复杂的有机物，

会帮助学生客观地认识世界，在有机化学教学过程中，教师

要注意引导和影响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形成。世界是物质的，

物质是有规律的，它们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不同的物质

具有不同的结构和功能……这些都不是教条，它们是客观的、

实实在在的存在，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教学过程中无需过

多的语言去阐述，要引导学生自己去体会、去思考，从而形

成正确的方法学和世界观。

在讲授“同系列”概念时，阐述它是有机化学中的一个

重要基本概念，同系列中化合物的结构相似，从而具有相似

的化学性质，只要研究同系列中的一、二个典型的化合物的

结构与性质，就能初步推知其它化合物的结构与性质；反之，

只要知道化合物属于哪个系列，就能推测它大致有些什么性

质。同时，告诉学生必须辨证地看待此概念，必须注意同系

列中的个性和共性，正确理解两者的关系。

3�充分利用化学史对学生进行科学精神教育

科学史实，特别是科学家的成长是最具教育价值的教学

资源之一。在有机化学课堂教学中，可以通过化学家的研究

历程的介绍，让学生从中汲取营养，养成自信和科学的精神 [�]。

在讲授醛、酮化学性质时，把人名反应“沃尔夫 -凯惜纳 -

黄鸣龙反应”中黄鸣龙教授如何不畏科学权威、改进此反应

的经过介绍给学生，使学生从黄鸣龙教授身上学习到追求真

理、崇尚真理的科学精神。同时又告诉学生，在所有的有机

化学人名反应中，出现中国人的名字仅此一例，而且，在国

际上的一些教学参考书上，“黄鸣龙”这三个字有时还不会

出现，由此来教育和培养学生的爱国敬业的品德。

在讲授有机波谱分析法这一章时，在比对有机波谱分析

法与经典的化学分析法在结构分析方面的优势时，举例说明

吗啡从鸦片中提取出来到最后确定结构大约经历了 ���年，

若采用现在所学的波谱分析法数分钟结构即可确定，从而激

发学生学习本章的兴趣。

创新精神是最重要的科学精神之一，培养学生的创新精

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足够的知识贮备和敢于突破陈规

的内在品格。在有机化学教学中，可以通过追踪科学家的研

究足迹，探索科学家的创造过程，学习科学家的创新精神，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欲望。

4�以问题激发学生学习、思考和研究

大学生具有较好的思维能力，较强的自我学习能力。在

课堂教学中，教师是主导者，学生是学习主体。在教学中教

师要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

性，激发学生的学习能力。通过创设问题情景，激发学生思维；

以问题为先导，充分开发学习潜能。

有机化学教学内容多，教师不可能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

间内，把所有的知识点都讲到。教与学是双面的，需要把有

机化学的学习延伸到课堂之外。在有机化学教学中，经常把

问题抛给学生，让其课后查阅资料、讨论、研究，使学生养

成自我学习的习惯，并在后续的课堂教学中加以归纳和总结。

在讲授化合物的变旋光的概念时，让学生查资料列举具有变

旋光的化合物，并从结构理论上加以解释。

有机酸是烃类分子中的氢原子被羧基取代的衍生物，那

么酸的化学性质可以通过对酸的结构分析来推测。酸的结构

式（见图 �），通过结构延伸到其化学性质：酸性、取代反应、

脱羧反应、α-+取代反应，最后，具体讲解酸的化学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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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酸的化学性质

5�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参与式教学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教师运用不同的教学

手段和灵活多样直观形象的教学方法，激励学生的学习热情，

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使之成为学习的积极

参与者实践者的教学方法。与传统讲授式教学相比，参与式

教学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有机化合物结构复杂、种类繁多，同分异构体现象普遍

存在，需要给每种化合物一个准确且简便的反映出其组成和

结构的名称，对有机化合物的命名是学习有机化学的基础和

前提。在学习有机化合物命名时，要遵循相应的规则，以保

证命名的规范与正确。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学生的化合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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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的正确率不超过 ��%，不是丢三落四，就是画蛇添足，

导致命名错误。针对学生的这些情况，在讲授醛酮化合物的

命名后，笔者做了一个教案，让学生 �人一个小组，自行制

作讲义和课件说明命名化合物时需注意的事项和规则，在课

堂上随机抽取学生进行讲解，由此锻炼了学生，并对有机化

合物的命名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掌握。

化学是一门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学科，在有机化合物

各类别讲解时，将其在生活生产上的应用介绍给学生，让学生

感受到有机化学的知识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讲授醇的氧

化性质时，通过对交通违章处理中是否是酒后驾驶最简单可行

的方法是现场检测驾驶人员呼气中的酒精含量，要测量酒精含

量就要用到酒精检测仪。酒精检测仪的原理就是六价铬在强酸

性条件下能将乙醇氧化，自身被还原为三价铬，溶液变为绿色，

方法简便而科学，实用性强，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6�结语

高等教育要顺应时代、跟上改革的发展步伐，要求我们

必须在教育的每一个环节进行改革和探索，使我们的高等教

育真正实现培养人、教育人、发展人的目标，为科学的发展

和国家的富强打好基础。因为“办好高等教育，事关国家发展、

事关民族未来。”（�摘自习近平祝贺清华大学建校 ���周年

的贺信）。

参考文献

�[�]�于姗姗 . 大学有机化学基础课程的教学反思 .�高校讲坛������

(�):���-���.

[�]� 陈艳雪 , 杨晋辉 . 浅谈如何激发学生学习有机化学的兴趣浅 .科技

教育创新 ,����(��):���.

[�]� 龚树文,潘兆岭,史阳等.�提高有机化学课堂教学质量的几点实践.�

广州化工 ,����,��(�):���-���.

[�]� 曾敬 , 康艳红 , 田鹏 , 苏桂田 . 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为目

标的有机化学教学模式探索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 ( 自然科学

版 ),����,��(�):���-���.

[�]� 孙婷,赵光,张启俭.浅析对高校有机化学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中

国校外教育 ,�����(��):��-��.

[�]� 刘文锋,黎妍文,李永莲.有机化学教学方法改革的探索与实践.山

东化工 ,����,��(��):���-����.

[�]� 张静 , 赵宇 . 有机化学课堂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教学探索与实

践 .山东化工 ,����,��(��):���-���.

[�]� 包永胜 . 浅谈有机化学教学中如何提高学生创新意识 . 内蒙古石

油化工 ,����(�):��-��.

�2,��KWWSV���GRL�RUJ����������M[IIF[�VM�Y�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