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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教育部长陈宝生强调“要不断推动高等教育的思

想创新、理念创新、方法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1]。为适应行业

新发展需求，应用技术型课程教学改革势在必行[2]。《无机及分

析化学》传统教学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教学目标定位格式

化，主要是基于知识体系建构，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良好的沟

通能力、团队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培养缺位；（2）课堂形式以教师

讲授为主，学生缺乏自主学习意识，同学间协作交流较少，大部

分学生无法表达意见和观点，课堂气氛由教师主导；（3）教学顺

序普遍是理论先讲授完毕，学生再完成实验项目，学生学习理论

时不易理解，感到难学，不知如何运用于实践，待进行实验项目

时，理论知识已遗忘，对实训内涵、原理、现象的学习敷衍潦草，

更缺乏创新能动性过程，且实践与理论明显脱节。（4）课程考核

评价重理论，轻实践；重结果、轻过程。教学目标、教学效果都

不能适应当今应用型本科教学发展和需要[3]。本文对本课程进行

“项目-任务驱动”的“理实一体化”教学改革。

1　设定教学目标

结合药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从与密切相关的典型岗位需

要掌握的职业能力出发，重新设定本门课程的教学目标：（1）知

识目标：让学生掌握无机及分析化学基本理论、以四大平衡与四

大滴定为核心的平衡及滴定分析相关知识及常用仪器分析的基本

原理。（2）技能目标：培养学生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的基本技能；

能够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常见的物料的含量分析及质量控制等问题，

同时培养学生灵活运用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3）态

度目标：培养学生科学思维方式，严谨的工作态度，团结合作的

精神、良好的职业道德、环境保护意识及创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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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构建课程内容

根据国家对药学专业本科生的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毕业要求，

结合成果导向教育的先进教学理念，对传统学科知识体系进行解

构与重构，删掉部分关系不太密切、以及后续课程重复的章

节，重新构建“模块引领- 项目导向- 任务驱动”的教学内容。

将本课程教学内容划分为4 大模块，分别是物质结构理论、四

大平衡及滴定分析、元素各论、仪器分析，模块下以实践项目

教学的形式学习理论知识。

3　构建教学项目

基于“模块引领- 项目导向- 任务驱动”的理实一体化的思

想，在各模块下设计能够隐含知识，技能和素质目标的具体的项

目及子项目工作任务，最后按照由易到难的顺序形成了既能涵盖知

识要点，又能体现工作岗位典型任务要求的 4个大模块及19个驱

动项目，将每个项目相关知识点、技能点、态度点进行有机组合，

共梳理出了 63 个课点，并充分挖掘出每个项目所蕴含的思政元

素。4 大模块包括：物质结构理论、四大平衡理论与滴定（子模

块1：酸碱平衡与酸碱滴定、子模块2：配位平衡与配位滴定法、

子模块3：沉淀平衡与沉淀滴定、子模块4：氧化还原平衡与氧

化还原滴定法滴定法）、元素各论、仪器分析（子模块1：紫外-

可见分光光度法、子模块2：气相色谱法、子模块3：高效液相

色谱法）。每一个模块的驱动项目不同，主要通过原子结构、分

子结构、天平的称量练习及溶液的配制、氢氧化钠标准溶液的配

制与标定、醋酸标准解离常数和解离度的测定、食醋中醋酸含量

测定、药用硼砂的含量测定、ETDA 标准液配制和标定、自来水硬

度的测定、粗食盐的提纯、Mohr 法测定氯化物中氯含量、高锰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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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溶液的配制及标定、高锰酸钾法测定过氧化氢含量、直接碘量

法测定维生素C药片中维生素C含量、主族元素及其化合物、副族

元素及其化合物、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微量铁、白酒中甲醇额含

量测定（3D 虚拟仿真实验）、糖果中日落黄和亮蓝的含量测定等，

以引出63 个课点（课点1：核外电子运动状态的描述，课点2：

基态原子中电子分布原则及排布，课点3：电子层结构与元素周期

系，课点4 ：现代共价键理论，课点5 ：杂化轨道理论，课点

6：分子的极性，课点7：分子间作用力与氢键，课点8：溶液

的组成标度及溶液的配制，课点9：定量分析的误差，课点10：

有效数字及其运算，课点11：滴定分析中常用的概念，课点12：

滴定分析对化学反应的要求，课点13：滴定方式，课点14：标

准溶液的配制与标定，课点15：滴定分析的计算，课点16：弱

电解质的解离平衡，课点17：酸碱质子理论，课点18：溶液的

酸碱性和pH 的测定，课点19：酸碱缓冲溶液，课点20：酸碱指

示剂，课点21：酸碱滴定基本原理，课点22：酸碱滴定应用，

课点23：非水溶剂中酸碱滴定，课点24：配位化合物，课点25：

配位平衡，课点26：EDTA 及其配位特性，课点27：配位滴定中

的副反应，课点28：配位滴定条件的选择，课点29：金属指示

剂，课点30：配位滴定方式及应用，课点31：沉淀溶解平衡，

课点32：溶度积常数和溶解度，课点33：溶度积规则及应用，

课点34：重量分析法，课点35：沉淀滴定分析法- 莫尔法，课

点36：沉淀滴定分析法-佛尔哈德法，课点37：沉淀滴定分析法-

法扬司法，课点38：氧化还原反应，课点39：氧化还原方程式

的配平，课点40：原电池，课点41：电极电势，课点42：元素电势

图及应用，课点43：氧化还原滴定曲线，课点44：氧化还原指示剂，

课点45：氧化还原滴定法-高锰酸钾法，课点46：氧化还原滴定法-

重铬酸钾法，课点47：氧化还原滴定法-碘量法，课点48：卤素及

其化合物，课点49：氧硫及其化合物，课点50：氮磷及其化合物，课

点51：铬及其化合物，课点52：锰及其化合物，课点53：紫外-可

见吸收光谱的产生，课点54：紫外-可见吸收光谱的特征及有关术

语，课点55：光的吸收定律，课点56：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课点

57：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及应用，课点58：气

相色谱分析法概述，课点59：气相色谱基本术语，课点60：气相色

谱仪组成，课点61：气相色谱定性定量分析方法，课点62：高效液

相色谱法与气相色谱法的比较，课点63：高效液相色谱仪组成及应

用）,在进行课程内容与实施安排过程，要注重课程思政元素融入，分

析化学家徐光宪院士科研人生，我国著名化学家侯德榜老先生的爱国

行为，中国色谱之父“卢佩章”院士光辉事迹，中国首位诺贝尔医学

奖获得者“屠呦呦”优秀事迹等，引导学生掌握科学认识论和唯物辩

证法和量变质变规律，培育学生实事求是，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细

致严谨的态度，使得学生具备科学探索和精神，具备团团结协作与职

业操守，能够分清主要矛盾及次要矛盾。

4　改革教学方法

以真实项目为载体，通过任务驱动，设置典型问题，借助

蓝墨云班课在课前下达项目任务书，让学生提前围绕项目预习理

论知识，制定项目实施方案，课上进行方案汇报，师生共同围

绕项目实施问题展开理论知识讨论学习，随后立即在实训室展开

项目的实施，期间再回到理论相关的问题进行巩固，通过这样

的模式架起理论和实践之间桥梁，从而把枯燥理论知识科学地、

有效地转化到项目中，让学生在解决真实问题的情境中，掌握

理论知识，训练实验技能，解决了学生对枯燥理论学习望而生

畏的问题，达到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充实理论的目的。同时该

模式突出了知识“应用”，调动学生内生的学习动力，从而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促使学生主动提出问题，独立思考问题，合

作探究问题，同时养成敢于质疑、善于表达、勇于评价和不断

反思的良好品质和习惯。课程实施中借助虚拟仿真实验平台、

蓝墨云班课移动学习平台，运用BOPPPS 教学模式结合探究式教

学、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翻转课堂、虚拟仿真等教学

方法，采取“课前五分钟测验”“经验值奖励”“小组比赛”

“随堂考核”“头脑风暴”等多种手段，加强师生互动，通

过线上+ 线下模式，实现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同步建构，并且

以云班课及时记录学习者在线学习行为数据，提高学生学习兴

趣 。

5　改进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改革传统“期末一张卷”的考核模式，实行以能

力为导向多元化、过程化评价，突出对学生学习能力、实践能力

和创新能力的考核。理论课程和实验课程分开考核。理论课考核

推行“四六”比例，即：学生课程总评成绩包括过程性成绩（40%）

和期末考试成绩（60%）。其中过程性考核项目组成及比例为：考

勤占10%、课堂表现占20%、阶段性测验占30%、思维导图占40%。

实验课采用全过程性考核，其各部分组成及比例为考勤占10%、课

堂表现占10%、项目方案设计占20%、项目实际操作占30%、实验

报告占30%。这种过程性评价机制，能够比较真实客观的评价学生

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引导学生重视学习的过程，充分调动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更重要的可以督促学生自觉学习，学会管理自己，从

而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确保教学目标有效达成。

6　结论

“项目- 任务驱动”的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真正体现了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理念，突破了传统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相脱节

的现象，真正做到了学生在“做中学”，教师在“做中教”，这种

以实践项目教学的形式学习理论知识，结合网络教学平台及网络

资源，强调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和渗透，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

能力和专业技能，有利于学生合作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及创新思

维能力的养成。同时这种教学模式要求教师具备一定的教学设计

及驾驭能力，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这样才能达到

理想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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