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ucation and Learning, 教育与学习(4)2022, 6 
ISSN:2705-0408(P); 2705-0416(O) 

 -234-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价值观引领、理论与实践结合”教改实践 

——以《有机化学》课程为例 
王登武  张翠红  葛  媛 

（西京学院  陕西西安  710123） 

【摘  要】本文以“关爱健康，关心环境，关注社会”的“三关教育”为主线，以“引入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事迹、引入绿色化学

教学内容、引入社会热点问题”的“3个引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抽象转化为具象、科研转化为教学、

理论转化为实践”的“3个转化”，实现理论教学和实践能力培养相结合，提升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关键词】价值观；有机化学；三关教育；课程改革 

"Values guidance, theory and practice combination" teaching reform practice 

—— cited the Organic Chemistry course as an example 
【Abstract】This paper takes "care for health, care for environment, pay attention to society" as the main line, "three introduction" to 

"introduce Nobel Prize chemistry winners deeds, introduce green chemistry teaching content, introduce social hot issues", to guide 
students to establish correct values; "abstract into concrete, scientific research into teaching, theory into practice""three 
transformation", realize theory teaching and practical ability training, improve students' innovative practic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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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有机化学》是应用化学本科专业核心课程之一，主要研究有

机化合物的组成、结构、性质及其性质变化规律[1]。在课程教学过

程中，不仅应该让学生掌握有关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以

及实践动手能力[2]，更应该让学生认识到：化学在给人类带来福祉

的同时，如果运用不当，则可能对人类带来巨大伤害。因此，围绕

课程教学教学目标，坚持“价值观引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

显得尤为重要[4、5]。 

2  课程改革与具体实践内容 

2.1  确立了“三阶段递进式”课程教学目标 

将课程的教学内容整合为三个阶段，将“关爱健康，关心环境，

关注社会”贯穿于始终，让学生在汲取知识的同时，培养其社会责

任感，建筑其人文情怀。 
2.1.1 理论体系构建阶段。该阶段主要实现知识培养目标。重点

介绍结构理论、有机化合物命名、同分异构现象和结构表征等基础

性内容。 
2.1.2 实践能力提升阶段。该阶段主要实现能力培养目标。重点

强调化合物结构与性质之间的内在联系。抓住“亲核反应”“亲电

反应”这两类反应，从反应的内涵、官能团的特点等着手，以基于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的探究式和启发式学习方式，提高学

生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2.1.3 综合能力塑造阶段。该阶段主要实现素质培养目标。将有

机化学发展前沿、生产中的最新应用成果等内容引入课堂，丰富学

生的知识面，引导学生以小组形式，课外自主查阅课本知识以外的

典型案例，以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为主，在强调知识综合运用同时，

以学生视角认识社会上存在的化学品滥用而造成的危害，塑造学生

价值观。 
2.2  抓住“课程思政”育人主线 

2.2.1 引入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事迹，激励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 
在契合课程内容前提下，重点选择了 11 例诺奖发现（见图 1）。

通过介绍科学发现过程，让学生了解应用化学专业主要的应用领

域，同时也明白有机化学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进而具备

勇于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 

图 1 与课程内容相关的诺贝尔奖获奖发现一览图 

 

2.2.2 引入“绿色化学”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关心环境 
课程的讲授不能仅仅只是“就事论事”，即只是将涉及的化学

反应理论告诉学生，而是应该让学生从接触有机化学时，就养成关

心环境的良好品德。因此，在第一学期末补充“绿色化学”教学内

容，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1）教师课堂讲授。所谓的“绿色化学”，即从源头消除污染

的一项措施，是利用化学防止污染的一门科学，其在我国已经有十

余年发展历程。通过教师课堂知识的拓展，学生对“绿色化学”基

本概念有了初步了解，同时也熟悉了这门科学与环境的关系。 
（2）学生分组撰写论文。在教师完成课堂讲授后，引导学生

自由组合成学习小组，自主推荐组长，由组长牵头，组员承担不同

任务，选择有机合成方面所涉及的绿色化学，共同完成论文撰写。 
（3）学生分组汇报答辩。在小组完成论文基础上，由小组自

行推荐答辩人，在学期末进行汇报答辩，小组的答辩成绩由组长共

同给出，在完成小组成绩排序后，由组长根据各位组员贡献，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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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组员成绩。这样，可以提高学生积极性，让学生从“被动式学

习”变为“主动式学习”，也有效锻炼学生团队合作精神。 
2.3  引入社会热点问题，引导学生关爱健康、关注社会 

2.3.1 教师主导。教师在知识讲授中贯穿社会热点问题。如：在

讲授不饱和烃聚合反应时，结合塑料制品的广泛运用，给学生讲解

现实生活中各种塑料的成分、特点和用途；讲卤代烃时，介绍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的相关知识和危害；讲醇的化学性质时，穿插饮酒的

危害、司机酒驾的检测等。事实证明，将知识点“物化”到具体的

生产和生活实例中，既可活跃课堂气氛，又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主动性。 
2.3.2 学生主导。教师仅仅只是将章节核心知识予以串讲，引导

学生以小组形式在课外学习和相关知识，查找与章节相关的典型案

例，采用翻转课堂的形式，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避免了教师“满

堂灌”的局面（图 2）。 
图 2“翻转课堂”教学内容示意图 

 

3  以“3个转化”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3.1  抽象转化为具象 

如第 8 章《有机化合物的波谱分析》中的“红外吸收光谱”一

节，结合 flash 教学手段，帮助学生将抽象的内容转化为具体的图

像，从而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部分示例见图 3）。 
图 3 部分 flash 课件示例 

 

 

3.2  理论转化为实践 

3.2.1 理论教学联系生产实际。课程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一方

面从实际生产的角度，考虑成本控制问题，包括：反应温度选择、

反应压力控制、产率抉择、反应时间确定、原料价格等因素，进而

培养学生在遇到类似问题选择时，如何辩证地去分析和解决问题。 
3.2.2 实验过程联系理论知识。实验过程中，增加采用化学方法

检验制备产物环节（见图 4）。这样既能够让学生将理论学习与实践

有效结合，同时也提升了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去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

力。 
图 4《有机化学实验》教学内容改革一览图 

 

3.3  科研转化为教学 

3.3.1 第一课堂结合科研前沿。在课堂讲授过程中，给学生普及

当今有机化学在前沿科技领域的应用，让学生了解有机化学在当今

最前沿的科技应用，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3.3.2 第二课堂结合科研前沿。利用学科竞赛、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项目、教师前沿讲座等形式，甚至于让有兴趣的学生提前

进入实验室，参加教师的科研项目。这样，使得课程从实践层面做

到了“理论－实践－科研”一体。 

4  结语 

本文以《有机化学》课程为载体，在课程教学设计上，牢牢抓

住“结构决定性质”在这一本质，有效实现将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

培养转化，提升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同时，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将

知识传授与价值观教育结合起来，有效实施“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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