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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有机化学实验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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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机化学实验是有机化学课程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着重要的教学地位。根据本校药学专业实验教

学体系建设需要,再结合有机化学的教学情况,学生的特点,针对实验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教学改

革。实践证明,改革后在提高学生的主动性和动手动脑能力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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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化学实验是药学专业实验体系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药学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实验课,它

将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提供基础性的化学知识。

有机化学实验不仅是有机化学理论教学的重要

补充,更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

探索精神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之一。而目前有机化学

实验课教学,多采用教师讲,学生做的单一模式,实

验效果差,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尤其是在发挥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培养分析思考问题能力方面有很多的

不足之处。因此,对有机化学实验教学的改革已成

为当前教学最迫切的要求。结合本校的教学和学生

的情况,对实验教学进行改革,在突破传统的教学模

式同时,也加入新兴教 学 理 念 和 模 式,做 出 如 下

改革。

1 实验教学体系的建立
实验是对理论知识的验证、补充和创新,同时也

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能力的关键所在,

实验项目的选择至关重要。因此依据药学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和有机化学教学大纲的要求,开设实验项

目,笔者认为在准确把握各实验项目目标的前提下,

还应明确本实验对学生知识和能力的基本要求,然

后以此为方向开设合理的技能性实验、验证性实验

和综合性实验项目,并在实验的过程中,适当的设置

问题去引导学生,慢慢培养他们的主动性。比如醇、

酚、醛、酮的性质实验,是对理论知识的验证,在实验

过程中化合物所发生的颜色、状态、气味等方面的变

化,让我们有一个视觉的感受,能够很好地与理论认

知结合,并设置思考题来引导学生熟练使用试剂来

鉴别化合物,同时也能很好引导学生养成独立解决

问题的习惯。

2 实验教学方法的改革
好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要以教学目的任务为依

据,所谓“教学有法,但无定法”,教师合理运用各种

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引导学生积极思考,

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能感受整个学习

过程带来的快乐[1]。

2.1 培养学生主动性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

反,则不复也。”

就是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明白学生的主体地

位,要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引导学生去思考和讨

论问题,体会学习的魅力。每一个实验项目的完成,

不仅需要个人的主动性,也需要团体的合作。比如

常压蒸馏,将实验前的准备工作、实验路线、实验装

置和产品的后处理等工作都交予学生,让小组成员

主动去查阅资料,去思考实验会出现的问题,以及解

决问题的方法,创造一切可能的机会去锻炼学生的

动手、动脑能力。

2.2 教师的引导
 

外界适当的刺激能使人产生无意注意,也是促

进求知欲和创造欲产生的重要因素,这就要求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做好指引,尽可能的激发学生主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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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讨论问题。

教师的教学态度是否严谨直接影响学生对该课

程的重视程度,更关系到学生对实验的态度。因此,

作为教师要严格要求,耐心指导。笔者在实验教学

过程中,针对不同实验项目,都会记录每一个小组的

实验情况,并和小组成员进行探讨,将严谨的教学理

念传递给学生,培养学生科学、严谨的思维能力。

3 合理的实验评价体系
根据本校药学专业的情况和有机化学实验特

点,实行分组实验,其中存在一些弊端,容易造成部

分学生懒惰不动手、得过且过,蒙混过关[2]。为了做

到“科学、公平、公正”,给出合理的实验评价体系能

很好地激励学生自主完成实验,书写真实有效的实

验报告,并提出个人对本次实验的观点,同时与教师

探讨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原来的实验评价体系主要

以实验报告成绩为主,改革后的分为三部分:实验报

告成绩(50%)、实验操作(30%)和技能考试(20%),

降低实验报告成绩的比重,增加实验操作和技能考

试成绩比重。采用以上方式进行考核,很大程度上

提高学生操作训练的主动性,重视平时的实验练习,

认真规范的做好每一次实验,避免实验中出现不动

手的学生蒙混过关。尤其是技能考试中,设置的未

知粉末成分鉴别,实验过程中,组内成员的讨论,组

间的交流,更多的让老师见识到学生主动学习的那

份真诚、喜悦和魅力。

4 教学改革效果
(1)师生之间的互动效果有很好的改善,突出了

学生的主体性,教师的引导性。

(2)遇到问题,学生彼此之间的讨论次数增加,

主动找教师讨论和分析问题的人数也在增加,在实

验中所设置的问题也成功的引导学生主动去思考并

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不再一味依赖教师来解决

问题。

(3)严谨、科学的实验理念成功传递给学生,教

会学生严格对待每一个实验,详细记录实验过程和

实验现象,实验报告的书写质量也有了质的提升。

有机化学实验课的开展是教师与学生在理论教

学互动的更深层次延伸,不仅利于提高教师自身的

科学素养和研究能力[4],也能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经过实验改革的探索发现,药学实验教学改革虽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

顺应新时期的医药产业的需求,不断的摸索和改进,

以便培养创新型和技能型的药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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