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４２卷第２期
２０１９年６月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４２，Ｎｏ２
Ｊｕｎ２０１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３－０６

基金项目：江苏镇江 “金山英才”领军人才计划 （２０１７０９０５）；江苏句容 “福地英才”创新人才计划 （２０１６２５）

作者简介：韩国志 （１９７２－），男，江苏高邮人。南京工业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应用化学系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有机复合功能材料研究。

基于哲学思辨的大学有机化学教学策略研究

韩国志，邹　冲，关建宁
（南京工业大学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８００）

　　摘　要：有机化学是很多理工科院校的重要专业基础课程，也是内容比较丰富，较难掌握
的一门学科，对学生的专业发展与科研深造有着很大的影响。本文基于作者多年一线教学经验，

探讨了在有机化学教学过程中，强化哲学思辨，提升学生对有机化学内在规律与本源的理解，

激发学生的思考与兴趣，培养学生有机化学的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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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自然科学的发展日新

月异，同时固有的矛盾在逐渐显现。其中，在化

学学科中的表现尤其明显。化学一方面给我们的

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同时各个学科对化学都

很依赖。例如在医药与生物领域，化学提供了基

础的材料支撑。另一方面，化学的发展又带来了

很多的社会与环境问题。因此，全世界都在提倡

绿色化学的理念［１］。国家 “十三五”发展纲要中

也明确提出新材料与新能源。但新材料与新能源

的内核也离不开化学。因此，对于理工科院校的

化学课程教育，不仅是一门基础教学课程，还承

担着一份文明道义的培养，要为构建新时代的和

谐社会提供优秀的人才。

在理工科院校的四大基础化学课程中，有机

化学以其内容丰富繁杂而著称，是自然科学领域

发展最为蓬勃的学科。也是学生普遍反映较难掌

握的课程。再加上理工科院校普遍压缩课时的背

景，大学有机化学的课程教学面临很大的压力与

挑战。因此，对于大学有机化学课程而言，要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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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时代的发展，不断进行改革创新，才能提升教

学的质量与内涵［２－４］。笔者在二十年有机化学的教

学实践中，将哲学理念引入课堂教学，提升学生

对有机化学精神内核的理解，形成自主学习的能

力，学生的学习质量与兴趣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本文结合笔者的教学经验，详细阐述了基于哲学

思辨的有机化学教学策略。

二、哲学思辨与有机化学教学

当今，有机化学发展迅速，理论与实践的研

究都非常活跃［５－８］，每年新的化合物与新的反应层

出不穷。更重要的是，有机化学与当前社会问题

紧密相关，例如转基因与生态环境。因此，在有

机化学的教学中，不仅要教给学生基础的知识，

更重要的是要激发学生的思考，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才能适应学科的发展，如果依靠单纯的

记忆，永远只能 “观疾于腠理”，不能深入理解科

学内涵，从而事倍而功半，也影响其他相关课程

的学习。另外，当前有机化学课程教学的另一个

任务是引导学生正确看待化学问题。在以后的生

活与实践中，能践行科学发展观，引领社会，成

为构建新时代和谐社会的创新人才。

化学起源于哲学［９－１０］。相对于无机化学，有

机化学形成系统学科比较迟。但对于有机化合物

的使用与有机过程的把握却可以追溯很久。ｏｒｇａｎｉｃ
本义是有生命力的意思，十九世纪初，西方主流

化学界普遍认为，有机化合物只能来源于动植物

体内，这种唯心生命力学说曾一度统治有机化学

理论，阻碍了有机化学的发展。直到德国化学家

维勒在实验室合成了尿素才开始开启有机化学发

展的新篇章。公元 １００年，东汉的蔡伦发明了造
纸，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无机与有机过程，没有

哲学思想的引领是很难想象的。中国古老文明中

的炼丹，就是起源于道家 “道生一，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万物”的哲学思想。因此，在化学的

发展过程中，哲学始终在引领方向。反过来，化

学的发展同样推动哲学的进步。例如有机分子的

手性与自然界中植物、飓风、星系的手性，验

证了大宇宙与小宇宙相似的思想。化学的发展，尤

其是有机化学的发展，充分体现了自然哲学思想。

三、树立 “变化”第一的哲学思想

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唯一方式［１１］。因此，在大

学化学教学中，要充分引导学生树立事物变化的

第一思想，抛弃固定程式，否则会陷入固定化的

泥淖，理解问题机械化。例如，在有机反应中，

亲电与亲核的本质是 “异性相吸”。除此之外，还

有 “同性相斥”，这样就理解了有机化学中很多顺

式加成与反式加成的问题，也理解了很多构型转

化的道理。

对于有机反应而言，其实类型并不多，无非

就是亲电亲核，自由基与周环反应。但是学生的

感受却是非常繁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有机

化合物的性质与其周围境紧密联系。相同的官能

团，在不同的化学环境中可能有着不同的反应特

征。因此，传统的记忆学习模式事倍功半。在实

际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在一定程度上 “俯视”化

学，重在掌握内在规律，才能做到以不变应万变。

在目前有机化学教材中，有很多经验性的规则，

例如马尔科夫尼科夫规则与查伊采夫规则。在笔

者的教学实践中，经常明确要求学生抛弃这些规

则。因为这些规则是经验主义的产物，有很大的

局限性，很多条件下是不成立的，同时很多情况

下无从判断。例如 ３，３，３－三氟丙烯的亲电加
成，或者２－甲基－４－乙基－３－溴己烷的消除反
应等。笔者常用武侠小说 《倚天屠龙记》中，张

三丰考察张无忌学习太极拳成果的方式来引领学

生思辨：关于招式你忘记了多少？当学生接受变

化的思想，很多问题的理解就顺理成章了，例如

在卤代烃的亲核取代反应中，双分子过程的亲核

试剂通常是从卤素背面进攻碳原子，但是在一定

催化剂作用下，亲核试剂也能直接进攻卤素原子，

导致的产物结构就会和经典反应不一样，如图１所
示［１２］。因此，在哲学思辨氛围中的有机教学中，

学生的学习能力慢慢就从 “一个反应”向 “一类

反应”，再到 “有机反应”的转变，跳出教材的制

约，形成自主学习的能力。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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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催化剂作用下的亲卤亲核取代

（一）量变到质变的思想

量变引起质变是哲学的第二基本定律，但不

是量变就能引起质变，而是量变发展到一定的程

度时，事物内部的主要矛盾运动形式可能发生改

变，进而才能引发质变。量变引起质变在化学反

应中的对应理论，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化学热力学

中对于化学反应能否进行的判据，即吉布斯函数

变小于零。而吉布斯函数变与物质的浓度、温度

直接相关。在有机反应中，量变引起质变的事例

比比皆是，例如硼氢化钠的还原性能，很多情况

下与浓度高低，与溶剂极性高低息息相关。因此，

要让学生在思想上明确这个基本原则，这样在实

践中，才能做到胸中有丘壑，对很多实验现象能

进行分析判断。而且，质变不仅可以完成量变，

而且为新的量变开辟道路，这就告诉我们，量变

引起的质变会带来新的反应机遇。

（二）对立统一的思想

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是

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指客观事物之间或事

物内部存在的既相互排斥、相互否定，又相互依

存、相互渗透的关系［１３］。有机化学中很多的内容

都体现了对立统一的思想。例如卤代烃的亲核取

代与消除反应，就是相生相克的过程，有取代就

有消除，有消除就有取代，如图２所示。这也是有
机反应比较复杂的原因之一。这种对立与统一是

可以随着客观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这种认知应

该贯彻到有机化学学习的始终。

很多的有机教材只是讲了基本的化学反应，

课堂教学也很难面面俱到。例如格式试剂与羰基

的反应，教材上只是讲了此类亲核加成的方向与

原理。但是，如果一个反应物中有两个羰基，例

如酮酯类化合物，在常温或者高温下，两个羰基

都可以与格式试剂反应，但是低温下，格式试剂

可以只与酮羰基反应。这也体现了有机化学中卤

－镁交换反应的意义。理解对立统一的思想，能
极大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图２　有机化学中的对立统一思想

（三）事物发展周期性的思想

无论是宏观物质世界的表现上，还是在微观

的科学研究中，都存在周期性的现象。例如化学

中的著名的 “化学振荡”现象［１４－１５］。化学振荡是

化学反应在远离平衡态的开放体系中，出现其反

应物与生成物的浓度均匀一致地随时间而来回振

荡的现象，属于非线性反应过程。反应进程中某

些成分的含量，会随时间忽高忽低地作周期性变

化，这称之为化学振荡或化学钟。许多与生命过

程会涉及一些有机化学物质如糖类、氨基酸、核

酸、脂类的化学振荡反应。同时化学振荡反应还

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研究领域，可以应用于药物检

测、环境污染、临床诊断等领域中。理解周期性

的哲学思想，有助于学生提升视野，提升化学认

识的新高度。

（四）普遍联系的思想

普遍联系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总特征。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没有孤立

存在的事物和现象，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现象、

过程彼此相互联系，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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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老子在 《道德经》里说： “治大国如烹小

鲜”。卢瑟福提出著名的原子结构模型，就是基于

“大宇宙与小宇宙相似”的哲学思想。日本首位诺

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回忆刚开始从事基本粒子

研究时，称自己的多项科学研究的灵感，来自庄

子哲学中的混沌理论。在有机化学的教学过程中，

如能旁征博引，跨学科类比，一定能加深学生的

印象与理解。例如，有机化学中关于碳正离子的

稳定性的判断，核心依据是电子的平均化。如果

用一个国家 “藏富于民”比较稳定，一个社会贫

富差距太大会有问题等方面进行类比，学生就能

很快理解并接受，并能自主抛弃程式化的 “叔碳

正离子＞仲碳正离子＞伯碳正离子”的概念。
（五）理论联系实际

化学是一门实践的科学， “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尤其对于有机化学而言，如果

只是表观了解一个有机反应方程式，从实践角度

而言，是一件危险的事情［１６］，比如丁基锂这类试

剂的使用。因此，有机化学教学，教师必须强调

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对于一个具体的有机反应

方程式而言，首先要引导学生形成先了解其中每

一个物质属性的良好习惯。要让学生意识到有机

过程的实现方式与反应物的性质息息相关。比如

格式试剂的制备，大多数教材中关于格式试剂的

制备通常选择绝对乙醚为溶剂。但实践中，制备

格式试剂所用溶剂应该根据卤代烃的特点去选择。

用乙醚做溶剂，很多格式反应是很难进行的。其

次，要让学生明白，从实践角度，对一个有机化

学反应而言，最困难的往往不是反应本身，而是

产物的分离与提取。产物分离与提取的方式对一

个有机合成的实用价值有很大的影响。在实践中，

一个有机过程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物的

分离。“掌握”一个有机反应与能 “实现”一个有

机化学反应还有遥远的距离。

四、结语

有机化学是一门深奥的学科，是目前大学化

学教学中学生普遍反映较难掌握的课程。而且，

化学目前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中心学科。因此，对

于有机化学教学策略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意义。目

前，有机化学理论还不能涵盖所有的有机化学问

题，在这种情况下，用哲学思想引领高校有机化

学教学是一个有效的策略。哲学思想与化学的联

系广泛而丰富，本文从作者实际教学工作经验，

探讨了几个具体案例，并不是非常全面，只是抛

砖引玉，为大学有机化学教学策略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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