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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技能竞赛对化学实验教学的

影响与建议 ①

周再春，刘秋华，申少华，周虎，李国斌
（湖南科技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根据前四届省大学生实验技能竞赛对我校实验教学的影响和笔者在指导比赛过程中的经验体会，结合大学
生化学实验教学现状，对前期竞赛的影响和不足（尤其是后者）作一初步梳理，并提供了笔者对此的思考和建议，为今后

实验技能竞赛和实验教学的改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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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背景
在知识经济时代来临和“科教兴国”战略大背景下，高校教育越来越走向大众化。为了推进大学生

创新精神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和实践教学改革，全面调动大学生

积极参与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研究的积极性和兴趣，给大学生营造一个充分发挥实验动手能力

的平台，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促进化学实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创新，强化大

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提高大学生积极参与科学探索和研究的兴趣。２００９年，诞生了由湖
南省教育厅举办、省内高校承办的湖南省普通高校大学生化学实验技能竞赛，属于全省８大类似赛事之
一。该项竞赛每２年举办一届，自第一届在湖南大学举行以来，已有来自全省的３０所高校（包括部分高
校的二级学院），累计３１０多名选手参加了本项竞赛。值此湖南省第五届大学生化学实验技能竞赛的
筹备和举办之际，笔者凭借在前几届竞赛中培训和指导学生的经验，结合我校近５年在化学实验教学中
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作简单的梳理。希望在未来的教学、培训和比赛中参考，达到以赛导学、以赛促教

的目的，以图发挥该项赛事更大的综合效益。

２　大学生化学实验技能竞赛的成绩
实验教学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最主要途径，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３］。湖南省大学生化学实验技

能竞赛的创办为我省普通高校化学实验教学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经过几年的共同努力，取得了一

系列的成绩，达到了不错的效果。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增强了实验意识。开办大学生实验技

能竞赛的６年来，在学生中逐步形成了一种爱好和参与化学实验的氛围，引起了学校层面重视，增加了
实验教学的投入。化学本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４］，但大学生对化学实验的认识却比较淡薄，出

现这个局面一方面要归因于应试教育，另一方面也与各高校对实验教学模糊的评价标准和方式有关。

二是扩大了实验教师队伍。形成了以省大学生实验技能竞赛为导向，院、校两级参与的实验技能培训与

指导教师梯队，维持了实验教师队伍的稳定。三是开阔了视野。各单位轮流承办，互相取长补短，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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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生都长了见识，使学生在适应未来的生产和科研上有了更大的信心。另外，因为竞赛的原因，促使

实验教学更具规范。但是随着竞赛的进行，留下的思考仍比较多。

３　关于大学生化学实验技能竞赛的几点思考
竞赛已举办４届，在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的同时，赛事产生的影响还有待系统的评估，赛事本身也

还有改进的空间。作者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提请相关方深入思考，期待该项赛事产生更大的影响和发

挥更大的作用。

３．１　竞赛本身导向作用的明确与深化
化学、化工、生物、制药等领域对综合性、实用型化学人才的需求在增大，化学人才的全面发展已显

得越来越迫切，这样，要求大学生所掌握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本身在发生变化。大学生化学实验

技能竞赛以强化大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为己任，理应引导学生和老师在这些方面有更多的关注和

投入。以有机化学实验为例，绿色化、小量化、综合性和开发化是有机化学实验教学改革的必经之路和

出路［５］；又如物理化学实验，传统的验证和模仿已不能满足大学生未来科研和工作的需求［６］。为解决

这个问题，可以在竞赛内容的设置上加强这个导向，即提高实验设计技能的份量。综合前４届的试题，
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以第二届和第三届的无机及分析考题为例，两次考试都是草酸金属配合物的制

备及测定，考察的主要是操作技能，基本没有考察到实验设计方面的技能。又如有些有机化学实验，在

比赛中，考生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搅拌、升温和降温这些机械的步骤上，难以体现考生的综合实验技能。

我们认为，通过对竞赛内容的规范完全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既考虑比赛内容的基础性，又考察在操作技

能和设计技能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３．２　实验教学内容的规范与完善
化学是一门中心科学，其实验方法和内容不尽用在化学和化工领域，在生物、医药、冶金、材料等领

域也有很强的辐射作用。对于某些具体的操作，必须考虑它们的普适性和专用性。如实验室的常规操

作———滴管取样，在无机化学实验中要求滴管竖直（适用于水溶液体系），而在有机化学实验中，滴管的

竖直不适合取用低沸点溶剂，实际操作需保持滴管有一定的倾斜才不至于滴漏。当下，这两个学科的界

限越来越模糊，一个最基本的操作却在教学中产生了矛盾。再譬如重结晶操作，只需改变溶剂种类、温

度或扩散方式的任意一个条件，重结晶的操作、耗时、效果及晶体类型和成分都会不同，而这个内容在无

机和有机两个教学环境中是各说各话，缺乏通用性。类似的基本操作还有过滤、色谱分析等，不一而足，

亟需进行系统的梳理。不同学科中，实验教学内容如何取舍与优化、教学活动如何连贯；在不同方向中，

同样一个内容如何侧重教学，如重结晶、过滤、离子检验、速率常数测定等都在不同学科的教材中出现，

侧重点却不清晰。这些都是实验教学中一直存在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作者在作指导老师的经历中发现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些问题的暴露得益于大学生实

验技能竞赛这个平台。所以竞赛这个平台也可能是解决“教学内容在不同学科的不通用、在不同领域

的不兼容”这个问题的最佳场所。借助这个平台，进行教学研讨，鼓励不同学科的老师与学生在教学过

程中多发现，多总结，普查现行实验教材和教学中的不足、过时甚至错误，初步实现四大基础课实验教材

的内容全面、思路统一、表述规范。

３．３　实验教学设施的淘汰与换代
与实验教学内容类似，实验教学设施的优化和更新也不容怠慢［７］。在普通高校，现代化的科研设

备与落后的教学设施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大学生参与到老师的科研活动中后，需要一个较长的适应过

程。这种反差并不是经费投入的反差造成的，而是在大学生实验教学中专业管理的缺位。以天平为例，

光电天平和托盘天平基本退出科研的舞台，电子天平因其快速、准确、经济和轻巧等优势全面替代了前

述两种天平，而现实情况是，实验室还会依惯例购置部分托盘天平。再如搅拌操作，电磁搅拌有操作简

便、结构简单、安全卫生等诸多优点，虽不能全面替代机械搅拌，但对于实验教学中的微量和半微量反

应，电磁搅拌的优势明显，而在实际的教学中，电磁搅拌器的普及率并不高。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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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的第四届大学生实验技能竞赛中，主办单位就没有为溴丁烷的制备提供搅拌器，比赛中由选手
自行手动搅拌。实验设施过时的类似情况还很多，如过滤与抽滤的运用、电炉与电热套加热等等。

实验教学内容的优化与方法的改进都是以实验设施作为载体来实现的。上述问题的解决并不需要

产生额外的经济负担，有些换代甚至可以节省开支，而教学效果却能事半功倍。大学生实验技能竞赛活

动的开展给新一轮实验设施的更新和换代提供了一个机遇。化学实验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在变

化，基本仪器也需相应的变化。

３．４　加强实验教师队伍建设
化学实验教学因为教学时间较长、教学秩序难维护和教学效果见效慢，加之安全因素等原因，一直

不受大学老师青睐，所以围绕实验教学的课程改进、实验理论的创新和实验效果的评估与考核等问题的

解决也进展缓慢。问题核心无非是教师的积极性、学生的兴趣和合理的评价，三者互相关联，核心在于

教师。以笔者所在学院为例，通过近几年的努力，我院以湖南省大学生实验技能竞赛为导向，以学工办

和教务办为龙头，以一、二年级学生为主体，结合兴趣小组、知识竞猜、大学生创新研究等形式在学院内

层层培训和锻炼，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后备学生军。一批年轻老师在其中扮演了主角，他们的指导对象具

体了、培训内容明确了，培养的学生在比赛时可参赛、要深造时信心更足，期间还可加入各老师的团队进

行全方位的科研训练。这种情况下，教师的积极性得到了保护，但是这个模式的具体操作环节还有许多

不确定因素，综合效应还需进一步评估，尤其是对教师劳动的合理评价方面。大学生实验技能竞赛在鼓

励、引导和巩固一批优秀的实验教师方面应当大有作为，可参照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和“挑战杯”

等活动的操作模式［８］，加强实验教师队伍建设。

４　结语
化学实验技能竞赛自创办以来就在不断地进行改革，从根本上促进了化学实验方面的素质教育、能

力培养、设备更新和队伍稳定。本文根据前４届省大学生实验技能竞赛对我校实验教学的影响和作者
在指导比赛过程中的经验体会，结合本校实验教学现状，在湖南省第五届大学生实验技能竞赛筹训前

夕，对比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提供的机遇作一初步梳理，同时给出了笔者的一些看法和建议。化学实

验教学是个系统工程，本文的梳理希望能为今后的技能竞赛和实验教学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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