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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2019 影响下有机化学线上教学有效课堂的设计 
彭红建*  王蔚玲 

（中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摘要：受 COVID-2019 影响，有机化学教学采用了线上教学，这样减少了老师与学生面对面的交流。为了保证课堂的高效性，
我们提出了内容上要求教师要懂、透、化，教学上采用学、讨、用的模式，教学评价做到全面化、多样化、科学化和课程教学的综
合化、交叉化和现代化，这对提高课堂的有效性及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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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当前，不仅仅是中国，乃至世界都受 COVID-2019 的影响，人

类面临着有史以来教学上最严峻的挑战，2020 年也将是教育史上载
入史册的一年。为了响应教育部“停课不停学”的号召，各个高校
都争先开展网上教学，减少了师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如何保证线
上教学的高效一直是我们教学关注的重点之一[1,2]。课堂教学的有效
性是指用科学的内容，理想的方法去教学，达到预期或甚至更高的
教学目标。特别针对当前的疫情形势和系统性较强的有机化学[3]，
设计线上教学高效的课堂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全面培养大学
生的实践创新能力，是当前线上教学的首要任务，对于实现有机化
学的顶层设计具有深远的意义。 

2. 充分利用在线课程优势，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2．1 内容上要懂、透、化，教学上要学、讨、用 
根据影响课堂有效性的因素，和当今学生信息来源广和来源快

等现状，发现教学的问题及原因。首先，老师对于教材上的内容要
达到懂、透、化的目标。懂，就是要理解教材，哪些内容是基础性
的，哪些是拓展性的，哪些是需要探究的，对教材内容做出相应的
取舍。透，就是根据教学内容、教学大纲和专业的需求，对每一教
学单元的知识点、重点、难点，做到透彻掌握，合理分配课堂教学
时间。化，就是要融会贯通，有机化学反应多，讲授过程中要抓住
反应的本质，如学生对于亲电反应和亲核反应容易混淆。图 1 是亲
电和亲核反应分析示例，从图中可以看出，无论亲电还是亲核反应，
反应的动力也是一种库仑引力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学物理所学的异
种电荷相互吸引。如果是正离子进攻，则为亲电反应，反之亲核反
应，通过对比，学生马上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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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亲电和亲核反应分析示例 

课前，要求学生通过 MOOC 在线课程的学习，发现难点，并做
好标记，课堂上鼓励大家各抒己见，相互讨论，不要形成教师“一
言堂”的局面，课后进行分析总结。学生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学习
MOOC 在线课程，实现“课前预习”最大化，最终达到共识、共享、
共进，实现教学相长，彼此真正形成一个“学习共同体”。学的最
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用”，即应用，把所学知识转换成学生的
技能和能力，因此对于知识的应用我们给予了较大的权重，且有相
应的激励措施，调动学生积极主动的学习，实现有意义的学习。 

2．2 将有机化学知识模块化，并重新编写导学学案 

将有机化学教学内容按“模块式”教学设计，将整个教学内容
分成五大块，模块一为有机化学基本知识、立体化学和协同反应的
基本概念；模块二为烃类和卤代烃化合物的结构与性质之间的关系
以及波谱分析的基础知识；模块三为含氧有机化合物的结构和性
质，模块四为含氮有机化合物及杂环化合物的结构和性质；模块五
为生物有机化合物。针对不同的知识模块，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
第一、二模块主要采用导学、设问、案例、讨论等方法，以突出重
点，突破难点，对于醇酚醚主要采用与卤代烃类比的方法来讨论它
们的化学性质，其它章节采用剖析有机化合物的结构特征，引导学
生抓住“结构决定性质”这个关键。 

采用学案导学，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学案为载体，学案与

教材相结合，学生自主学习与教师讲解相结合，强化学生的主体地

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使学生学会学习、学会思考、学会创新。

导学学案的编写内容及要求如下：① 学习目标  学案中一定要有

明确、具体的学习目标，让学生一看就能明确学习的具体任务，且

具有可检测性。 ② 学习重点和难点  重点和难点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知识的重点难点，另一方面是学习方法或教学方法的重点

难点，因此把重点的突出方式和难点的突破方法教给学生。③ 学

法指导  学法指导是教给学生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手段，实际上就是

告诉学生在自主学习时需要注意的方法或采用的手段。④ 导学过

程  导学过程是学生在学习本章中必须强化的知识点和学习方法，

是导学案的中心环节，重点是老师的点拨和引导，为学习新知识打

下基础。 ⑤ 达标检测  在每章的课后选取一些紧扣教学内容和能

力培养的目标设计练习题，让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进行反思、自评

和初省。 ⑥ 归纳总结 按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归纳总结，

让学生明白貌似分离知识点之间的联系。⑦ 课后反思 包括有教学

设计、课堂节奏、教学活动和心得感悟等。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

在学案的设计上体现出层次性和阶梯性，引导学生进行探究性学

习。 

通过这一过程的学习，让学生用有机化学知识本身的魅力吸引
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亲自感受知识的整个形成过程，激发学生的
求知欲，体验有机化学的逻辑与思想，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学习
“再创造”。这样把课堂还给学生，切实解决学生知识缺乏内化的
现状，留出一定的时间让学生动手实践，让学生真正找到知识的应
用和问题解决的办法，这样在课堂上打破了“教师的专制”，学生
主体地位得到落实，也是教学领域里引发的一场学生解放运动。  

2.3  充分利用学生现有的知识体系，提升课堂的有效性 

教师在教学设计的环节中，不仅要考虑到“如何讲”的问题，

要充分挖掘学生现有的知识体系，给学生一个温故而知新的机会，

这样既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提升了学生的学习能力，还对学

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图 2 列举了硝基苯的亲电取代反应能量示意

图，通过这三个问题，学生也懂得有机化学不仅与无机化学知识紧

密关联，而且通过能量图可分析取代基的类型，同时也使学生的学

习兴趣得到了普遍提高。  

 
图 2 硝基苯的亲电取代反应能量示意图 

还有，在有机化学教学中，始终抓住“结构决定性质”和“性
质反映结构”这条主线，精心设计与本内容相关的问题，图 3 是羧
酸的结构与化学性质，列举了两个问题，特别当问到学生高中是否
学过脱羧反应时，学生都认为他们对高中化学有绝对发言权，几乎
异口同声说没有。当我展示甲烷制备反应方程式时，他们都为之一
振。这样加强了学生知识的内在联系，使学生感知，有机化学是一
个整体，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切实提升了课堂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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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羧酸的结构与化学性质 

3、教学评价的全面化、多样化、科学化 
在实施在线课程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利用网上课程的优势，组

织多样化的教学资源，设立突出个性培养的完备的考核体系，让学
生主动适应网络在线类电子化考试的发展趋势，提高考试的效率和
信度，评价体系要能真实地反映学生掌握知识点和基本技能的情
况。 

教学评价的全面化包含评价内容和功能两个方面。在评价内容
上，对学生的评价，要采用有机化学基本知识与运用有机化学解决

问题的能力评价相结合，使评价内容更为全面地反映有机化学教育
目标，充分发挥教育评价的导向功能，使教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
发展。关于课堂教学评价，不能只看有机化学教学目标是否实现和
教学任务是否完成，更关键的是注重教学效率，即课堂教学的有效
性。在整个课程教学过程中，有机化学实践教学与形成性考核成为
促进学习的必要手段和有效机制。 

教学评价的多样化包括有终结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静态评价
和动态评价等有机结合。我们积极主动地把这些评价方法融入到具
体的有机化学教学评价体系中，表 1 是我们学生平时成绩的组成，
包括平时学习能力的评价都在计算之列。教学评价的科学化是指将
课程的学习与阶段性的教学效果检测有机的结合起来，贯穿于整个
课程教学的全过程，将军考试与教学全面结合并嵌入到有机化学教
学的全过程之中。从表中可以看出，有机化学考核时，把课程的考
核与学生的开放式学习紧密联系起来，将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也囊
括了，一定程度了保证了教学目标的实现和结果的公平。 

成绩组成 项目及比例 考核项目 比例 考核统计方式 

在线单元测验 5% 网络统计 

在线视频、讨论 5% 网络统计 

慕课学习 
（15%） 
超星学习通 在线综合测试 5% 网络统计 

考勤、课堂参与 5% 教师评定、学生互评 

单元综合测验 8% 教师评定 

课外作业、测试 5% 网络统计、学生互评 

 
平时成绩 
40% 面授课堂 

（25%） 

课程总结及综述 7% 教师评定 

表 1 学生平时成绩的组成 
4、课程教学的综合化、交叉化和现代化 
课程综合化，是指课程知识结构综合化，包含理论课程、实践

课程、选修课等，也就是说上课不能单单局限于课本上的知识，与
之相关的内容都可以串联起来，这样可以凸显学生个性。前面已述，
有机化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我们在上课，可将有机化
学实验内容紧密结合起来，图 4 是我校开设的一个有机化学实验—
2-甲基-2-己醇的制备，让学生知道怎么样将有机化学理论知识与
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先从理论上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为以后开展
这方面的研究打下基础。 

 
图 4 2-甲基-2-己醇的制备实验示例 

课程现代化是指课程应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把新知识、新技
术和新信息纳入到教学内容，反映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和发展动
态，让学生了解本学科的发展动向和面临的困境。今年也适逢新型
冠状病毒的影响，如何高效治疗这种病毒，或者说开发一种新药抵
御这种病毒，也成为摆在同学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光学异构

体这一章中，我们就列举了两个热点化合物，一个是由美国斯坦福
大学和香港大学研究的甘草酸，有可能作为治疗 2019-nCoV 的潜在
药物，它是一个旋光性的传统中药，比旋光度为+163o，同时也说明
了我国的中药博大精深；另一个是磷酸氯喹，也是一个旋光性的药
物，比旋光度约为+13.5o；这无疑也激起了学生对光学活性的好奇，
就提升了课堂的效率,也真正体现有机化学的应用价值，“实用化”
地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课程交叉化是指打破单一学科界限，将相关的课程或将新的内
容融入已有的学科。同时，在课程结构上，既要重视对科学原理的
认识和掌握，还要重视学习态度、方法和精神的综合培养。例如讲
到酯类化合物时，学生对酒文化非常感兴趣，可引用白居易在《饮
后戏示北子》中有：“欲我少忧愁，欲我多欢喜；无如温好酒，酒

罍须多且旨。旨多宾可留，多即 不耻”。这里的旨是指香味，酿酒
过程中产生的低级酯具有香味。让学生亲自感受知识的整个形成过
程，有机化学的美感和意义，体现有机化学的社会价值。 

5、线上教学的使用与体会 
鉴于线上教学的特殊性，我们大约每隔几周都要对同学们的学

习情况通过超星 APP 进行了调查，内容包括学习兴趣、学习内容、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学习习惯，教师的教学方法和学生的困
难等诸多方面，初步结果如表 2 所示。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这次
教学方式 

表 2 线上教学调查结果表 

调查项目 统计结果 

你是否喜欢用 MOOC 在线完成预习任

务 
非常喜欢占 30.3%，喜欢占 42.5%，一般占 21.7%，不喜欢占 4.2%，特别不喜欢占 1.3%。 

你是否喜欢线上教学，原因是什么 
喜欢占 93.2%，不喜欢占 6.8%。喜欢的原因是上课自由，可更广泛地学习；不喜欢的原因是学习

任务太重。 

你认为线上教学对你学习能力有帮助

吗 
非常有帮助占 30.6%，有帮助占 60.5%，与原来差不多占 8.9%。 

你是否喜欢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 非常喜欢占 52.5%，喜欢占 40.3%，无所谓占 7.2%。 

你认为线上学习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许多同学都认为，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没办法及时解决，有时远不如和教师面对面交流解决容易。  

的突变，给教和学都带来了不小的冲击，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 （下转第 1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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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18 页） 
和改进，但总的结果还是非常好的。另外，针对学生提出的一些问

题，我们也进行了深思，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线上教学有效课

堂的设计必须吸纳传统课堂的优势。也和学生进行了充分的沟通，

强调线上教学只是一种教学形式，核心和关键是要学生自主动起

来，老师只能起到引导、督促的作用。还有，要发挥学习共同体的

作用，因为线上开课期间大家分散在家中，没有外在的约束，难免

存在松散的现象，我们要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像战胜新冠一

样大家相互帮助，实现教学相长，共同提高课堂的有效性。 

总之，21 世纪是一个全面竞争的社会，具体体现在经济、政治、

军事、教育和科技等各个方面，关键还是人才的竞争，因此教学要

把创新人才的培养落实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在教学中，教师不能

墨守成规，要发挥聪明才智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教学设计，展示不同

的教学窗口，闪烁不同的教学风格，扣其心弦，让学生以最佳状态

投入到学习中，从而实现知识的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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