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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工科”背景下，有效实施“分离技术”课程教学改革对提升教学成效意义重大。“分离技术”课程

是应化专业的平台必修课，除要求学生掌握各种化工分离技术的理论知识外，还要求学生熟悉相关工艺流

程、设备等，能独立分析设计混合物的分离过程。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为提高课程学习成效，教学团员

引入BOPPPS教学模式，通过精心设计导入环节，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引发主动思考。通过在“分离技

术”课程的教学实践与应用，探讨了BOPPPS教学模式的导入环节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中的重要作用，并提

出了持续改进策略以保障教学成效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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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前高校学生学情分析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深度

融合发展时期[1]，多种新型教育理念及教学模式，如 OBE、

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等与传统课堂教学有机融合[2,3]，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沉寂的课程局面。以教师主动发出的

“提问、测试和分组讨论”等环节打破了知识“单向传输”

的模式，但学生被动接受知识、对专业知识学习兴趣低的

现状仍有待于进一步改善。因此，教师面临的最大挑战之

一是如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并有效参与学习[4]。 

2  BOPPPS教学模式 

BOPPPS[5,6]是北美高校推崇的一个教学模式，按照

“起承转合”规律，把课堂教学过程分为 6 个教学环节：

导入、学习目标、前测、参与式学习、后测和总结。在导

入环节，教师可通过提出相关问题、播放动画视频、图片

等方式激发学生对课堂教学重点知识学习的热情；然后自

然带入本节课程学习目标；接下来通过提问、测试等方式

考察学生的知识储备情况；进而有效引导学生参与教学活

动、深入学习；课堂讲授结束后，通过后测查验学生对知

识的掌握情况；最后，师生一起总结并列出本节课收获清

单，引导学生反思并可引入下次课程学习内容。 
其中，导入环节为 BOPPPS 教学模式 6 个环节的开

端，教师通过提问或者案例的形式带入本次课的学习内

容，用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动机，引发学生主动开动大

脑，是该教学模式的关键环节。所以，教师应该精心设计

这一环节，让学生进入课堂就被牢牢吸引，为 POPPPS 教

学模式后 5 个环节的有效实施打下良好的基础。 

3  导入环节在“分离技术”课程中的教学设计 

“分离技术”课程内容设计大量微观分离原理、数学

模型、计算公式以及相关工艺流程和设备等内容，虽然教

学内容相对枯燥、乏味，但课程所涉及的分离技术均是与

工业化工产品分离或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即讲授传统分离

技术如：精馏、结晶、吸附分离，又介绍新型清洁化工分

离技术如：膜分离、超临界流体萃取。因此，在课堂教学

的导入环节，教师可以针对教学内容，在陈述详细学习目

标之前能够有效激发学生学习内在动力。 
3.1  精心挑选或制作与课堂内容直接相关的动画

视频，吸引学生注意力 

比如，“分离技术”课程在讲述薄层色谱法、纸色谱

法及柱色谱法一章中，首先让学生观看哔哩哔哩网站的动

画视频“化学实验纸色谱和柱色谱”。根据视频内容，以

教师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总结纸色谱法的操作步骤、要

点，并回忆化学实验中自己动手操作的过程，进而引出本

节课的学习目标：纸色谱法、薄层色谱法及柱色谱法的分

离原理、展开剂的选择以及四步法操作过程。 
3.2  将抽象的知识与实际应用相联系 

对于枯燥、抽象的知识，学生很难在其头脑中形成帮

助其理解的图像。针对此，教师可以借助抽象知识的具象

应用来提高学生对关键知识点的学习兴趣。比如，在讲解

多组分精馏过程的简捷计算方法时，首先设定一个甲醇—

乙醇混合物分离目标，要求计算最小回流比、理论塔板数

等工艺参数。教师根据任务目标，演示如何利用 Aspen 

Plus 流程模拟软件获取这些参数。然后，引导学生思考，

Aspen Plus 软件是如何计算得到该分离过程的最小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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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塔板数？软件内置了什么样的公式？由此带入本节

课学习的关键知识点：多组分精馏中的简捷计算方法。 
3.3  从与化工分离技术开发过程中出现的生动故

事引入课堂教学 

比如，在学习膜分离技术中的反渗透一节时，通过一

个生动的故事讲述反渗透膜分离技术开发的起因。1950

年，美国科学家 Sourirajan 偶然发现海鸥在海面飞行时，

会从海里吸入一大口海水，过几秒后又吐出一小口。他非

常不解的将一只海鸥带回实验室进行仔细研究，经过不懈

努力，他发现海鸥的嗉囊位置有一层能过滤海水杂质、构

造非常精密的薄膜[7]。海鸥体内的这层粘膜组织就是反渗

透膜的原型。通过这个故事，顺利地将反渗透的概念带入

课堂的同时，又可激发学生注意观察日常生活中的现象，

养成勤思考、爱研究的科学素养。 
3.4  从新分离技术开发过程中的工程问题出发引

入课堂教学 

学生一般对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有较强的好奇心。

在课程导入阶段，教师可以引入一些学生易于理解，但又

属于工程难题的科学问题，引起学生对专业知识学习的兴

趣。比如，在学习膜分离技术中膜分离存在的工程问题时，

首先指出膜分离技术是一个清洁生产过程，在海水淡化、

纯水制备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其规模化应用并没有在

化工生产的各个领域实现，为什么？进而提出课堂的学习

目标：了解膜分离过程的工程问题：膜的选择性及渗透通

量影响因素，浓差极化、膜污染等现象以及减轻策略。 

4  持续改进以进一步提升教学成效 

随着 OBE 理念的广泛传播，它逐渐被教师群体接受

并实践，课堂教学活动逐渐丰富多彩，教师应根据教学内

容选择适宜的教学手段和方法，如同伴教学法、探究式学

习法、两段测试法教学[8]，借助新型智慧教学工具[9]，如

雨课堂、超星学习通等，精心设计 BOPPPS 的导入环节，

可以有趣的故事、当前社会热点问题、日常生活实际应用

为切入点，引出本节课关键内容，让学生将课堂所学专业

知识与日常生活、环境保护等联系起来，能够学以致用，

进而激发热爱本专业，热爱本课程的良性循环。 

另外，可通过加强“分离技术”课程思政教育，充分

挖掘“分离技术”教学内容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在传授专

业知识、培养专业技术的同时加强价值引领。基于各种分

离技术在化工生产、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实例，广泛宣扬专

业知识对社会的创造性贡献，引导学生明确所学知识不是

死的，融会贯通后可对个人发展起到巨大作用，进一步激

发学生学习的动力，以保障教学质量持续提高。 

5  结语 

本文针对学生对“分离技术”专业课学习存在的缺乏

兴趣和主观能动性差等问题，提出了应用 BOPPPS 教学

模式，通过合理引用生动故事、实际案例、动画视频、热

点话题等精心设计导入环节，以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内在

动力。另外，为保障教学质量持续提升，教师在深刻领悟

BOPPPS 教学模式精髓的基础上，还应结合每个章节的课

堂具体教学内容，有效利用新型智慧教学工具、网络教学

平台等，并适时融入思政元素，进行“分离技术”课程思

政，进一步激发学生主观能动的学习热情，以持续提升学

习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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