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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实验教学改革初探 ①

张焱
（中国药科大学 理学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０９）

摘　要：有机化学实验教学是一门智力与能力、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有机化学

实验教学的改革势在必行。通过查阅国内外文献，结合自身多年的教学经验，提出整合优化实验教学内容、完善考核制

度等举措，创建基础、合成、设计三层次，微型、绿色、与时俱进三特色的新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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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实验教学作为高等院校教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一个重要环

节和途径［１］。有机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作为一个２１世纪的复合型人才，单纯掌握深厚的
有机化学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具备突出的实验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如何将实验教学与理

论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学生掌握基础理论的前提下，提高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和自

主创新能力，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是我校有机化学实验教学的一项主要任务。在当今信息技

术突飞猛进、实验新仪器和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情况下，有机化学实验教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改革势在

必行。

２　有机化学实验教学改革
笔者通过查阅国内外文献［２－５］，结合自身多年的教学经验，就如何提高有机化学实验教学效果提出

了几点拙见，以供商榷。

２．１　整合和优化教学内容，建立实验教学新体系
课程内容的质量关系着学生学习的动力和积极性。合理地设置课程体系，对学生实践能力和科学

素质的培养至关重要。总的来说，有机实验课程的设置应从基础、合成、设计三个层次，微型、绿色、与时

俱进三个特色全面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意识。需注意以下几点：

２．１．１　加强基础操作训练，夯实基础
有机化学实验按内容分为基础操作实验、有机合成实验和综合设计性实验三大块。为了缩减课时，

一些常用的基础操作训练如常压蒸馏、液液萃取、重结晶等操作由于其在后续合成实验中出现的机会

多，常常被压缩到合成实验中一起做，而未单独训练。通过实践证实，这样做效果很不好。因为合成实

验牵涉的操作步骤多，实验过程匆忙，对基本操作的训练达不到规范要求，更谈不上培养良好的操作习

惯了。而没有好的基本操作技能，也不可能达到合成实验要求的培养综合实验能力的目标，事倍功半。

我校学生是在大一下学期开设有机化学实验课的，通过近些年的教学发现，大一学生的实验技能和实验

素质都很差。由于中学教学围绕高考“指挥棒”转，存在“做实验不如讲实验，讲实验不如背实验”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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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倾向，造成中学实验教学与大学实验教学的严重脱节。这种脱节现象既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又影

响了学生的身心发展。因此对于某些非常重要的基础操作，要做到教师认真讲解，学生反复练习。只有

把基础打扎实了，学生才能具备独立操作有机合成实验的能力。

２．１．２　有机合成实验与有机化学理论教学紧密结合，理论联系实际
有机合成实验的进行紧随基础操作实验教学之后，不仅能夯实有机实验基本功，而且是理论教学中

的一些重要反应的实践验证过程。作为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一个承前启后的环节，必

不可少。通过这些合成实验的学习，同学们不仅更加熟练了普通蒸馏、液液萃取、重结晶等一些基础操

作，而且对课本中反复提到的亲核加成反应、羟醛缩合反应、酯缩合反应、康尼扎罗反应等都有了极深的

感性认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有机合成实验的教学时间安排应和理论教学很好地结合起来，努力做到

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２．１．３　开设综合设计性实验，强调启发式教学
通过基础实验技能的培养、有机合成实验的进一步练习，在学生打好基础的前提下，开展综合设计

性实验。实验教学初期，教师在讲授有机实验基础操作的时候应做到搭装置示范，认真讲解，耐心指导。

在学生打好基础后，就应该调整教学方案，改变教学模式，由主角变导演，将学生放在主角的位置上，打

破传统教学中学生被动接受的弊端，采用讨论式、提问式、启发式、发现式等多种方法引导学生，由他们

自己主动地去完成对本次实验课内容的理解和掌握。由有解实验变为求解实验，由知识积累变为智能

开发。这种教学模式，对提高学生的主动性和独立思考能力起到积极作用。设计性实验可从实验教材

中已有的合成实验的反应条件、实验装置的优化出发，逐步扩展到给定目标化合物，同学通过查阅文献、

参考书，设计合成路线、实验装置，最终合成目标化合物。综合设计性实验的开设，对于培养学生独立进

行科学实验的能力、良好的科研素质、独立获取相关文献资料的能力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２．１．４　采用微型化实验方法来代替部分常规实验方法，减少实验事故的发生
微型化学实验是由美国的Ｍａｙｏ博士及其同事从１９８２年开始研究并试用的一种新型实验方法。它

是以微小量的试剂，在微量化的仪器装置中进行实验。其试剂用量是常量制备实验的十分之一至千分

之一，固体约为１０ｍｇ～１００ｍｇ，液体约为０．１ｍＬ～２ｍＬ。由于有机实验试剂毒性大，挥发性强，易燃易
爆，因此有机实验的安全教学一直是教学中的一个重点。微型化实验的优势主要表现在实验试剂用量

少，辅助材料用量少，反应时间短，不仅降低了实验成本，而且相应减少了爆炸、着火、中毒等事故的发生

率，改善了实验环境，极大地减少了实验过程对环境的污染，提高了教学质量［６］。目前，北京大学、山东

大学、中山大学、云南大学等全国几十所高校均把微型化实验列为有机实验教学的内容。北京大学摸索

了小量－半微量有机合成，已在教学中使用多年，效果良好，值得我校学习。
２．１．５　尽量使用低毒无毒的有机试剂，创建绿色环保的有机实验教学体系

在实验内容的安排上，应努力实现绿色化。绿色化学的基本内容是：由无毒害的原料，在无毒害的

催化剂、溶剂等反应条件下，获得对环境友好的产物［７］。有机化学实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三废，在

有机化学实验过程中应该合理收集和排放三废，如对废弃物不处理随意排放，不仅对环境造成污染，而

且会淡化学生的环保意识，养成不良的实验习惯。在实验操作中要求学生将实验中产生的废气进行处

理、对废液进行回收处理、对产品进行回收利用。近些年，我校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如将基本无毒的环

己烷代替苯做为共沸除水剂、反应溶剂，将乙醇代替甲醇做为重结晶使用的溶剂，及时进行实验三废的

处理等。但总体感觉力度过小，有待进一步加强。

２．１．６　及时向学生介绍实验新技术新仪器，与时俱进
仪器设备陈旧是高校实验教学的一个普遍问题，这不适应日新月异的实验技术的发展。为培养适

合社会的新型人才，在教学中应注意及时将先进的仪器技术设备介绍给学生，例如：在介绍熔点的测定

时，除介绍了毛细管测定法外，还应介绍显微熔点仪、电热熔点仪、热分析仪测定法，并演示显微熔点

仪测熔点的操作；在介绍普通蒸馏装置时，应将旋转蒸发仪介绍给学生并作演示实验；在介绍制备化合

物的红外光谱时，应使用傅立叶红外光谱仪就学生自己制备的产品作谱图，这样不仅扩宽了学生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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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开阔了视野，而且增强了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２．２　建立完善的考核制度，加强实验教学质量调控
实验成绩考核制度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态度和积极性。规范实验考核制度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

的主动性，对提高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客观

公正地反映学生的实验能力，笔者认为有机实验成绩应改变原来单纯凭印象给分的错误方法，而由平时

考核、实验笔试和期末考核三部分综合量化给分，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２．２．１　注重平时考核，加大其在总成绩中的比例
教师对于平时实验的考核应分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出勤率、实验态度、实验装置的搭建、实验

结果、卫生情况等组成，另一部分是实验预习报告、实验记录、实验报告成绩。教师针对以上提出的几个

指标制作实验考核卡片，以５分制及时记录学生实验情况，期末将每次实验的成绩总评而给出平时
成绩。

２．２．２　开设实验基础内容笔试，进行量化考核
为了预防学生只会做实验而不懂实验原理的现象出现，在学期末安排实验笔试考试。考核内容主

要是有机化学实验的重要知识，包括实验室规则及安全常识，化学仪器的使用和养护方法，基础操作的

原理及适用范围等。

２．２．３　设置期末考核实验，充分反映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
在学期末，安排一个全面涉及基础操作的合成实验作考核。就实验预习报告、实验态度、实验装置

的搭建、实验情况记录、实验报告（要求当场交）完成情况、卫生情况等方面作综合考察。

３　结　语
有机化学实验教学是一门智力与能力，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课程。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

有机实验教学的改革势在必行。我校应顺应学科发展，在培养好学生有机实验基本功的前提下，逐步建

立基础、合成、设计三层次教学内容体系，实现有机实验教学的微型化、绿色化、与时俱进。努力提高学

生的实验动手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科研能力，为２１世纪我国经济腾飞培养更多的创新型合格人才做
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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