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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化学课程建设改革探索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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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湖南 衡阳４２１００１）

摘　要：基础化学是医学生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以地方高校基础化学教学特点和长期教学实践为基础，为适应高
等教育大众化和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要求，从地方高校基础化学课程教学内容、课堂教学及实践教学等环节的改革和创新

入手，突出医学教育的特点，培养医学生从化学角度理解医学问题的能力，为地方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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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是我国医药产业和人民健康事业飞速发展的时期。基础化学为医学生提供学习医学专业
课和临床实践所必需的概念、原理和知识，培养医学生定性、定量观念和实验操作技能。由于社会不断

变革，医药科技迅速发展和新医疗技术不断应用，现代医学教育本身面临着重大变革，相应地对基础化

学课程的教学容、知识结构和教学方法等提出了改革要求［１］。

１　基础化学课程教学师资队伍的改革
要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必须先要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２］。课程组紧紧围绕地方高校这一行为角

色，进行了基础化学课程师资队伍建设与教学模式的改革，把基础化学这一医学生基础课程建设与化学

化工类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结合起来，努力以学科建设带动师资队伍建设，以师资队伍建设促进教学、

科研和学科建设。这些年来，这一改革措施有效地吸引了高素质人才进入这一教学团队，使师资队伍结

构及知识体系得到不断的提高。通过教学与学科建设相结合、相互促进，使得基础化学课程教学和学科

建设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由此建立了一支梯队合理的高水平基础化学课程教学师资队伍。

１．１　青年教师培养措施的改革
青年教师是教学的生力军，是课程建设的未来。课程组对青年教师进行严格的岗前培训，要求他们

讲课前先带实验，从最基本的做起。老教师对青年教师进行传、帮、带，要求他们听课。同时给青年教师

提供讲课的机会，让他们从少量章节开始讲课，以后讲课内容逐年增加，直至能讲好一门课的全部内容。

对于青年教师的讲课，老教师指导他们备课、写讲稿、设计课件，并进行试讲，试讲合格后才能正式上讲

台。通过这些培养方式，使青年教师尽快适应课程的教学工作，通过教学实践不断提高教学能力。另

外，积极鼓励青年教师在职攻读学位，不断提高青年教师的学术水平；引导青年教师参加教学改革和参

加编写教材，通过教学改革实践来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和教研水平；支持青年教师进行校外交流或出国

深造，推动青年教师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

通过这些改革措施，青年教师培养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课程组先后涌现了３名省青年骨干教师。
目前课程组的青年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已超过６０％，其他青年教师均具有硕士学位，并在继续在职
攻读博士学位。目前课程组的青年教师均能独立开课并且讲课效果良好，且积极开展了教学研究并取

得了可喜的成果。

１．２　基础化学学科和专业建设的改革
近年来，为更好地建设基础化学课程，课程组紧紧依托学科特色及优势，积极进行学科和专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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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如，加强了卫生毒理学学科的卫生检验研究方向，创建了国防紧缺专业———核化工与核燃料工程

专业，并使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成为了湖南省特色专业。在科研方面，课程组教师承担了包括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在内的科研课题数十项（其中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５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１０余项），发表的科研论文被ＳＣＩ／ＥＩ收录７０余篇。这些学科专业建设和科学研究的成就，使这支教师
团队保持了深厚的学术底蕴。

２　基础化学教学内容的改革
课程组在建立基础化学课程体系时，积极进行教学内容改革，在保持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和先进性的

前提下，注意化学理论自身的系统性，同时又使学生在掌握了有关化学知识理论后能很快地与医学实际

相联系。课程组通过主编和参编教材、集体备课等措施，优化了教学内容（例如压缩了碰撞理论等一些

较陈旧的内容，补充了自由基反应等反映了医学领域最新知识和发展动向的内容），体现了先进性、科

学性，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２．１　改革基础化学教材
好的教材是一门课程教学成功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教学改革的固化成果。为保证教学效果，目前

课程使用的基础化学理论课教材是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是国内多所高水平大学公认的高水平教

材。实验课则使用课程组自编的由科学出版社公开出版的教材，此教材是课程组任课老师多年实验教

学改革的结晶，受到了国内多所高校的好评。为方便学生自学，课程组同时还编写了一系列与基本教材

配套的教学参考书。目前课程体系已建立了从基本教材、学习指导书、实验教材到教学参考书的一系列

教学用书，在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提高学生学习质量方面起了很好的积极作用。这些教材和教学参考书

体现了课程组老师的教学思想、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成果，先后在多所高校使用并获得好评。

２．２　建设创新型实验教材
课程医学化学实验教学在化学实验中心进行，实验场地充足，实验设施齐备。课程组根据自己的实

验教学积累，先后出版并使用了３本实验教材。目前使用的教材是课程组主编的由科学出版社于２００７
年出版的《大学实验化学》。此教材是课程教学组多年实验教学的结晶，是课程教学组实验教学的固化

成果。课程组教师根据实验教学大纲和实验教材开出实验，注重内容更新和实验教学体系的科学合理

性，注重学生基本技能、创新思维与综合能力培养，注重环保意识和综合素质的培养。课程医学化学实

验实施绿色化学教育，应用了半微量与微量实验，如微型滴定实验、微型酸碱平衡实验等。通过实验教

学，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和强化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特别是综合性实验的实施，强化了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使得实验教学取得了较好的

教学效果。

３　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的改革
３．１　采用启发、讨论式教学方法

课程组教师在课堂上尽量做到师生互动，避免满堂灌，并适时向学生提问，了解对讲授内容接受、理

解的程度，还根据学生反馈的信息随时调整授课的速度、内容及表达的方式。在阐述问题与课堂教学过

程中，课程组教师主要采用提问和分析的方式，倡导“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ＢＬ）”教学法，引导学生思考。阶段性地开展专题讨论，这种讨论式的教学方法不仅保留了传统教学法
对知识传授的系统性，而且充分体现出对学生能力培养的优势，可有效地督促学生在听课的同时积极地

思考，加深对所学内容的进一步理解，并可活跃课堂气氛，使学习变得轻松和愉快［３］。

３．２　采用繁简适度的教学方法
课程组定期举行集体备课，统一课程的重点难点。对于教学内容的重点难点，在课堂上重点讲解，

对较容易理解的内容，则布置为自学内容。讲授既要推理严谨，又要深入浅出。难点内容采用由浅入

深、由具体到抽象、由特殊到一般的讲授方式，启发学生思考问题的本质，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及掌握

程度。对学生反映的不懂的重点难点，要不惜时间重复讲解，或从不同角度讲解，直到绝大多数学生弄

懂为止。这样做既可有效地节省课堂时间，减轻课堂教学内容的压力，又可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

３．３　探索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
课程组教师积极探索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如通过变换对化学问题的思考角度，将学生置于实

际化学问题研究的环境之中，为学生提供了思考解决问题的空间，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有些学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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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非常有兴趣，经常有一些奇妙的问题，因此我们特意在教学中及时介绍学科前沿和新近科研成果，

耐心、详细地解释他们心中的种种古怪疑问，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例如，课程组在过亚硝酸根等生物

活性物质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课程组教师及时将这一成果引入到医学化学教学中，提高了学

生的学习热情，使他们感到医学化学是与学科前沿紧密相联的，更感受到了医学类专业学习医学化学的

重要性。

３．４　积极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在教学中，课程组教师积极采用现代教学手段辅助教学。对于难以讲解或表达的内容，运用动画、

影片等手段把难以理解的概念形象化，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促进了教学手段现代化；研制了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医学化学多媒体教学软件；在２００６年承办全国医学化学第九届学术年会时，将该多媒体
软件在会上进行了展示，得到了与会专家和同行的一致好评。此教学软件已被江苏大学、广西医科大

学、徐州医学院等六所高校引用。该教学软件利用多媒体手段提供了生动、具体的事物影像和声音来作

为丰富想象的翅膀，把“死”的知识变成“活”的知识，很好地培养了学生的想象能力、思维能力和创造能

力。医学化学网络课件对学生的知识和能力提高有很大帮助［４］。

４　巩固基础化学知识手段的改革
作业是巩固学生课堂上所学知识的有效手段，但教材上的习题多为计算题，难解费时。课程组一般

在教材上仅布置少量重要的习题，主要布置课程组编写的题型多样的习题库中的习题，有单选题、多选

题、是非题、填空题、判断题、计算题等。作业的形式多样，使学生易于巩固所学知识。实验课则要求有

预习报告和实验报告，教师全部批阅。在考试方面，通过期末考试成绩和平时作业的综合考虑，给出总

成绩。这样做可有效地避免学生平时不学习，到期末考试时临时突击的不良习惯。

５　基础化学实验教学的改革
随着高等学校改革的不断深入，本科教学中的实践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５］。基础化

学实验教学是基础化学课程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实验教学的设计要以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

科学研究素质为宗旨。根据这种设计思想，该课程组将实验教学内容分为仪器基本操作实验、化学基本

原理实验和综合性实验三个模块。仪器基本操作实验由定量玻仪操作实验、分光光度计等分析仪器使

用操作实验等实验组成，主要培养学生的“三基”能力，对实验操作要点作深入了解；化学基本原理实验

包括典型的反应类型、不同类型化合物的基本化学转化等实验技术，主要是使学生进一步掌握与熟悉基

本操作技能，理论用于实际，巩固“三基”能力，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综合性实验与

设计性实验，是对学生所学理论、实验技能综合运用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培养学生科学的实验方法、创新

意识及动手能力。

６　结语
课程组立足校学科特色，为更好地培养高素质创新型医学人才，按现代教育要求积极改革，将课程

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专业学科建设融为一体，相互促进，建立了一支结构合理的高水平教学团队，教学

资源建设也已初具规模，在教学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并有力地促进了基础化学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但是有些板块还要加紧建设，教学资源还需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在基础化学课程体系建设和课堂教学模

式改革方面，也还应进一步扩大影响，进一步加强该课程师资队伍与国内外的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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