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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化工实验教学中的问题解决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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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问题解决能力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实际应用能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能够在复杂科技问题中运用理

论知识解决实际挑战，为学术研究和产业发展提供支持。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还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培养了综合思考、实验设计和

数据分析等多方面能力，为他们更全面的发展奠定基础。此外，这种能力的培养也增强了学生的职业竞争力，使他们在跨学科的知识背景

下更有优势。本研究旨在为提升化学化工实验教学质量，培养创新型人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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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roblem solving abil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abilities. The 

cultivation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ability enables students to apply theoretical knowledge to solve practical challenges in complex technological problems, 

providing support for academic research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cultivation of problem-solving ability also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cultivating various abilities such as comprehensive thinking,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data analysis,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ir mor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he cultivation of this ability also enhances students' professional competitiveness, 

giving them an advantage in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backgrounds.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experimental teaching and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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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化学化工领域作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迫切需要

具备高水平问题解决能力的专业人才。然而，传统实验教学模式在

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际应用能力方面存在限制。本文旨在探讨

如何通过创新的实验教学模式，特别是探究式学习、跨学科融合、

开放式实验设计和小组合作等策略，有针对性地培养化学化工学生

的问题解决能力。引入问题驱动的学习任务，鼓励学生主动探索和

实践，以及促进学科间的交叉合作，将成为本文关注的焦点[1]。通

过解析问题解决能力的理论基础，深入探讨创新教学模式在化学化

工实验教学中的应用，本文旨在为提升教育质量、培养创新型人才

提供有益启示。 

1 化学化工实验教学中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作用 

1.1 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 

化学化工实验教学中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随着

科技不断发展，化学化工领域的问题愈加复杂，需要具备实际应用

能力的人才。培养问题解决能力能使学生在面对真实的科技难题时

能够从理论知识出发，深入分析问题，设计切实可行的实验方案，

并从实验数据中得出准确结论。这种实际应用能力不仅使他们在学

术研究中更具竞争力，也有助于他们将知识运用于工业生产、环境

保护等实际应用领域，从而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作出贡献[2]。 

1.2 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问题解决能力培养在化学化工实验教学中有助于学生综合素质

的提升。问题解决过程需要学生运用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从分析、

实验设计到数据处理和推论等各个环节，要求他们具备综合思考和

综合应用的能力。通过这一过程，学生不仅加深了对各个知识点的

理解，还培养了跨领域思考和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使他们在复杂

多变的现实问题中能够做出全面而有效的决策[3]。 

1.3 增强职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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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为学生的职业竞争力提供了有力支持。现

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日益强调解决问题的能力，无论是在学术研究

领域还是在工业界，都需要具备独立思考、创新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化学化工实验教学中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学生将更具备应对

各种挑战的能力，从而在职业生涯中更有竞争优势。这种综合能力

的提升不仅使学生更有可能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也为他们未来的

职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4]。 

2 问题解决能力的理论基础 

2.1 问题解决能力的定义 

问题解决能力是指个体或团队在面对复杂、未知或挑战性情境

时，能够运用多方面的知识、技能和思维策略，系统性地分析、解

构问题，并基于深入的思考和判断，找出创新性、有效的解决方案

的能力。这种能力涵盖了对问题的全面理解、创造性的思考、合理

的规划和实际执行的能力，同时也包括了在解决过程中的灵活性和

适应性，以因应问题变化和不确定性。问题解决能力不仅关乎学科

知识的应用，更强调跨学科的综合运用，培养个体在不同领域中独

立思考、创新解决问题的能力，是现代教育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 

2.2 问题解决能力的组成要素 

问题解决能力的构成要素涵盖多个关键方面。首先，分析能力

是能够深入剖析问题、辨别关键信息，并从复杂情境中提取关键要

点的能力。其次，创新思维强调独特的、富有创造性的思考方式，

能够超越传统观念，提出新颖、有效的解决方案。实验设计能力则

涉及构建合理的实验方案，包括设定实验步骤、选取适当工具和方

法，以验证解决方案的可行性。数据解释与推断能力使个体能够从

实验数据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进行逻辑推断，为问题解决提供科

学支持。此外，团队合作与沟通能力强调在协作环境中有效地交流、

合作，从不同角度汇聚思想，形成更全面的解决方案。最终，整合

这些要素，个体能够在真实情境中综合运用知识和技能，全面、创

新地解决问题，展现出高效的问题解决能力。 

3 化学化工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3.1 传统实验教学的局限性 

化学化工实验教学中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其中传统实验教学的

局限性是主要短板之一。首先，理论与实际之间存在脱节现象。传

统实验教学往往偏重于理论知识的灌输，而在将这些知识应用于实

际问题时，学生可能面临困难。缺乏真实情境的连接，导致学生在

实验过程中难以做出准确判断和决策。其次，传统实验教学模式往

往忽视了学生的主动探究和创新思维的培养。学生通常只是按照既

定的步骤操作，缺乏自主思考和探索的机会，这限制了他们独立解

决问题的能力的培养。这种被动的教学方式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对具

备创新能力的人才的需求，也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 

3.2 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不足 

在化学化工实验教学中，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不足是另一个突

出问题。首先，学生常常缺乏足够的综合分析能力，难以将多个相

关要素综合考虑，从而可能无法全面理解问题的本质和复杂性。其

次，他们的实验方案设计能力也普遍不足。传统教学往往限制了学

生对实验方案的主动思考和创造性设计，缺乏培养学生独立解决实

际问题的机会，从而无法培养出真正具备实验设计能力的人才。此

外，学生在数据处理与推论方面也存在困难，可能因缺乏统计分析

和逻辑推理的能力，而无法从实验数据中准确提取信息，从而影响

解决问题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最后，学生缺乏跨学科合作能力也是

一个制约因素。化学化工领域常常涉及多个学科交叉，跨学科合作

能力的不足可能导致学生难以在复杂问题中综合运用各个领域的知

识，限制了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 

4 创新化学化工实验教学模式的设计与应用 

4.1 探究式学习的引入 

4.1.1 基于问题的学习任务 

基于问题的学习任务是创新化学化工实验教学模式中的关键策

略之一。它强调通过提出引人思考的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主动性，从而促使他们在实验中更深入地思考和探索。例如，在教

学单元涉及金属腐蚀的内容中，可以向学生提出问题：为什么铁在

湿润的环境中会发生腐蚀？这个问题引导学生深入了解金属腐蚀的

机制，使他们通过实验来验证、探究和解决问题。基于问题的学习

任务还能够帮助学生建立联系，将理论知识与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例如，在教学单元关于酶的活性的内容中，可以提出问题：如何利

用酶的特性来加速食物消化？学生通过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深入

了解酶的催化作用，同时也将学到的知识应用于现实中的食物加工

等领域。这种学习模式激发了学生的独立思考和主动探索的能力，

培养了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解决实际问题，学生能够更好地

理解和应用所学知识，从而在面对复杂的科技和工程挑战时能够更

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的解决方案。 

4.1.2 鼓励学生主动探索与发现 

探究式学习注重学生的主动性，鼓励他们在实验中进行探索和

发现。例如，当学习关于化学平衡的实验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

考：如何通过改变反应物浓度来影响平衡位置？学生可以自行设计

实验，逐步验证自己的猜想，从而培养实验设计和自主探索的能力。

通过自己亲手操作，学生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理论知识，同时也更有

可能在实验中发现新的现象或规律。通过引入探究式学习，学生在

实验中能够以问题为导向，主动探索知识的深层次，培养自主学习、

探索和发现的能力。这种学习模式能够更好地促进学生的知识理解

和综合运用，从而为未来的创新性问题解决奠定坚实基础。 



Modern Chemical Industry, 现代化工 (8)2023,5 

ISSN: 2661-3670(Print) 2661-3689(Online) 

   12 

4.2 跨学科融合的课程设置 

4.2.1 融合相关学科知识，拓展思维边界 

在创新化学化工实验教学模式中，融合相关学科知识可以极大

地拓展学生的思维边界。例如，在探讨有机合成反应的实验中，除

了化学知识外，引入有机化学、物理化学以及材料科学等相关领域

的知识，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反应机制和性质影响。通过了解

材料结构与性能之间的关系，学生可以更准确地预测产物性质，促

使他们在问题解决中运用多学科知识。 

4.2.2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不同领域知识的能力 

跨学科融合的课程设置可以培养学生将不同领域知识综合运

用于问题解决的能力。举例来说，在电化学实验中，除了电化学原

理，还涉及电路原理。学生需要理解电流流动和反应的关系，同时

考虑如何构建电路来控制实验条件。这要求他们跨足化学和物理领

域，将两者融会贯通，才能成功完成实验。通过这种跨学科融合的

课程设计，学生不仅可以拓展知识面，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将多学科

知识综合运用于实际问题解决的能力，为他们今后的研究和工作提

供了更宽广的视野和能力。 

4.3 开放式实验设计 

4.3.1 鼓励学生自主设计实验方案 

创新化学化工实验教学模式中，鼓励学生自主设计实验方案是

培养问题解决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这种策略不仅强化了学生的实

验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们在实际问题中独立思考和创新解决

的能力。例如，在教学单元涉及分离技术的内容中，学生可以自主

设计一个分离某种混合物的实验方案。他们需要考虑实验步骤、操

作条件、适当的仪器选择等，从而培养了实验设计和计划能力。自

主设计实验方案还能够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例如，在教学单元关

于氧化还原反应的内容中，学生可以自行选择不同氧化剂和还原剂，

设计实验来研究不同条件下反应的速率。通过这样的实验设计，学

生不仅巩固了理论知识，还培养了创新性思考和实验探究的能力。

这种实验教学模式培养了学生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使他们在实验中

不仅是操作者，更是问题的解决者。通过自主设计实验方案，学生

能够更好地理解问题的本质，锻炼实际问题解决的能力，为未来的

科研和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4.3.2 锻炼学生实际问题解决的能力 

开放式实验设计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锻炼，更是培养学生实际问

题解决能力的重要方式。在分析、设计和执行实验的过程中，学生

需要综合运用化学知识、实验技能和创新思维，解决实际问题，如

优化反应条件以提高产率或选择合适的分析方法来验证结果。通过

开放式实验设计，学生得以在实际情境中运用知识，锻炼实际问题

解决的能力。这种实验教学模式不仅促进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还培

养了他们的创新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使他们更好

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科技挑战。 

4.4 小组合作与沟通 

4.4.1 团队合作培养协作精神 

小组合作是培养学生团队合作和协作精神的有效途径。在一些

复杂实验中，学生可以分工合作，每位成员负责实验的不同方面。

例如，研究催化剂在化学反应中的应用，一个学生可以负责催化剂

的合成，另一个学生则负责实验的数据采集与分析。这种团队合作

的模式培养了学生在团队中分工协作的能力。 

4.4.2 实验结果分享与讨论促进交流 

实验结果的分享与讨论是小组合作中重要的环节。学生可以分

享各自的实验结果和观察，进行讨论并得出结论。例如，在分析金

属材料的腐蚀行为时，学生可以共同讨论不同金属在不同环境下的

腐蚀速率，探讨其背后的原因。这种交流与讨论促进了知识的共享

和深化，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的表达和沟通能力。通过小组合作与沟

通，学生得以在合作中学习，从他人的经验中受益，并且从多个角

度思考问题。这有助于培养他们的团队协作、沟通和领导能力，同

时也促进了他们在实验和问题解决中的综合能力发展。 

结论 

通过本文对化学化工实验教学中问题解决能力培养的探讨，可

以得出以下结论：创新化学化工实验教学模式的设计与应用对培养

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引入探究式学习、跨学科融合、

开放式实验设计和小组合作等策略，有助于学生在实践中培养综合

分析、实验设计、数据处理、团队协作等多方面的能力。问题解决

能力的培养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和综合素质，还增强了

他们的职业竞争力。因此，创新教学模式的应用将为化学化工教育

的提升和人才培养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为应对科技发展的挑战做

出有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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