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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高职化学课程教学方法改革分析
——以“畜牧兽医专业”为例 

刘成松　周莉萍

（甘孜职业学院 甘孜藏族自治州职业技术学校，四川 甘孜 626102）

摘要：化学作为畜牧兽医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是学生学习

专业知识、未来工作的重要“工具”。因此，积极落实好化学课

程的教学工作对于畜牧兽医专业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

实意义。然而，结合现实情况来看，高职化学课程教学还存在诸

多问题，影响着其实际的教育效果。如何正视这些既有问题，探

寻有效的改革路径，是新时期每一位高职化学教师都亟待思考的

问题。基于此，本文以高职畜牧兽医专业化学课程教学为论点，

在阐述教学现状问题的同时，就高职化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路

径进行了详细探讨，以期能够给广大教师同仁提供一些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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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路径

在高职畜牧兽医专业教育中，化学作为一门基础课程，和理

化检验、家畜卫生、动物药理以及动物检疫等畜牧兽医专业课之

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保障好化学课程教学实效，不管是对

于畜牧兽医专业教学质量的提升来说，还是对于本专业学生的就

业与发展来说都将大有裨益。然而，由于畜牧兽医专业当中学生

大多属于高考文科生，他们的化学基础较差，加上教学方法单一

等问题，使得化学教学效果不尽人意。对此，我们有必要正视这

一现状，积极探索化学教学设计、教学方法的有效改进路径，从

而进一步提高教学效果，让畜牧兽医专业育人效果能够更上层楼。

一、高职化学课程教学的现状问题

（一）学生学习兴趣不足

杨振宁说过，兴趣是成功的秘诀。尤其是对于刚刚毕业的高

考生来说，他们只有在兴趣的驱使下，才会在学习过程中投入更

多精力与活力，进而获得更多学习收益。但是，结合现实情况来

看，畜牧兽医专业学生大多是一些文科生，而且化学基础极为薄

弱，很容易在化学课程学习中出现理解不透彻、学习脱节等情况，

加上化学课程抽象性强且知识点较多，使得学生化学课程学习兴

趣不高，学习效果也自然不尽人意。

（二）课堂互动有待提升

课堂互动作为提高课程教学实效的有效手段，是保障化学教

学质量的重要法宝。然而，在以往的教学中，化学课程教学往往

以言语讲述的方式来展开，师与生、生与生之间缺少有效的互动，

这也使得课堂氛围变得无趣且枯燥，文科学生不但会出现兴趣渐

失甚至厌学等情绪，而且也无法很好地掌握相关要点内容。可以说，

如何提高课程教学的互动性，是当前高职化学课程教学亟待解决

的问题。

（三）理实联系不够紧密

对于高职化学课程而言，其作为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

有着极强的实践性特征，因此，把握好本学科特点，做好理实联

系工作，是提高化学课程教学效果的重要路径。但是，结合现实

情况来看，高职化学课程在这一方面做得还是不够到位的，尤其

是在实验教学方面，一些教师往往一句带过或者运用言语的方式

来向学生讲述这些实验内容，这显然是不利于学生学习和知识掌

握的。

（四）专业联系需要加强

当前，在畜牧兽医专业所用的化学教材当中，化学理论方面

的内容较多，缺少与学生专业课、就业岗位之间的联系，这在一

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文科生的学习热情。同时，一些学生也没有认

识到化学学习对于其未来就业的重要性，缺乏良好的课程认知，

这也大大影响了他们的学习效果。所以，如何有效加强化学课程

和畜牧兽医专业课之间的联系，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也是我们

在推进化学课程方法改革中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

二、高职化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路径

（一）依托信息手段，激发学习兴趣

在职业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教育信息化已经成为高职教育

教学的重要改革方向，这也为高职化学课程教学提供了良好的发

展基础。在教学实践中，我们有必要立足信息化的时代教育发展

形势，积极将多媒体、微课以及网络等手段引入到课程教学当中，

依托信息技术展现性强、趣味性高的特点来优化教学设计与方法，

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手段来使他们寓学于乐，让教学效果得到

进一步提升。例如，在讲解“氧化还原滴定法”时，首先，我们

可依据多媒体之便，为学生展示一段此滴定分析方法的运用途径

（如饲料添加剂等方面的应用等），以此来让学生明白化学课程

和自身专业课之间的联系，进而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其次，我

们可在把握滴定分析法的原理与方法的基础上，依托网络视听资

源，设计一个微课，然后将其引入到课堂之上，以此来为他们提

供良好的学习参照，简化其学习难度。期间，我们可借助微课的

暂停、回放以及循环播放等功能，结合自身的讲解来让学生充分

认识这部分知识。如此一来，不但能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

还能让课程教学效果得到有效提升，可谓是一举多得。

（二）引导合作探究，实现多维互动

将合作探究引入到课堂，是提高高职化学教学质量的有效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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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一方面，该模式能够让学生获得别样的学习体验，有利于增

添课堂教学的趣味性，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该模式能

够让学生在集体之力的推动下，实现互相带动和整体提升的教育

目标。所以，为了保证化学教学实效，我们要重视合作探究的渗

透。以“pH 试纸运用”知识点为例，在讲授该部分知识点时，我

们首先可结合学生在兴趣爱好、化学基础等方面的实情，本着“异

组同质”的原则，在班内划出多个 4-6 人且内部优差生比例趋于

均衡的小组。在此基础上，结合章节教学内容，设计一些总结性、

实践性的组别探究任务，如“pH 试纸运用要点总结”“生肉新鲜

度检测”等等，然后指引各组成员通力合作一同去探讨和实践，

运用集体的力量去完成组别任务。最后，我们可让各组成员依次

展示自身的成果并结合其中的闪光点和不足点进行有效总结，从

而让学生在充分学习该部分知识点的同时，也能获得创新思维、

合作意识、动手实践和处理问题等能力的发展。

（三）重视实验引入，落实理实结合

化学是一门有着较高实践性的自然类学科，如果缺少实验环

节引导的话，学生们很难真正理解和把握相关知识要点。对此，

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应当重视实验教学环节的引入。在此基础上，

要对实验课进行阶段性的划分：第一阶段，理论介绍阶段，即通

过“讲座”的方式去介绍相关实验的原理、仪器使用方法以及注

意点，为学生后续进行化学实践奠定理论基础；第二阶段，步骤

讲解阶段，即通过现场演练的方式来介绍具体的实践步骤，让学

生能够更加直观和深刻地感受到实验的具体内容；第三阶段，实

践操作阶段，即对学生开放实验室，使他们能够在真实的条件下

去进行实验操作。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学生化学基础薄弱和实验

能力不足等问题的存在，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引领学生展开组别式

的实验探究，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深入到学生当中，与他们一同进

行实验操作，期间积极发挥自身教学辅助者和服务者的角色作用，

对学生的化学实验操作进行及时指导和点拨，帮助他们逐步掌握

实验要点，培养其良好的实验技能和品质。

（四）渗透专业内容，强化课程联系

面对高职化学教学和畜牧兽医专业课之间联系不足的问题，

我们有必要做好二者的融合工作，以此来进一步激起学生的学习

热情。具体来说，我们要积极牵线专业课教师与他们一同针对化

学课程的知识要点找到与专业课之间的衔接点，在此基础上，通

过有效的教学设计来打破二者的界限，让学生能够学得更多，收

获更多。以分析化学教学中的滴定分析教学为例，在讲述该部分

知识点时，我们应当做好畜牧兽医知识的引入工作，向学生讲述

这些化学方法在兽药以及饲料分析等方面的应用，以此来强化学

生的化学认知。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积极将一些新技术、新知识

引入到课堂之中，不断延伸和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为他们后续的

就业和发展提供良好服务。例如，向学生讲述一些关于原子操作

成果、隧道显微镜等方面的知识，达到丰富其知识和强化其兴趣

的教育目的。此外，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也要重视工作导向思想

的运用，有效把握学生在后续畜牧兽医工作当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不断优化课程教学尤其是实验教学内容设置，进一步加强本课程

与畜牧兽医专业课之间的联系。例如，有的学生毕业之后会从事

奶牛养殖等工作，而他们在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奶牛酮病”的问题，

对此，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可有针对性地将血酮含量测定实验引

入到课堂，以此来让学生能够学到更多在未来能用到的知识，为

他们后续的工作和发展提供助力。又如，很多高考文科毕业生在

后续工作中可能会遇到“溶液配制”的问题，但这一工作要求在

学校课堂中并未作出过多讲述，很多情况下都是我们自己配置好

溶液，让学生自行取用，这显然是不利于他们后续工作的。对此，

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也要积极将“溶液配制实验”引入到课堂当中，

同时，要在教材规定的“摩尔浓度配置实验”基础上，积极开展

体积或质量百分百比浓度等配置实验，切实做好这部分实验技能、

步骤的讲述工作。在此基础上，要结合具体的实验要求，立足相

关工作实践需求来做好学生实验技能、实验成果的考核工作。通

过有效的教学评价去校正学生在实验学习和实验操作中的不足，

不断强化他们的化学实验知识储备，为他们在未来更好地就业、

工作与发展铺路搭桥。

三、结语

总之，在高职畜牧兽医专业教育中，化学作为重要的基础学

科，对于学生未来的工作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教学实践中，

我们发现化学课程教学存在着学生学习兴趣不足、课堂互动有待

提升、理实联系不够紧密以及专业联系需要加强等问题，对此，

我们有必要积极围绕信息手段、合作探究、实验教学以及专业内

容方面的革新来做好教学体系的改革工作，从而在保证本课程教

学效果的同时，为学生化学能力和综合素养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使他们能够在未来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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