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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有机化学课程教学方法改革探析 ①

吴红梅，郭　宇，张震斌
（辽宁工业大学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辽宁 锦州１２１００１）

摘　要：针对目前有机化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在教学过程中的一些改革与实践。提出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不断完善课堂教学方式、采用合理考核方法、理论课程与实验课程紧密关联的手段，实现提高有机化学课程教学效果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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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化学是我校化学工程与工艺和应用化学专业的
学科技术基础课，学好有机化学课程对后续课程的学习

及将来深造、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随着社会不断发展，

为了适应创新时代的要求，只有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

做出相应的改革，才能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近些年，在

有机化学的授课过程中发现了两点问题：（１）由于学生在
高中学习过一些有机化学的知识，一些学校近几年也开

设了有机化学选修课，到了大学后部分学生认为有机化

学已经在高中学过，所以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和学习动力，

殊不知大学有机化学课并不是高中有机化学的简单重

复，导致大学有机化学课程不及格现象增多；（２）有机化
学课程知识点多，因此需要记忆的知识也很多，然而，课

外各种新鲜事物的吸引如玩平板电脑、３Ｇ手机、上网等，
使得学生们很难静下心去理解和记忆上课所学的知识，

所以随着授课进程的循序渐进，掉队的学生越来越多，考

试的时候，一些学生只能临阵磨枪，导致这部分学生的理

论基础不牢，影响后续课程的学习。为此，在教授有机化

学课程时，应与时俱进，对教学和考核方法要做出相应的

改革，使学生真正能够把这门基础课学好。

１　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古人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兴趣是学习和创新的最大动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１－２］。

因此，要学好有机化学这门课程必须通过各种方式来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工作中，我们探索了以下几

条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途径：

授课之前，先组织学生参观实验室，并有针对性地展

示一两个小型实用性实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

可采用已合成好的基于罗丹明Ｂ的荧光探针有机小分子
来检测水中的Ｈｇ２＋，当定量的Ｈｇ２＋加入到荧光探针分子
的溶液中，溶液由无色变为红色，可以通过肉眼检测

Ｈｇ２＋。并为学生讲解通过将要学习的有机化学知识可以
合成荧光探针有机小分子，之所以这个小分子能识别

Ｈｇ２＋，还涉及到其它无机化学中的“配位”及后续课程要
学到的基态与激发态能量转移等知识，既复习了原来学

过的无机化学，也为以后将要学习的相关课程做了铺垫。

精心设计绪论课，注重第一堂课对学生兴趣的培养。

有机化学的绪论课涉及枯燥的理论和定义，若直接按照

教材的内容宣讲，学生听起来很乏味，也会降低他们学习

的积极性。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因此要精心设计

好绪论课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３］。在绪论课中，笔

者安排了如下内容：（１）说明大学有机化学与高中有机化
学的区别与联系，让学生对本门课程的学习有足够充分

的认识［４］；（２）介绍有机化学这门课程的重要性，能够培
养学生哪些方面的能力，与后续哪些课程具有重要联系。

（３）介绍有机化学的发展史并穿插相关概念及理论；（４）
介绍一些与我们生活最紧密的有机化合物的重要作用，

比如说药物阿斯匹林（乙酰水杨酸）－解热镇痛的药物；
并通过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震惊世界的反应停事件来警
示学生：在药物的开发、合成中，有机化合物立体结构的

重要性，若不能充分的认识这个问题，将会带来巨大的灾

难。那么如何能驱除药物的魔鬼（副作用成分），留下药

物的天使（有效成分）呢？这需要同学们认真学习有机化

学中的立体化学部分。（５）添加几个有机化学及与有机
化学相关学科的诺贝尔化学奖的事迹，让同学们知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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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这一领域有很多科学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突

出有机化学的重要作用。

２　完善课堂教学方式
授课方式采用多媒体与板书相结合，实现多媒体与

传统板书的优势结合。多媒体课件图文并茂，能够将图

像、声音、文字集于一体，而且通过 ｆｌａｓｈ动画等形式使讲
课内容更加生动、直观，将有机化学课程中有机化合物的

结构、反应机理等知识通过多媒体展示［５－６］。通过板书

形式，采用启发式授课方式，并通过理性语言、肢体语言、

手势、表情等作用，将经典化学反应等知识点传授给学

生。在授课过程中始终不忘以学生为主体，允许学生打

断老师讲课进行提问，通过适当的提问和讨论活跃课堂

气氛。由于有机化学中相似的知识点较多，比如说烯烃

发生亲电加成反应，炔烃既可以发生亲电加成反应又可

以发生亲核加成反应，所以讲完烯烃亲电加成反应后，讲

到炔烃发生的亲电加成反应时，以学生为主体进行探讨，

使前后知识点融汇贯通，这样也可以提高学生的注意力；

对于炔烃发生亲核加成反应的知识点，讲课之前就要提

出疑问，“为什么炔烃除了可以发生亲电加成反应还可以

发生亲核加成反应？”加强师生的双向交流，培养学生独

立思考，发散思维，在充分讨论后，让学生带着疑问来仔

细听老师的讲解，这样既增强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能力，

又加深了对知识的记忆能力。

另外，在课堂上要理论联系实际，让学生真正感觉到

有机化学就在自己身边，使学生更加重视有机化学的学

习。课堂中通过穿插化学史的教育［７］，激发学生学习热

情，强化他们对人名反应及各种效应等知识的理解和

记忆。

授课时还要多与后续专业课程相联系，使学生知道

学好有机化学是学好后续课程的前提条件之一。比如，

在讲不饱和烃时，告诉学生这是后续将要学习的高分子

化学中聚合反应的单体，并通过几个典型聚合反应的讲

解，为后续课程进行铺垫。

３　完善考核方式
有机化学知识点繁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若不注意

复习，将导致讲到后边章节时前边学过的知识遗忘了许

多。所以，为了督促学生能够更好地掌握有机化学的知

识点，我们改变以往通过期末一张试卷来定成绩的考核

方式，将成绩构成分为以下三个部分：（１）平时成绩：占总
成绩的１５％（含出勤率５％；上课回答问题情况１０％），可
以督促学生养成课前预习课后及时复习的好习惯，更促

进学生对有机化合物的结构、物理和化学性质、反应机理

的理解和掌握；（２）上机考试：占总成绩的２５％（主要为
选择题和判断题），作为阶段性验收考试，学生能够及时

了解自己对知识的掌握情况，根据测试结果可以及时对

自己欠缺的知识进行补充。值得说明的是，上机考试部

分共设置了５次，成绩录入时记录４次成绩，去掉一次最

低分，防止学生因为某次考试的失误而失去学习兴趣和

信心。（３）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６０％，通过完成反应题、
鉴别题、简答题、合成题、推测题等综合性题目对课程进

行总体验收。这种考核方式经过试行后，深受学生的欢

迎，他们深切的感觉到经过平时的提问及阶段性上机考

试的环节，期末考试复习不再困难，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动

力，也使学生能够轻松愉快地学好有机化学课程。

４　紧密联系理论课程与实验课程
有机化学实验是有机化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不仅可以验证学生在课堂上学习的理论知识，还可以加

深对课堂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因此，通过精选实验内容，

将理论课与实验课有机的结合起来，不仅能增加学生学

习的兴趣和学习动力，还可以使课堂上枯燥的理论知识

得到消化、吸收。因此，理论课程要与有机化学实验课程

紧密结合。比如，在理论课中讲到利用 Ｇｒｉｇｎａｒｄ试剂与
醛、酮反应是制备各种复杂结构醇的重要方法之一，因

此，在实验课中通过２－甲基－２－己醇的合成实验，可以
使学生深刻理解和掌握Ｇｒｉｇｎａｒｄ试剂的制备、应用和Ｇｒｉ
ｇｎａｒｄ反应的条件。学生通过实验过程加深了对理论知
识的理解，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５　结　语
将有机化学这门重要的基础课教好，并使学生有兴

趣地学好，是当前高校教师的一项重要任务。通过几年

的教学实践，笔者对教学内容进行了优化，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与时俱进，对教学方法做出相应的改革，建立了

有利于学生学习的教学模式，使有机化学课程真正成为

以学生为主体，受学生欢迎的一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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