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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探讨了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非化学类专业“大学化学”教学改革的研究。本文根

据应用型大学培养目标及专业毕业要求确定了“大学化学”的课程教学目标，围绕课程目标的达成设计了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考核方式，并结合课程特点深入开展课程思政，使学生具备解决复杂工程问题所

需的化学知识以及具备良好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后续专业课程奠定良好的基础，从而实现应用型

人才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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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化学”是一门非化学专业的必修公共基础课

程，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化学与材料学科

关系紧密，从材料设计、合成与制备、成分分析到材料产

品质量检测等内容均需学生具备一定的化学知识，同时作

为应用型本科专业，在专业知识的基础之上，需加大学生

能力与素质的培养。“大学化学”课程主要讲述化学基本

原理，涉及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以及有机化学，

各部分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涉及较多的抽象概念、原理

及公式，对于非化学专业的学生学习有较大难度。此外，

“大学化学”开课的对象是刚入学的新生，这部分学生刚

完成高中生到大学生身份的转变，还未完全适应大学节奏

快、任务量大的学习模式，因此将“大学化学”课程教学

进行改革实践十分必要和迫切。如何以国家教育教学改革

方向为引领，结合教学情况及学情，提升“大学化学”课

程教学效果，是目前急需的问题。本文提出依托应用型大

学办学定位确定课程教学目标及教学内容、教学内容中引

入课程思政，转变教学及考核方法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

主动性，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提升学生知识、能力与素

质培养效果，为培养应用型人才提供助力。 

1  结合应用型大学办学定位，确定课程目标设计教
学内容 

1.1  设定知识、能力、素质并重的课程教学目标 
依据应用型大学办学定位，结合“思想道德素质高、

工程能力强”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理论性的特点，

综合课程体系中的地位，从知识水平、能力和素质三方面

确定课程目标：①具备大学化学相关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

能，具有科学思维，能运用化学的基础理论分析材料工程

及其相关领域中的化学问题；②具有家国情怀，能够认识

材料工程中生产制备过程中可能对人类和环境造成的损

害和隐患。 
1.2  以成果为导向，构建应用型课程内容体系 
根据课程目标制定教学大纲，对课程内容进行合理的

规划。课程的教学内容包括化学基本原理、材料化学和化

学与社会等三个部分，化学基本原理部分主要培养学生的

知识以及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材料化学和化学

与社会两部分内容主要注重学生素质的培养。调整后的教

学内容能够满足课程目标的达成，能够支撑毕业要求指标

点的达成。在教学内容中通过案例分析内容，如利用稀溶

液理论解决材料合成成分设计问题，化学动力学曲线在研

究金属材料高温氧化的复杂工程问题等。通过案例将化学

专业的知识融入到材料知识体系，使学生具备解决材料工

程专业复杂工程问题所需的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 

2  在教学内容中引入课程思政，激发学生科技报国
的奋发精神 

为切实将思政教育落实到人才培养体系中，探索课程

思政与专业课程之间的有机结合，发挥好“大学化学”课

程的育人作用，课程团队确定大学化学课程思政的落脚

点：①时代楷模与身边榜样；②我国科学家对科学进步的

推动；③科学逻辑思维；④化学对生活、生产的促进作用；

⑤材料人的光荣使命等五个方面，引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爱国主义情怀、唯物主义辩证观、创新精神、“工匠

精神”、使命感等思政课程元素，进一步强化了大学生对

主流价值的感性认识，从而增强了大学生的文化自信。例

如，在讲解化学反应热的知识点时，举例氢气作为燃料推

动火箭升空和铝热反应焊接铁轨，该案例分别引入神舟十

三号的发射和我国很多世界级别的超级工程比如高铁已

经成为“中国制造”的名片等思政元素，从而激发学生的

爱国主义情怀，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在讲解缓冲溶

液的知识点中，引导学生如何将化学平衡理论进一步应用

于酸碱溶液中，培养学生的科学逻辑思维；在讲解原子轨

道的能级与核外电子分布的知识点中，介绍了我国优秀科

学家徐光宪教授在此领域中的重大贡献。教学过程中围绕

课程内容不断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将课程内容与思政

元素进行深度融合，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3  转变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中心，激发学生的学习
主动性 

在教学过程中秉承 OBE 教学理念，以学生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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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学生毕业要求和本门课程的教学目标进行教学内容、

教学过程和教学评价的设计，注重知识运用能力、问题分

析能力和工程素质的培养。教学方法中开展线上线下混合

教学，在授课过程中将学导教学理念融入案例教学，讲授

理论知识的同时提出相关实际材料工程的简单问题，并依

据化学理论建立数学模型并通过计算给出解决方案，使学

生在计算的过程中进一步加深理论知识的理解，同时培养

了学生对后续专业课的学习兴趣，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提高学生应用化学知识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 
3.1  开课前问卷调查进行学情分析 
授课班级为大一新生，开设学期为第一学期，学生刚

结束高中学习，处于对大学生活充满期待的阶段，为了解

学生的学习基础情况，调研围绕学生的化学基础、学过的

知识内容、兴趣以及对“大学化学”的期望几个方面进行，

根据调研结果在课程开展针对性的教学，对于化学基础较

好的学生，建议其在课程内容完成的基础上，自学优质网

络资源内容，以加深其理论深度、拓宽其知识面，对于化

学基础较弱的同学，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其对课程内容吸收

程度，加强课后作业的辅导力度。 
3.2  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混合式教学，即将在线教学和传统教学的优势结合起

来的一种“线上+线下”的教学。教师通过课程网络平台

发布课程 PPT、引用优质教学视频资源等方式使学生在课

前完成预习和自学；通过开放训练题库、布置线上课程作

业等方式促进学生巩固课程内容；在课上进行提问、答疑、

课堂讨论等环节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混合式教学采取的

措施主要有：①引用优质教学资源。课程教学资源包括课

程课件、例题等内容，引用天津大学曲建强、李珅、杨秋

华、邱海霞等教师的“大学化学”精品课程资源作为本科

的优质课程资源。②丰富网站题库与作业。建立智慧树题

库，依据课程教学内容的完成进度向学生发送作业题，通

过网站对学生作业完成情况的分析，查找出学生的易错

点，在线下课程中对学生易错的知识点进行加强辅导，并

增加类似题型的训练。③绘制知识图谱。构建智慧树的知

识图谱，利用思维导图对学生所学的知识进行梳理，课前

带领同学通过知识图谱对上节课的知识内容进行回顾。④

设计课堂互动环节。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提出知识点相关问

题，学生利用智慧树的投票和头脑风暴等工具参与答题，

实现教—练有机结合，提高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教师根

据平台的数据分析随时掌握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熟练程

度来调控后续课程教学内容的实施。 

4  制定合理的评价方式，全面评价学生的知识和素
质能力达成情况 

传统的“大学化学”课程的考核方式采用闭卷考试，

成绩由闭卷考试成绩 70 分，平时成绩 30 分包含出勤、课

堂表现及作业。这种方式使学生机械记忆知识点来通过考

试，学生素质培养成果无法在考核成绩中充分体现，大多

学生不注重平时知识的积累，考试前临时复习，强化突击，

效果往往不理想。本课程采用闭卷考试，期末试卷成绩占

总成绩的 60%，平时成绩占总成绩 40%，其中作业 20%，

阅读报告 20%。根据过程考核目的制定了详尽的成绩评价

标准，并严格规范执行。教师指定利用化学与环境保护方

面的课外阅读资料，学生利用课后时间进行阅读并记录阅

读笔记，提高素质能力的培养效果。试题题型为判断、选

择、简答和计算等，主观题分值比例大于 60%，围绕课程

目标进行命题，包含化学知识的掌握和应用化学知识分析

问题能力的考核，以评价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原理来分析

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 

5  直接、间接评价结果用于课程持续改进 

对于课程的评价包括直接评价和间接评价两种方式，

直接评价主要为学生的课程目标的达成情况；间接评价包

括在课程结束后向学生发放课程调查问卷（课后）、教师

互评、督导评教以及教师的课后反思等，评价结果用于下

一轮课程的持续改进。 

6  结语 

以上为基于应用型大学的“大学化学”课程目标与教

学内容、教学方式方法和评价方式的初步探索，在以后的

教学工作中还要不断的探索，进一步将思政教育和化学知

识与专业知识密切融合，多维度拓展课程的深度和广度，

注重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同步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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