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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实验教学改革分析
李丽梅　苏　瑛　褚清新

（沈阳农业大学理学院　辽宁　沈阳　110866）

【摘  要】当前有机化学实验教学工作开展过程中，教师未能有效针对学生的需要进行教学设计，造成学

生对于化学实验板块知识掌握能力较弱。因此为有效的解决此问题，高校教师应针对有机化学实验教学内容的

需要，开展教学改革，从而达到提升学生水平的目的，为教学质量提升提供助推力。基于此，本文立足于有机

化学实验教学，对此方面的教学教育改革工作进行分析，旨在为日后相关人员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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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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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current process of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 teaching, teachers fail to effectively design 
the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students, resulting in students' weak ability to grasp the knowledge of chemical 
experiment. Therefore,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solve this problem, college teachers should carry out teaching reform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 teaching content,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students' level and providing impetu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eaching reform of organic chemistry experiment teaching,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of relevant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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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跟上时代发展的步

伐，促使人才与社会需要相契合，高校在教育过程中，

应将有机质教学资源进行转化，使其成为专业的人才

培养的动力，以促使人才培养与教育发展趋势相符。

因此高校有机化学机教学过程中，应重视实践的重要

性，优化此专业实验教学的内容，促使学生能将理论

知识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使其具有一定的时间自主

性和创新意识。

1 立足学生自身发展，树立正确有机化学实验理

念

为更好地强化高校的有机化学实验教学的有效

性，教师应只能在学生的视角进行教学的优化和设计，

鼓励学生用自己的化学视角来认识并发现在现实生活

中存在的各类问题，要积极地、主动地参加到其中，

利用亲身实践、独立思考和合作探索等方法，对学生

的收集与处理信息能力、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交流

与合作能力进行提高，要重视在实验过程中的主体作

用，让学生能够真正地成为实验的主人，从而建立起

正确的有机化学实验观念 [1]。在有机化学实验中，由

于对不同的知识、不同的反应、所需的材料、所需的

化学试剂等都不尽相同。所以，为了保证学生能够完

全沉浸在学习中，充分地发挥其自我意识，高校教师

可以在化学实验中运用导学案教学方式，通过它来完

成课前预习，课中讲授，课后回顾，从而构建完善的

有机化学实验堂教学系统。

比如，当教师在讲解有机化合物的结构特征和研

究方法时，可以以有机化合物组成和机制两方面的内

容为依据，将有机物展开归类，并对有机物结构的具

体连接方法、成键方式及空间排布进行明确，并着重

指出分离提纯、确定组成、确定结构的研究方法，从

而将其制作成这堂课程的导学案。此时，教师应重视

的是，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以学生为主体，对教

学方式进行优化，并通过引导学生进行知识的自主学

习、讨论交流、实践操作、教师指导、当堂反馈等多

种方式巩固拓展教学的过程，以促使学生在此项教学

活动开展过程中，能逐步提升相应的教学效能。

2 运用多媒体技术教学法，加大实验教学的改革

力度

为提升学生对于有机化学教学内容的理解能力，

使其重视实验教学的重要性，教师在教学中运用多媒

体技术创造情景，以此开展教育教学改革 [12]。在开展

化学实验教学时，教师要清楚地认识到，导学案可以

帮助学生了解实验步骤，实践操作可以帮助学生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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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原理，情境创设可以让其探索能力得到提升，这

三种方式可以相互融合，形成三位一体，最终构建出

化学实验教学体系。而在化学实验中，多媒体技术是

一种很好的辅助手段，因此，要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

个性特征、动手能力等因素，创新教学方式，以兴趣

爱好为特点，结合现实生活及具体事例，创造出一种

既有体验性又有探究性又有问题的情境，通过实验教

学等方式，提高学生的真实性，使学生能够在解答问

题过程中，树立起良好的学习观念，从而使学生能够

在愉快、愉快的教室环境中，学会更多的化学知识。

例如，在进行高校有机化学教学过程中，对重结

晶、蒸馏、分类、回流、萃取、液相分离等基础操作；

制备、分离和鉴定有机化合物等更为复杂的系统，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实践操作过程中，教师应及时地

发现教学中的问题以及它们产生的原因，并找出解决

问题的办法，从而提升实验操作的基础能力。而信息

化教学的方式运用，不仅能有效地在有机化学教学中，

提升学生对于知识的学习的积极性，还能强化学生实

验操作的基本功，使得学生的化学知识掌握能力、实

验操作能力得以提升。因此在高校的有机化学教学中，

教师应运用多媒体技术应加强对基本化学实验的研究，

加强对基本化学实验的研究。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运用信息技术与对学生

进行核对，确保其与标准的一致，并引导其进行修正
[3]。针对试验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分析产生的原因，

可以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体验化环境的创设，引导学

生在实践操作体验以及复盘分析中，注意观察并记录

试验结果。为了培养学生求真务实、严谨的学习精神，

在试验完成后，还可以运用多媒体技术检查试验的记

录和试验的结果，并对试验进行评估。在此过程中教

教师应注意的是，不仅要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引导，

还应注重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并培养学生良好的学

习习惯，促使学生在完成试验之后，必须将使用过的

器具和器材清理干净，并经过教师的检验和验证后，

才能离开。

在教学中，教师还可以运用信息技术为学生进行

教学指导，在布置的实验课题前，将学生应注重的基

本知识进行分析，注重对其进行创造性、动手操作的

训练使其能更好地在学习中建立化学思维。此时，教

师可以在进行试验前，让学生撰写一篇有关试验的论

文，来培养其思考。教师可以让学生将写完的报告发

送在技术软件中，在实际的教学中，随机选取实验报

道，让学生对实验目的、实验现象及其原理进行阐述。

对于汇报不够精确的学生，提出了改正和引导，并通

过示范和演示，使学生更好地了解自己所做的实验。

3 整合教学的实际情况，建立多元化实验考核体

系

要想验证教育的成效，最主要的方法是构建多

元有机化学实验考核体系，教师可以构建集预习考

核、操作技能考核、实验报告考核和工作台清洁度考

核为一体的考核体系，此种集中考核内容分别占比为

10%、35%、50%、5%[4]。其中，在正式的实验之前，教

师要对实验结果进行审查和评价。实践能力的测试，

是在每个实验完成后，教师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准确

率，实验态度等方面的测试，解决问题的技巧等。实

验的汇报要依据实验原理、实验结果、设备示意图，

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并对其进行评分，如果学生的

试验结果是错误的，或是在试验中出现了错误，那么

必须对试验中出现的问题作出具体的解释，并让学生

对试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试验台表面的清洁度，

指的是试验台表面的清洁程度。在此方面的评估过程

中应将考试结果与学生的教学工作联系起来，使教师

能够了解到学生的学习状况，并能够评价学生的实际

操作及运用能力，让考核结果变得更加真实和客观，

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以前只依靠考试成绩来进行考核

的片面性，从而可以将学生的积极性完全调动起来，

也可以激励学生更加主动地投入到有机化学实验中去。

同时，为提升学生对于知识的学习效能，在课堂上，

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创造性思考能力，以达到提高课堂

教学效果的目的。

4 课程教学内容层次化，实验教学项目建设开放

化

高校的课程设置是高校人才培养的基础，而高校

人才培养又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点和难点。在确保学

生素质提升的基础上，笔者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对

该专业的教学内容做了较全面的规划与规划 [5]。例如，

将有机化学实验课程分成了上、下两个学期，其中，

有机化学实验上学期以基本技能和标准操作为重点，

同时，也会添加一些综合性的实验，从而达到对第一

阶段学生培养的要求。有机化学实验课程的下学期，

教师可以将教学重点放在综合性的实验上，并在此基

础上，开设几个由学生自己负责的创新性和设计性的

实验，这样既可以对其实验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提高，

又可以对其个人潜力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挖掘，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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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学生利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去寻找问题、去分析

问题以及去解决问题的创造力。

与此同时，高校有机化学实验教学的教师，还应

以现有的教学经验为基础，与目前国内外高校有机化

学实验课程教学相结合，并将所有的教学资源整合起

来，持续对课程展开优化建设，添加科研研究前沿领

域的内容，对教学大纲进行完善和丰富，从而实现课

程教学内容的分层建设此时可以将实验项目划分为：

基础型、综合型和创新型。此种按照层次结构的要求，

合理地设置了实验课题，并在此基础上，使有机化学

专业在实践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从基础、全面、创

新三个层面入手，为科学发展观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之后，再与其他相关的学科或领域相结合，让

学生可以自主地进行实验，并将实验内容进行完整地

呈现出来，并为此创造出更好的实验环境和气氛，从

而将学生的内在潜力发挥出来，从而提升其创新能力。

5 融合现代分析性技术，全面化监测跟踪反应进

程

通过引进 FTIR 和 NMR 这样的大容量的设备，使学

生对所得到的产物有更好的认识。为确保学生所学的

知识的完整，应尽可能地选取与学生所学知识相关的

实验，这样既可以弥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缺陷，

又可以让学生了解到一些科技器械的具体应用方式，

从而扩大其知识面 [6]。此时，高校教师应进行基础知

识的优化和基本操作能力的培养，并将基础知识掌握

好，逐步地加大实验的难度，持续地要求学生将理论

知识和实验相结合，将各个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进行综

合应用，例如，在进行教学仪器研究之后，学生在探

究中发现，磁共振仪器可以应用于化合物结构分析、

旋转蒸发器是有机溶剂旋转干燥过程中应用于后处理

所必需的设备，而能够探测到一些含有特殊功能基团

的物质。在综合实验中，采用先进的检测方法，对反

应过程进行监控和追踪，增强了实验的积极性，为今

后的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比如，学生可以利

用薄层色谱法对反应过程进行监控，从而对反应是否

发生、观察如何进行、预测反应何时结束进行进行，

而不需要教师告诉学生反映需要多长时间停止，这种

教学方式在培养学生独立思维的同时，也加深了学生

对有机合成的认识。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进行有机化学实验教学改革过程中，

教师应注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并将前沿的化学研究

与当前教学相结合，融合相应的教学技术，提升教学

的有效性，使得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能力和学习能力、

实验操作能力得以提升。同时，高校教师应注意把教

与学有机地联系起来，把握好重点，不断地提升自己

的工作能力，以促使学生能够及时地了解到该领域的

最新发展，从而对这一领域的理论发展方向有较为全

面的认识，从而为以后的工作和学习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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