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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机化学》是高等院校理工科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然而，从目前《有机化学》课程教学上

看，长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新工科”及“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愈发凸出。本文针对应用型

本科高校理工科专业有机化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改革实践。通过改进教学方法、

更新教学内容、强化实践教学等措施，从而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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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rganic Chemistry is an important basic course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wever, there are some long-term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of Organic 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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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problem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engineering” and “double first-class”.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of or-
ganic chemistry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s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makes in-depth thinking and reform practice. By improving teaching methods, updating 
teaching content, and strengthening practical teaching,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and the compre-
hensive quality of students can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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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有机化学是化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在众多理工科专业中均有《有机化学》这一课程，其主要学习

内容包括：有机物的组成、结构与性质以及相关理论与反应机理。目前，对于应用型本科高校理工科专

业来说，通过对《有机化学》这一课程的学习，是为了让学生能比较系统地掌握有机化学的基本理论、

知识及基本技能；了解有机化学的应用与所学专业的关系；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达到终身学习的目的以及具有一定有机化学实验操作的能力。然而从目前《有机化学》这一课程的教学

来看长期存在着一些问题。因为《有机化学》是相关理工科专业必修课程之一，根据专业的特性，适当

对该课程进行教育改革与思考是非常有必要的。 
对于应用型本科高校相关理工科专业的学生来说，对《有机化学》这一课程的兴趣度较低，再加上

高中阶段的《有机化学》课程内容为选修内容，部分学生基础偏差，有机化合物结构复杂、种类繁多、

知识点零散、反应机理抽象，较难理解[1]。又因为部分理工科专业课程较多，导致《有机化学》这一课

程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学时少，内容多，学生学习压力大，课堂上又多以“填鸭式”教学为主，课程考核

方式又过于单一，以至于学生学习效果差，多出现上完课后就将课上学习的内容抛之脑后，课前不预习，

课后不复习是多数学生的状态。因此对《有机化学》这一课程进行教学思考与改革是解决以上问题的应

有之举。 

2. 有机化学教学现状分析 

《有机化学》作为有关理工科专业学生必修的课程之一，在课程培养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学生要学习的知识越来越多，本科教育中各门课程所占的学时都在不断减少

[2]。由于部分理工科专业学生的有机化学基础薄弱，在有限的教学课时内难以完成学习任务。在传统的

教学模式中，授课教师以书本内容为基础，教师难以根据每个学生的情况调整教学进度的快慢以及教学

内容的深浅，难以结合理工科专业的特点对学生因材施教，这样容易导致学生觉得学习有机化学枯燥无

味，学习热情低。学生为了获得该课程学分，在考前不得不采取“死记硬背”和突击学习的方式完成考

试。这样的学习方式使得学生难以获得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1. 教学实践现状 

目前对于理工科专业《有机化学》课程的教学基本上依据课程教学计划来组织教学工作。以滁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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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为例，对《有机化学》的教学过程包括线上“学习通”网络视频、PPT 等相关资料，课堂上理论知识

的讲授以及部分相关实验课程的开展。这一系列教学计划看起来已经足够完善，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和

考核中能够明显感受到学生对知识的吸收及运用中存在不小的问题。根据我校部分理工科专业同学的反

馈情况，很少自主学习“学习通”上的视频课程，在遇到不理解的知识点时，大多数同学也都是得过且

过。对于课上老师讲授的内容，在课堂上能够听得懂，但由于课程内容多，课时少的原因，老师授课过

程较快，结合专业背景进行拓展的机会很少，再加上学生课后不及时复习，导致学生的学习效果一般。 

2.2. 课程教学方法陈旧 

应用型本科高校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改革，在对教学内容，授课方式等方面虽已经做了一系列的改革。

但就目前学生成长的环境来说，高校的人才培养方式仍过于单一。在课堂上，管理方式模式化，条条框

框的规则过多，磨灭了学生的积极性。课堂上老师授课主要根据 PPT 内容加以讲解，板书的参与较少，

导致课程整体节奏偏快，趣味性差。课本内容更新较慢，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部分已经被抛弃在

实际生活中的陈旧知识仍在教材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而那些前沿的知识又没有在书本上涉及。另外，教

师对知识的传授方式大多仍是叫学生死记硬背，实际运用效果差。 

2.3. 考核方式仍需完善 

目前对于《有机化学》课程成绩的评定方式大多还是依据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折合百分比相加

得到，这几乎不会关注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学习态度，自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样对于《有机化学》这一应用性较强的课程来说，就忽略了学生是否掌握实验技能以及在工程实践中

能否灵活运用的能力。 

3. 教学实践过程改革的举措 

3.1. 完善教学大纲 

对授课教师来说，制定贴合专业方向的教学大纲与内容格外重要。在有限的课时内，对教学学时进

行合理舍去，根据专业特性个性化备课，依据人才培养目标制定与专业特色相近的教学大纲。例如在对

生物科学专业授课时，应在天然有机化合物这一章着重强调糖类，氨基酸、蛋白质及生物碱等与生物科

学专业联系更加紧密的知识。而对于杂环化合物、有机合成基础等章节内容可以进行适当的删减以满足

课时需求。 

3.2. 丰富教学手段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学生对信息化的知识的接收越来越多，我们所采用的教学手段完全有条件拓

展更多更好的信息化科技渠道[3]。对于现在的电脑多媒体 PPT 教学虽然有时会显得枯燥，但毋庸置疑的

一点是在有机化学的教学中它已是无可替代的地位。有机化学中涉及到的各种物质结构、分子构型，通

过 ChemDraw 以及 ChemDraw 3D 等软件的引入，使结构更加直观，在课堂上不仅能够丰富课堂内容，还

能使学生对此产生更加浓厚的兴趣。授课老师在课后可以借助线上平台，构建“微课”短视频教学[4]。
由于“微课”灵活方便，学生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对所学知识进行查缺补漏，同时可以作为学生拓展知识

的一个有效平台。课堂上引入实例分析：通过分析具体的实例，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和应用，例如：化

学反应的实际应用、化合物的合成等。课后进行错题整理：整理本节课作业或练习中的错题，分析错误

原因，以便下次遇到类似问题时能够避免。深入思考本节课内容与之前所学知识的联系，以及对后续学

习的影响，建立知识体系。及时将总结的内容进行复习，加深印象确保熟练掌握。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5671


姚亮亮 等 
 

 

DOI: 10.12677/ae.2024.145671 161 教育进展 
 

3.3. 加强工程实践培养 

对于应用型本科高校学生来说，本科阶段最重要的是要将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生产过程中去。

目前学校充分利用位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核心区城市的优势，深入走访安徽坤大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今麦郎饮品股份有限公司和蜡笔小新(安徽)有限公司等企业，让学生了解有

机化学在工程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以理工科专业学生应掌握的基本理论和概念为框架，在保证体系完整

性的前提下，突出“少而精”，以工程实践案例为出发点，重点讲授各类有机化合物的特性及应用领域

等。 

3.4. 综合成绩评定改革 

根据理工科专业人才培养计划，结合实际，建立多元化考核过程评价机制：1) 设定平时成绩占总成

绩 30%，其中根据考勤占平时成绩的 30%，平时作业占平时成绩的 40%，课堂表现占平时成绩的 40%来

计算平时成绩。其中，课堂表现主要包括学生上课的专注度以及讨论老师提出的问题的参与度与积极性；

2) 期末闭卷考试成绩占 40%，期末考试主要内容以书本为基础，结合理工科专业的专业特点及工程训练

特点适当拓展，并设置 10%左右的开放性题目，考察学生的开放性思维与实际应用能力；3) 实验成绩占

20%，包括实验预习报告，实验操作的熟练程度，实验数据的准确性以及对实验过程的反思等来进行综

合评价；4) 线上“学习通”成绩占总成绩的 10%，包括线上视频学习观看的时长，在线讨论问题的参与

度。这样，总成绩就能够较为直观地反映出学生在各个方面的表现情况了。 

4. 结论 

《有机化学》作为部分理工科专业的必修科目之一，在应用型本科高校的教学中，长期存在一些问

题。本文对教学现状中出现的问题，分别从完善教学大纲，丰富教学手段、加强工程实践以及建立多元

化考核过程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探索，制定一系列改革措施，对应用型本科高校理工科专业《有机化学》

的教学方式提供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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