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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化学研究性教学的实践探索 

王孝杰，邹晓蓉，李公义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3) 

[摘 要】 以面向非化学专业学员开设的公共基础课大学化学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了研究型教学改革 

的探索。首先对学员进行分组，教学活动以小组为单位开展。设计了课后习题、教学研讨问题及大作业等多种 

作业形式；在评价重心上，注重学员在活动中的具体表现，改变了 “一卷定全局”的评价模式；在评价主体上， 

采用他评与自评相结合的评价方式。设计的教学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在公共基础课程中开展研究型教学 

改革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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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e and Practice of Research—Odented Teaching in College Chemistry 

WANG Xiao—jie，ZOU Xiao—rong，LI Gong—yi 

(College ofScience，National University of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3，China) 

Abstract：General chemistry is a public core eollrs~offered to all the students whose major is not chemistry．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search—oriented teaching in general chemistry．First，divide the students into groups．All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are developed by each group．Design different kinds of task for the course，including the exercise after class， 

subjects of the seminar，and major assignment．In evaluation the student’S accomplishment in all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is 

emphasized．Through these explorations，better effect is achieved and experiences accumulated in the practice of res~reh 

—oriented teaching in general chemi 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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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大学化学研究型教学的指导思想 

研究型 (有时称研究性、研究式等)教学是 
一 种新的教学模式，由于它能充分体现新的教育思 

想和教学理念，受到了学校和教育研究机构的格外 

重视。目前，国内外著名大学都普遍开展了研究型 

教学的改革和实践。 

什么是研究型教学，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 

对研究型教学模式的标准表述，还有待于理论界从 

实践中进行概括与完善。结合大学化学课程及我校 

学员的特点，我们对研究型教学的理解是：教员以 

课程内容和学员已有的知识积累为基础，在教学过 

程中通过设计一系列教学活动，建立一种基于研究 

探索的学习模式。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学员 

的主体作用，促使学员主动思考、主动实践、主动 

探索，鼓励学员自主地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 

问题。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同的课程应结合自身的 

特点制定教学计划。因此，首先要对课程进行定 

位。大学化学作为面向非化学专业学员开设的全校 

公共基础课，我们的定位是：通过大学化学一门课 

程的学习，不可能也不应该试图将学员培养成一个 

化学家。因此，我们尝试以教学内容为载体，通过 

积极营造良好的教学情景，激发学员的问题意识、 

探究意识和创新意识，锻炼其研究与探讨问题的思 

想方法、学习方法。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我们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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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使学员正确地认识化学并喜欢化学，从而在今后 

的学习工作中能够正确地应用化学的思想看待问 

题、解决问题。 

二、研究型教学的实施 

一 般来讲，应该是先有研究型的教，才有研究 

型的学，教员应于教学模式上在 “研究型”方面下 

功夫、作文章，指导、带动学员改变依赖传统的接 

受型学习方式，探索研究型学习的方式。在大学化 

学课程教学中如何开展研究型教学，大学化学教学 

组进行了一些初步的尝试。 

(一)分组实施教学 

大学化学是面向非化学专业学员开设的公共基 

础课，是大班授课，通常每个班的学员人数都在一 

百名以上。由于学员人数多，如果以学员个体为单 

位开展教学活动，一方面教学工作量很大，另一方 

面，很难兼顾到所有学员，教学效果不理想。针对 

学员人数多的实际情况，我们设计采用分组的方 

法。每五到六人分为一组，一般每个班分为二十个 

小组左右，每个小组设一名组长，所有的教学活动 

都是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实践证明，对于大班授 

课，分组开展教学活动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影响这 
一 环节实施效果的一个主要问题来自于如何划分小 

组。开始时，我们简单地按照学号顺序将学员划分 

小组，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发现有问题，特别是不 

同专业的学员平时课程安排不同，整个小组在一起 

开展教学活动有困难，影响了教学效果。经过教学 

小组研究后，调整为以寝室为单位划分小组，这样 

小组成员有充足的时间在一起，使小组活动的开展 

更为有效。 

(二)设计多种作业形式 

课程还设计了多种作业形式，从多方面培养学 

员主动学习的能力。作业构成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 

面 ： 

(1)课后习题。每次课后布置课后习题作业， 

要求每个学员独立完成，由小组之间互相批改，各 

小组每次作业完成及批改情况都要记录在专门的记 

录本上，教员定期检查。对于作业中出现的共性问 

题要及时反馈给教员，由教员统一解答。这个环节 

促使学员加强和巩固所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2)教学研讨问题。每次课前教员给出问题， 

以小组为单位准备，课上研讨。这部分教学设计是 

培养学员主动学习的重要环节。 

基于前述对大学化学课程的定位，我们在设计 

教学方案时，没有过分强调学科的整体性和均衡 

性。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大量采用研讨式教学，每次 

课前教员结合所讲内容给出问题，问题涉及已学过 

的内容和即将要学的内容。学员以小组为单位进行 

课下准备，然后在课上随着教学进度进行研讨，并 

记成绩。研讨时限制各小组发言的时间，以确保教 

学进度，这就要求各小组在课下准备时要注意观点 

的凝练。这个环节培养学员主动学习及综合运用所 

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大作业。主要包括综述性小论文和阶段 

性总结文档。综述性小论文在第一次课上布置小论 

文题目 (例如：利用你所学过或将要学到的化学 

知识，写一篇关于化学与社会进步及现代高科技发 

展的小论文。)以小组为单位撰写，课程结束后 

交。培养学员查阅文献、协作、综合以及分析能 

力。阶段性总结性文档是要求学员在每篇教学内容 

结束后就阶段性所学内容的收获撰写总结性文档， 

以小组为单位撰写，分组讨论教学活动后交。其目 

的是督促学员进行阶段性总结。 

(三)多种评价模式 

在对学员的评价方面，不仅关注结果，更重视 

过程发展。在评价重心上，注重学员在活动中的具 

体表现，改变了 “一卷定全局”的评价模式。经 

申请批准，大学化学研究型教学试点班学员平时成 

绩占50％，期末考试参加全校统考，统考成绩占 

最终成绩的5O％。 

在评价主体上，采用他评与自评相结合的评价 

方式。他评包括教员评价和学员评价。教员评价主 

要是教员对各个小组的总体表现和研究成果 (如 

小论文、研讨情况等)进行评价，并对各小组的评 

价结果做有效调整，避免小组间差距太大。学员评 

价主要是小组成员之间的相互评价，学员在活动中 

的具体表现 (如参与情况、任务分担完成情况等) 

项目均由学员作评价，这是因为在研究型教学活动 

中，一个人表现如何，小组成员了解较清楚。自评 

采取让学员写心得体会或小结的方法，让学员认真 

分析自己在教学活动中各方面的发展情况，教员再 

根据学员的总结情况作评价。重视发挥学员的自我 

评价与自我激励所产生的效能。 

这种多元化的评价方式，能使学员由被动变为 

主动，在研究型教学活动中自觉督促同伴，约束自 

己，及时进行自我调整，促进自身不断完善和提 

高。在评价重心上，改变以往只重视结果，不重视 

过程的评价，更加重视学员在活动中的具体表现， 

关注学员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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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纳米体系物理学、纳米化学组成了纳米科技 

大厦的基础，如图1所示，并将在纳米技术发展中 

起重大作用。 

图 1 纳米科技大厦 

纳米力学作为近几年来的新兴研究方向，在国 

外一些著名高校已经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教 

学活动。以MIT为例，相关本科生课程有：微纳米 

处理技术(Micro／Nano Processing Technology)和材 

料与生物材料纳米力学(Nanomeehanics of Materials 

and Biomaterials)。宾 夕法尼亚大 学也开设 了界 

面上的纳米力学与纳米摩擦学(Nanomechanics and 

Nano~bology at Interfaces)。此类课程的开设必将 

使学生在未来的工作和研究中能够把握国际最新的 

力学发展动向。国内工程力学教学也应该加强新兴 

学科的研究，并积极把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从 

而使学生能够跟上国际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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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果反馈 

在大学化学课程教学中实施如上的研究型教学 

设计后，为了了解学员在研究型教学活动中的情感 

体验、能力发展情况等问题，我们进行了学员意见 

反馈调查，调查共涉及350名学员，其中技术类学 

员134人，合训指挥类学员216人。从调查结果可 

以看出，研究型教学的开展，普遍提高了学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文字及口头表达能力，培养 

了学员的合作精神，促进了学员对化学的理解，激发 

了学员学习的内部动机。调查结果显示。94％的学 

员认为在大学化学教学中实施如上的研究型教学模 

式是可行的，96％的学员认为所采用的评价方式有 

利于综合素质的提高。从学员的反馈信息来看，研 

究型教学的开展提高了学员自主学习的能力、思维 

能力、应变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拓宽了学员的知 

识面，激发了学员的学习动机和学习兴趣。很多学 

员提出，希望以后多开展类似的教学活动。 

四、结束语 

研究型教学过程中，教员的职能由 “教”转 

变为 “导”，学员主动性学习离不开教员富有启发 

与创造性的具体指导，学员的自主学习同时也促使 

教员不得不更多地去思考教什么、怎么教，要不断 

地了解学员的学习动态，及时调整教学方案。通过 

两个学期的教学实践，我们感觉，学员在文字能 

力、口头表达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实践操作能力 

等方面都得到很大的锻炼，团队协作能力得到提 

升。这为我校在公共基础课程中开展研究型教学改 

革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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