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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化学实验的教学改革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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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化学实脸》课程在教学内容和实验管理上进行大胆探索
,

高起点
、

高标准地开设了全

新的大学化学实验课程
,

形成了具有我校特色的现代化实验教学体系
。

本课程在引人先进的教学理念和先进的

教学设备的前提下
,

有效地解决了课时压缩与教学高要求之间的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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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根据学校特点和实际改革教学内容

大学化学是一门全校性公共课
。

由于我校是一

所军事院校
,

学员毕业后多数将是带兵的军官
,

也

有从事技术工作的技术干部
,

且从事技术工作的人

员当中
,

绝大部分是非化学
、

非材料专业的学员
。

又由于我们大学化学的计划教学学时较少
,

课时有

限
,

如何使非化学专业的学员在有限的课时内学习

到更多的化学学科的知识
,

在化学实验技能方面得

到更多的训练
,

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
,

成为我们必

须要解决好的矛盾
。

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

作
,

根据学校的特点和实际
,

对大学化学实验的教

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了改革
。

在教学内容上
,

力

争使每一个实验内容成为一个综合性的训练
,

在教

学方法和手段上使化学实验不再是纯粹的瓶瓶罐罐

式
,

能达到基本技能综合训练的目的
。

因此
,

在我校 《大学化学实验》课程体系和实

验内容的设置中
,

我们充分考虑到了培养高素质新

型军事人才的需要以及课时压缩的实际情况
,

从以

下三个方面设置了课程内容
:
一是在内容上重点围

绕化学知识
,

明确这是化学实验
,

要达到化学素质

提高的基本要求 ; 二是立足军事特色和高科技渗

透
,

加强了与计算机控制技术的结合 ; 三是完成基

本化学实验技能的训练
。

例如
,

我们开设了
“

化学

反应热效应的测定
”

实验
,

在化学知识方面
,

我们

突出了热化学知识 ; 在计算机应用方面
,

突出了计

算机控制
、

实验数据的采集等方面的知识 ; 在实验

技能训练方面
,

包涵了玻璃仪器的洗涤
、

样品的准

确称t
、

化学试剂的配置
、

外推法等等
。

在污水的

处理与监测实验中
,

学员学习了物质分离方面的化

学知识
,

学习了用离子交换法对污水进行净化
,

学

习利用气相色谱仪分析
、

监测污水的技术
。

学员在

掌握污水的净化方法的同时
,

对于环境的监控方法

有了一定的了解
。

这样做在
“

教
”

和
“

学
”

的问题上难度增加

了
,

但起点高了
,

学员学习的兴趣增加了
,

教学效

果和质量有了提高
。

二
、

起用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加强学员

自主学习能力

现代教学中
,

多媒体教学手段借助网络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好的教学辅助系统对于学生预

习
、

理解
、

掌握实验内容显得非常有效
。

为了满足

广大学生在网上进行大学化学实验预习和模拟实验

的需要
,

充分发挥网络在实验教学中的效能
,

我们

依托我校的教学网络平台
,

自主开发建立了大学化

学实验的网上虚拟实验室
。

大学化学网上虚拟实验

室的建设基本思路是
: 以网络教学平台为依托

,

建

立网上虚拟实验室
,

便于学生的学习和交流
。

这个系统包括
:

实验原理
、

实验内容
、

实验装

置
、

实验过程仿真及实验数据采集与分析
。

虚拟系

统建成之后
,

学生可通过我校的网络教学平台
,

在

虚拟实验室中
,

非常方便地在虚拟环境中逼真地进

行大学化学实验预习
,

在虚拟模型上模拟实验各步

骤的操作
,

并且
,

学生在不同条件下的实验可以得

出不同的实验结果
,

在实验数据处理窗口中
,

可以

对所得实验数据进行作图分析和处理
,

直接得到实

验结果
。

这项工作的完成将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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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化学实验的教学环境
,

方便学生的学习和交流
,

提高大学化学实验的教学水平
。

这个系统的使用
,

调动了学员自主学习的积极

性
,

锻炼了学员自主学习的能力
。

鉴于学时的压缩

与学生个体的差异
,

这个系统还在不断完善
。

如
,

增加一些前沿的化学学科或交叉学科的实验方法和

实验技能演示
,

开拓学员的思路
,

培养学员的创新

能力
。

三
、

计算机辅助教学与学员基本操作技

能训练的统一

实验室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员进行科学研

究的能力和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
。

通过一系列的实

验教学
,

在学员掌握科学研究所必需的基本技能的

基础上
,

培养学员在科学研究的任何一个环节中都

要形成严格的要求
、

严肃的态度
、

严密的组织和实

事求是的科学作风
,

并使学员逐步掌握归纳
、

演绎

和类比的科学研究方法
。

实验内容的选择既要考虑到化学实验基本知

识
、

基本技能和基本操作的分类训练
,

又要考虑到

综合性
、

典型性
、

启发性和探索性
,

还要在保证一

定的教学效率的情况下
,

考虑其先进性和交叉性
。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
,

需要配备相当数量的现代化设

备
,

为学生架起从基础课程到科学前沿的桥梁
。

以实验数据的采集和分析为例
,

采集和分析实

验数据
,

得到正确的实验结论
,

是学员必须掌握的

一项基本技能
。

在实验过程中
,

能在原位采集的数

据越多
,

分析时的依据越多
,

实验结果的可信度相

对越高
。

特别是在测定某个常数或是某个物理量的

时候
,

希望尽可能多地采集到有效的实时的实验数

据
。

这个时候
,

如果能够利用计算机进行数据采集

和分析
,

则可极大地减少学员课后的机械计算量
,

减轻学员负担
,

同时得到更为准确的实验结果
。

在

我们的实验体系中
,

如
“

化学反应速率常数的测

定
” 、 “

化学反应热效应的测定
” 、 “

污水的处理与监

测
”

及
“

金属的腐蚀与防护
” ,

我们均采用了计算

机接口进行数据采集
,

通过计算机软件进行实验数

据分析
、

作图并得出实验结论
,

不仅节省了学员课

后进行大量计算所用的时间
,

而且培养了学员用软

件进行作图和计算的能力
,

对于学生日后的科研工

作和论文撰写
,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四
、

计算机在实验教学管理中的效能

对于一个全新的公共课实验室
,

必须考虑到实

验教学质量的提高
、

实验资源的充分利用
,

以及实

验室工作人员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
。

只有充分利

用教学资源
,

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机械重复劳动
,

才

能充分调动和发挥实验室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

从这

几个方面来看
,

我们的工作是成功的
。

在实验室的

管理中
,

计算机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

(l) 教学成绩统计
:

大学化学实验是一门公共

课程
,

学员人数非常多
,

学员成绩的统计在没有使

用计算软件之前
,

是一项非常庞大的工作
。

我们根

据教学需要和数字化网络发展的要求
,

自制了一个

教学辅助软件
。

教员可以利用学校的 ID 身份登陆

数字化校园系统
,

在 《大学化学》课程成绩给定系

统中
,

给定学员实验成绩
,

并自动与 《大学化学》

理论课成绩一起
,

自行统计计算学员 《大学化学》

课程的最后成绩
。

软件所占空间不大
,

但大大方便

了教员的工作
,

节省了教员的时间
。

(2) 实验设备管理
:
化学实验室的设备多而且

杂
,

如何有效地对实验设备进行管理
,

使实验设备

时时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并发挥最大的利用效率
,

是实验室管理中的一个重点
。

在实验设备管理中
,

我们充分利用了计算机的便利
,

采用数字化管理
。

主要有设备名称
、

型号
、

规格
、

单价
、

购置日期
、

数量
、

所属实验
、

所在房间号
、

当前状况
、

维修记

录
。

教员可利用其中的任一条进行查询
、

记录和修

改仪器的当前状况
,

为实验仪器管理的现代化
、

规

范化
、

系统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

使实验仪器得到最

大程度的利用和最好的即时维护
。

同时减轻了管理

人员的劳动强度
,

提高了工作效率
。

结束语

综上所述
,

我们在 2田3 年投人使用的大学化

学实验室
,

从教学到管理
,

充分利用现代科技
,

如

网络
、

计算机
、

现代检测手段等
,

不仅使学生的实

验技能和眼界得到拓展
,

同时提高了教学效率
,

取

得了很好的效果
。

通过进一步完善
,

我校的大学化

学实验课教学一定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

形成具有我

校特色的现代化大学化学实验教学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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