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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过去近十多年我校大学化学实验教学及改革的主要工作和成果进行了总结，对依然存 

在的一些主要问题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就我校今后大学化学实验教学内容及模式改革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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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tate and Reform of the Teaching of Experimentation 

in College Chemistry Teaching 

WANG Ben—gen，WANG Qing—hua，WANG Chun—hua 

(Cott~ge ofScience，National University ofDefense Technology，Changsha 410073，China) 

Abstract：The practice and I℃8ult of the teaching and reform of the undergraduate chemistry over the last ten years in 

our school are summarized，the remaining problems and their causes analyzed，an d suggestions on the content and mode of 

the reform in college experimental teaching are西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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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前言 

在国内，若干年以前，面向非化学专业开设的 

基础化学课程一般称谓为 “普通化学”。近年来， 

各个学校的叫法不一，多数学校称之为 “大学化 

学”。我们学校 1999年以前名为 “普通化学”，之 

后称之为 “大学化学”。 

我校大学化学 (普通化学)教学经历了几起 

几落的发展过程。由于教学学时、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等方面的问题，一段时间内，就化学公共基础 

课对非化学专业的作用的认识产生了分歧，“普通 

化学”没有得到诸多专业的专家的认可，也没有 

引起学员的兴趣。一些人认为，“普通化学”讲的 

内容 “不痛不痒”，“有用的没有讲，有用的也没 

法讲”。大学化学课程的设立经历了反复。 

1999年后，学校招收了学历教育合训学员， 

制定了 《新型军官基础合训本科生教学计划》，提 

出了 “创建具有我军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总 

目标。此时正值我国启动 “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研究”，提出了 “素质教 

育”、 “创新教育”的思想，由于强调 “素质教 

育”、“创新教育”，以及在教学内容方面进行了优 

化，在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进行了改革，这些工作 

使人们重新认识了化学对于对非化学专业 “素质 

教育”、“创新教育”方面的重要性 J̈。根据所面 

临的新形势与新任务，为适应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 

新形势，为适应新型军事人才培养的需要，全校本 

科生全部开设了 “大学化学”与 “大学化学实验” 

课程，学校投入巨资对大学化学实验室进行了扩建 

和升级，使我校大学化学实验室建设和实验教学改 

革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目前，每年2000 

多名学员开设大学化学实验课程，实验室面积已达 

到1000米 以上，化学实验教学条件已经达到国 

内同类学校先进水平。在实验教学体系、教学内容 

改革、实验建设以及实验教材等方面均取得较大成 

绩。 

[收稿日期] 2011-07-22 

[作者简介】 王本根 (1952一)，男，湖南永州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稀土化学。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2011年增刊 (总第 163期) 

在过去的几年里，大学化学实验教学取得了成 

绩，但也存在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随着高等学校 

教学质量工程的启动， “十二五”建设及 “985” 

工程建设的深入，我校化学实验室建设和实验教学 

改革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和挑战。总结过去 lO多年实验教学改革的成功经 

验和存在的问题，探讨未来实验教学改革的发展方 

向是十分必要的。 

二、大学化学实验教学及教学改革现状 

经过 “十五”、 “十一五”建设 ，大学化学实 

验室建设不论是 “软件”还是 “硬件”均达到了 

较高水平，实验教学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目前， 

已拥有相对稳定的教员队伍，且教员队伍中具有博 

士学位的比例高。实验室面积超过 1000米。，实验 

仪器比较先进，现已能基本满足全校非化学专业的 

化学实验教学任务。实验教学及实验建设在全军及 

全国教学水平评估中均得到了专家们很高的评价。 

根据教学计划，开设了四个基本化学实验。这 

些实验均为综合性的实验，教学内容将原来面向科 

学研究型的教学对象扩展到面向军队指挥型；由原 

来紧扣化学自身理论体系转向为满足新型高素质军 

事人才培养的实际需要；例如，所开设的 “化学 

反应热效应的测定”、“化学反应速率常数与活化 

能的测定”、“污水的处理与监测”、“金属的腐蚀 

与防护”实验，每一个实验既包含了化学实验基 

本技能的训练又涵盖了化学热力学、化学平衡、化 

学反应动力学、电化学、分析化学基础理论及军事 

环境、军用材料等应用领域，还科学、合理地将计 

算机控制渗透到了化学实验之中。优化后的大学化 

学实验不再全是瓶瓶罐罐式的化学实验，而是充满 

现代化学的气息。每个化学实验中信息量增加了， 

激发了学员学习的积极性和兴趣，有利于培养学员 

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及如何在本专业的工作中提炼 

出化学问题并加以解决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学校特色。 

此外，我们努力改革、改进实验教学手段， 

提高教学质量，以实现实验教学手段、教学方式的 

新颖性、先进性。 

我们与教学仪器设备供应商一道根据实验的特 

点和要求共同研制出了化学反应热测定、化学反应 

速率常数与活化能的测定、金属腐蚀与防护实验装 

置；设计了污水的检测实验。我们将计算机引入了 

实验数据采集环节，并将现代化的分析手段一气相 

色谱仪引入实验课堂。学员在学习的过程中，自然 

地了解到化学发展的数字化趋势，能站在一个高的 

起点上。 

在教学方法上，教学采用传统方法与多媒体演 

示课件相结合，实验室教学与网上教学、瓶瓶罐罐 

实验与计算机控制相结合的教学形式，发挥了多媒 

体资源平台优势，帮助学员生动形象地理解实验， 

加强了学员对实验原理的理解。 

通过这些实验，为培养学员的动手能力、化学 

实验技能，巩固学员化学基本知识起到了较好的作 

用。但开设的基本实验与国家大学化学教育的基本 

要求还有一些差距，也没有完全满足我校学历教育 

合训专业人才培养的特殊性，没有充分体现我校的 

特色。大学实验教学及实验室建设还存在较多的问 

题，主要体现在： 

1、个别实验内容偏难，学员自己动手比较困 

难。实验中多数学员只能在有限的实验时间内按照 

实验讲义的要求，被动完成实验内容。 

2、虚拟化学实验室建设水平较低，与实验教 

学要求还有较大距离，还没有较大的吸引力，学员 

进人虚拟实验室的不多，没有发挥应有的效应。 

3、还没有建成一个为全校本科学员服务的、 

为热爱化学、有创新潜力人才培养服务的开放性实 

验室。 

4、所开设基本实验 “军味”不浓，没有满足 

“合训学员”的特殊要求。 

三、深入开展大学化学实验教学改革 

实验教学改革是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增强人才 

培养效果的基础，需要努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进一步转变实验教学指导思想 

化学是自然科学中的 “中心学科”之一，是 

材料、能源、环保、生命科学和军事工程等科学技 

术的基础之一，是许多交叉学科的生长点。化学实 

验教学是化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员综合素 

质和科学素养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我校对化学实验教学重要性的认识在不断加 

强、深化，但由于教学学时紧张，一些学院、专业 

对化学实验的认识还存在一些偏差、存在重视不够 

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仍有可能导致实验教学被 

边缘化、淡化和弱化，其他问题都无从谈起。因 

此，进一步加深对实验教学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加强实验教学内容、教学模式的优化、 

改革。全面提高实验教学质量 

要使化学实验教学得到重视，不被边缘化、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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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弱化，在人才培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关键问 

题是教学内容的优化、改革。 

1、进一步优化大学化学实验教学内容 

根据大学化学实验教学大纲，大学化学实验 

12个教学学时，开设 4个实验，课时不多，实验 

个数少。我们如何充分利用这有限的资源，使学员 

受到化学实验基本的训练值得我们研究。 

现开设的实验均为综合性的、具有一定新意的 

实验，教学内容主要涵盖化学热力学、化学平衡、 

化学反应动力学、电化学、分析化学及军事环境等 

方面的化学知识。但在某种程度还完全停留在 

“三基”层面上 (即要求学生掌握实验基本原理、 

基本知识和基本操作，规范操作得出正确的数据和 

结论)，其 目的主要是验证、理解、巩固所学的理 

论知识，对学员实验技能的形成和兴趣、能力的培 

养却重视不够。我们应优化、改革实验教学内容。 

在优化、改革教学内容与模式过程中，我们应坚持 

“确保基本，更新内容，突出应用，反映前沿”的 

改革思想，处理好传统与创新、基础与前沿、载体 

与内容、基础能力与综合素质、创新性实验教学与 

创新型实验项目的关系。我们要重视前沿与创新， 

也要重视基础与传统。我们将适当增加实验个数， 

其中多数为基本实验，一些为自主选择性、设计性 

实验，此外增加网上模拟实验教学内容，供学员选 

修。在基本实验中突出 “三基”教育，更新某些 

有些偏离教学大纲，学员 自己动手比较困难、“照 

方抓药”式、套餐式的实验。在自主设计性实验 

和网上模拟实验教学中突出创新教学和知识面的扩 

展 引。 

2、建设开放性实验室，打造素质教育、创新 

教育新平台 

我国现代教育史上，存在 “以知识为中心的 

教育质量观”和 “以能力为中心的教育质量观”。 

历史已使我们日益认识到了 “应试教育”存在的 

问题，认识到了重视对学生综合素质、探究能力的 

培养，促使学生成为创新型人才的重要性。在巩固 

“三基”教育的基础上，开展自主创新实验教学， 

建设面向全校本科生的开放性实验室，以建立创新 

性人才培养及参加全国化学竞赛优秀人才训练的实 

验教学平台是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改革重要的内 

。 

突出 “三基”教学是一种传统的实验教学教 

学模式，存在实验原理讲解过细，步骤规定过死， 

对实验背景知识和相关应用讲解偏少，导致了实验 

以教师为中心，学员做什么，什么时间做，一旦确 

定就很难改变的局面。这种套餐式的统得过严过死 

的实验教学模式不注重激发学员的兴趣和创造欲等 

问题，无法满足和调动学员 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不 

利于发展个性，与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不相适应的， 

因而对学员没有吸引力。而先进的实验教学目的则 

要求在巩固 “三基”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对学 

员的信息获取和加工能力、实验设计能力、观察能 

力、分析和综合能力等的培养。为了克服这种实验 

教学模式的不足，我们应在巩固 “三基”的基础 

上，增加自主设计性实验教学内容。我们认为，只 

有在自主设计陛实验中，学员才能作为主体，在教 

员的引导下相对独立地提出问题、查阅资料、设计 

方案、完成实验、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达到培 

养兴趣、发展个性、提高素质的训练目的。而且， 

这种自主设计性的实验可以化学在军事方面的应用 

为背景，或军事生活中的某种化学问题为课题来设 

计实验，或结合当今我军武器装备中的问题，提出 
一 个实验课题，学员个体或自由组合，学员具体提 

出实验方案，在教员的指导下，在实验室提供的实 

验平台上，在一定的时间内，自主设计完成实验， 

达到学习、提高的教学目的。 

3、建立虚拟化学实验室，突出军校特色实验 

教学 

在 “十一五”期间，对于虚拟化学实验室的 

建设，我们已做了一些工作，但很不够，远不能满 

足实验的教学要求。我们应进一步建设、完善以 

wWW—CAI远程教学为主的现代化教学手段，建 

立虚拟大学化学实验室平台，以开展网上模拟实验 

教学活动： 

A．将基本实验内容制成课件供学员实验前预 

习。学员可通过交互操作进行自学、复习、与教师 

互动学习，超越时空主动地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做 

到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提高实验教学质量。 

B．将与军事斗争密切相关的、不能在实验室 

进行的实验得以进行。例如， “三防”(防化、防 

核、防生物战剂)教育对于一个军人学员来说是 

必须的。但限于试验条件，我们不可能在我们实验 

室开设 “三防”的实验内容。因此我们可以建立 

“三防”教育模拟实验室。学员可以在 “三防模拟 

实验室”自学、进行 “三防”的模拟实验，完成 

“三防”的基础训练，完成在实验室不能完成的实 

验教学任务，以满足我校合训学员的特殊要求，突 

出我校的特色。在网上建设 “三防教育模拟实验 

室”的思想已得到防化学院、防化研究院有关领 

导和专家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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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利用实验技能与创新竞赛促进实验教学 

近十几年来，国内众多的知名高校在校内都开 

展了化学实验竞赛活动。国内举办了多种形式的化 

学知识竞赛，湖南省也已举办了3届大学生化学实 

验技能竞赛。我们学校今年已成功举办 “学校第 
一 届大学生化学知识化学竞赛”，参加了 “湖南省 

第三届大学生化学实验技能竞赛”，并取得了优异 

成绩。这对于我们推进、深化实验教学改革，规范 

我们的教学，提高教员的教学水平，激发学员学习 

化学的兴趣，增强与国内同行的交流都是有意义 

的，今后我们应继续开展这一工作。 

(三)、重视实验教学队伍建设，加强实验教 

学队伍的管理 

目前我校的大学化学实验教学队伍已有较好基 

础，但还存在诸多问题。由于一些政策上或多或少 

地存在重科研轻教学、重课堂教学轻实验的现象， 

导致实验课程教学队伍存在人员不稳定的现象，应 

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尤其是现在非现役文职人员已 

成为实验教学队伍中一支重要力量，我们应完善管 

理制度。教学实践告诉我们，实验教学是一个专业 

性较强的教学形式，它与课堂理论教学同等重要， 

应受到同样的重视。一个好的实验指导教师不仅要 

教会学员规范操作，还要教会学员善于观察和发现 

问题，启迪学员的思维，激发学员的创新潜能。实 

验教学质量的高低取决于教员的能力、经验，更取 

决于教员对实验教学目的和意义的认识、积极性和 

责任心。因此，一是在政策导向上要重视实验教 

学，二是应加强对实验教师的管理与培训。要建设 

高水平的实验教师队伍，必须做到对教学和科研一 

视同仁，课堂教学和实验教学一视同仁。三是成立 

实验中心，负责实验室的日常管理和未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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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44页) 
一 个参数，一维； 

数轴上一个点的运动描述： 

位置 +速度，二个参数 二维? 

位置+方向+速度，三个参数_÷三维? 

平面上一个点的位置描述： 

两个参数，二维； 

空间上一个点的位置描述：⋯⋯ 

实际教学中也可以考虑利用当前学生对于互联 

网应用具有一定基础的实际，引入在信息检索领域 

中所面临的高维度问题，向学生简单地介绍互联网 

检索等实际应用中典型的 “向量空间模型”，利用 
一 个简单的实例，通过对文本信息检索基础知识这 
一 实际背景的介绍引出高维向量的抽象问题，这样 

对于学生具有更加突出的吸引力，并且可以通过实 

际的例子加深学生对于抽象概念的理解。 

三、总结 

要提高线性代数课程的教学质量，必须在教学 

的各个环节进行精心的准备与设计。本文结合近年 

来在线性代数教学中的体会和针对部分问题的思 

考，在如何设计 “第一节课”上进行的探讨，主 

要讨论了第一节课的总体设计，并对线性代数学习 

入门阶段存在的两个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的教学内 

容进行探索，其目的是能够让学生在学习之始就能 

够对线性代数学习中的核心问题具有简单、直观的 

了解，并且在课程之初就为后续教学中的师生交流 

研讨、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等各个方面打下 

较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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