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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等学校的有机化学实验教学的过程中，是高等学校在进
行教学实验改革中非常重要的课题组成部分，但因为在实验课程
的学习中，其都能够对教学中的大纲以及实验中的指导书进行相
应的指导，使得学生在进行指导书的学习过程中，能够明确在
实验中各个项目的主要研究方法、研究的主要目标以及主要的研
究步骤等等，该四部分在数据中能够进行相应的指导以及大纲的
验证，学生只需要在学习的过程中，按照教师的思路进行学
习，自己不需要进行独立性的思考，这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
中处于一个非常被动的学习状态，进而不能够达到学校中对学生
自主创造能力的培养目标，使得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能够
对学生产生做有机化学实验课程的兴趣，而有机的化学实验课程
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1  抓住学生化学学习的特点，培养学生对于无机化学中
的兴趣培养

在进行有机化学实验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其追本溯源的主要
原因，是因为教师在进行教学模式的改革以及策略的过程中，
对学生的教学模式以及教学的吸引程度不够，使得学生在教学的
实践过程中，不能够对相关的知识点进行有效的掌握，有效的
教学模式指导主要指的是，学生在教师一定思维的引导下，能够
在教学学习的过程中建立起相对稳定的教学活动，其在相应的教
学框架中，应该充分的将学生的主体地位融入进去。

2  强化有机化学的应用型意识，充分调动学生实验操作
中的积极性

在进行有机化学的实验操作过程中，其存在着非常多的基本
操作以及基本训练，例如，在蒸馏的过程以及回流的过程，在进
行这样的有机化学实验的过程中，其能够有效的促进学生的动手
操作能力，这对学生的动手能力以及实际的操作能力有着非常重
要的拔高作用，但这些基本的有机化学操作过程，充满着枯燥和
无聊，学生很难在这样枯燥的操作过程中，进行有机化学实验的
有效操作，甚至有非常多的同学，认为这样的无聊性的实验操作
对学生来说非常的没有用，例如，在进行回流性的实验操作过程
中，让学生在进行该实验时，在那里守2~3 h，看酒精灯是怎样
进行燃烧的，因此，我们应该尽力的让教学中的实验过程与学生
的实验操作进行紧密的联系，可以让学生转变化学实验操作中的
思维，将原本枯燥性的酒精实验转变成一个“九五醇”的实验过
程，与此同时，告诉学生，在这样的一个装置中加上一个分馏柱，
能够使得酒精在燃烧的过程中，将相应的产品进行分流，形成
30~60 ℃或60~90 ℃及90 ~120 ℃的石油醚。

再比如，再进行回流操作的过程中，可以促进学生与无水乙
醇进行融合，使得其在具体的实际操作过程中，能够将无水试剂，
天然性的色素以及香精等等进行相同的实验操作。这样可以使得
学生在进行有机化学的实验，这样我们可以在“基本的实验操作
中实现例子的举一反三”，进而不断的提高学生对于有机化学实验
中的操作能力。这对学生今后独立的进行工作将产生非常大的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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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进行高校的有机化学的教学改革过程中，其精细化的有机化学改革一直以来都是教师心中最想要关心的问题，其也
逐渐的成为了高校化学课堂学习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在进行化学教学的教学实践中，有机化学实验中的教学成为了化学教学
实验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进行化学课堂的实践过程中，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主动的动手能力，在教学的教学实践过程
中，能够使得教师与学生之间进行交互性的探讨，促进其对有机化学进行讨论，本文主要从学生对于化学的学习兴趣出发，对本文
中有机化学的组成部分展开了简单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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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学生在进行有机化学的操作过程中，对教科书当中的操作
方法存有一定的疑惑，这也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应该积
极的思考在教材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从多方面的角度，促进学
生对于有机化学实验操作的积极思考。如:“溴乙烷的制备”
中，在教材的使用过程中，其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使用了非
常多的浓硫酸，使得其在进行化学反应的过程中，对实验中的
温度不加以明确的控制，进而使得在实验过程中，有机化学中
所产生的产量不足，因此，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有机的化学实
验时，可以通过对化学实验进行反复符摸索以及练习，进而去
寻得其在实验过程中有关浓硫酸的最佳使用量。

例如，在“对丁基苯”的制作准备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按照
教材中的温度对实验中的材料进行较为严格的调控，将实验中的
温度尽量控制在6~11℃，使得学生在进行实验操作的过程中，能
够按照教材中的温度对实验中的步骤进行调控，这样使得其在有
机化学的实验过程中，其实验中的产物以及产物的生产量变得极
低，我们在通过实验的反复制作，以及经过最后的不断摸索中，可
以发现，这样的有机实验在操作的过程中，其温度的控制应该在
烧瓶反应中不烫手的情况下进行，在进行有机化学实验的过程中，
我们要根据其进程对学生进行相关依据的改进，学生可以按照教
材中的方法对相应的问题进行改进或者对实验进行重新获取。

3  经过化学实验的调整，能够充分的调动学生学习的综
合能力

进而培养学生对有机化学的学习兴趣。在现如今的化学实验
研究过程中，其教学的过程，大多都属于“验证教学”、在进行示
范性的教学过程中，其在进行实验的过程中，与中学中的教学实
验没有任何的区别，在高等化学的教学实验课程中，除了必须对
相关的教学实验课程进行必要的“验证教学”外，还应该将培养
学生积极的动手操作能力作为其教学中的重点。

4  结论
综上所述，良好的兴趣能够引导学生对于学习产生正确的认

识，其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不断的提高学生的学风，对学生课
堂学习效率的提高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基于此，教师在进行
有机化学实验课程中，应该充分的考虑学生在学习中对于有机化
学实验中的兴趣方向，不断的提高学生的课堂学习兴趣，使得精
细化的有机化学实验课堂能够展开有效的实施，学生在学习的过
程中，能够充分的理解教材与实验之间的区别与比较，使得学生
在不断的动手操作能力中掌握学习有机化学的相关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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