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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化学》教学改革 

应处理的几个关系 

刘作华，张云怀，李泽全，张胜涛，陶长元 
(重庆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重庆 4O0D44) 

摘要：本文论述了《大学化学》课程教学改革的目的和意义，分析了当前《大学化学 程教学改革中教师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为 

深化教学改革，搞好课程建设，提高教学质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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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化学》、《高等数学》与《大学物理》同属于自然 

科学基础课，是培养大学生基本素质的课程，在本科教 

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重庆大学作为主持单位之 
一 参加了《高等教育面向2l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改革技术》0B—l5项“化学系列课程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非化学化工类专业)”的研究，并于 2OOO年 8月通过教 

育部委托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主持的鉴定。课 

题研究的核J 是面向2l世纪如何对学生 人数 占9O％以 

上的非化学化工类专业的大学生实施高等教育层次的 

化学教育。 

《大学化学》课程教学改革的目标是培养非化学化 

工类专业(本科)学生正确的科学观、社会观、价值观，使 

学生在接受 (学化学》课程教育后从中学化学水平提 

高到大学化学水平，并成为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具有开 

拓创新能力的人才[1]。《大学化学》课程的授课对象是 

非化学化工类专业学生，由于学生的学习基础不同、专 

业差异大，在进行课程教学改革中，我们必须处理好在 

教学中的几种关系。 
一

、知识讲授与能力培养的关系 

《大学化学》课程通过讲授化学反应的基本规律和 

物质结构，使学生了解当代化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框 

架。非化学化工类专业学生学习《大学化学》课程，是为 

今后进一步学习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打下基础。通过 

学化学》课程的学习，教师必须将知识讲授同学生能 

力的培养结合起来，澄清中学化学的一些不正确观念， 

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在电化学 

中，在不同的介质条件下，KMnO4氧化 Na2S03所得到的 

产物会不同。在中学，学生只是机械 }乙。教师在电化 

学部分的讲授中，教会学生从能斯特公式出发，分析不 

同介质条件对电极电势的影响，进而分析其它含氧酸及 

含氧酸盐在不同pH介质条件下电对的电极电势，让学 

生在公式的应用中学会分析问题，使学生从“学会”转变 

到“会学”。目前的教学中，教师在讲授的过程中重视知 

识的传授，忽视学生能力的培养。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 

互为因果。通过《大学化学》课程的学习，学生不仅学到 

有关化学的知识 ，更应该在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上有所 

提高。 

当然，知识讲授和能力培养的前提是处理好教师的 

教和学生的学的关系。与其它教学—样，教与学是相互 

依存，辨证统一的。就教的过程来说，教师起主导作用， 

教师是搞好教学的关键。但对每个学生来说，教师的教 

是外因，学生勤学、善学才是内因。只有教师的主导作 

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都充分发挥，才能产生最好的教学 

收益。要在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变“要 

我学”为“我要学”，同时强化教师的主导作用，将教与学 

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才是 学化学》课程教学改革 

的思路。 

二、课本知识与课外知识的关系 

《大等 撑 》对大学中的理工科学生来说是一门学 

习积极性不太高的课程。《大学化学》课在学生的心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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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如《大学英语》、《高等数学》重要；个别学院的教师 

给学生灌输一些对《大学化学》课的错误观点和偏见；学 

生的思维比较活跃，观念比较开放，他们对授课教师有 

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大学化学》课本上的每一个字学 

生都认识，他们不满足于书本上已有知识的讲授，早已 

厌倦照本宣科式的教学。学生希望教师以演讲式的口 

才介绍课本以外的知识，介绍本学科的最新进展以及在 

社会生产中的实际应用。 

在《大学化学》课程教学中，适当穿插化学史教 

育【2l。如在讲述热力学中介绍 Gibb8函数前，介绍 Gil)bs 

自 些学术成就和学术悲哀。告诉学生一些学术思想 

的同时，强调在当今历史条件下，应当加强学术交流，练 

好学术基本功，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服务人 

民，服务社会。在讲述电化学一章时，可以以法拉第和 

戴维的历史贡献和学术思想开始，让学生明白戴维一生 

的重要发现、对人类的贡献，特别是他最伟大的发现是 

发现了出身低微的法拉第。讲述法拉第的学术成长经 

历及学术思想，特别是法拉第淡薄名利 ，在学术上孜孜 

追求的精神。通过化学史的讲述，可以消除理论知识的 

枯燥乏味。此外，还有一些物质结构、晶体结构、分子结 

构等方面的化学史，在讲授有关章节的时候，教师有意 

识地穿插化学史，能在讲好课本知识的同时，介绍课外 

知识，丰富教学内容，也能提高学生的科技 文̂素质。 

另外，为提高教学效果，教师在讲授中有必要介绍 

现代化学的进展。书本知识是基础的理论知识。教师 

在把握教材内容的同时更应注意拓宽知识面，跟踪相关 

学科的进展，在讲授过程中，介绍相关内容的最新进展， 

将教材变厚。如在电化学一章中，介绍纳米材料在电极 

材料中的研究现状及新成果、讲述生物燃料电池的研究 

发展情况等，使学生认识到学科交叉的重要意义。当 

然，教师在教学中可以结合自己的科研工作情况，鼓励 

学生参加课外科技活动。教师在适当的章节可以布置 
一 些科技小论文题 目，让学生查阅资料，提高学生学习 

的主动性，刺激学生的求知欲望，提高教学效果。 

三、讲授与多媒体教学的关系 

近几年来，由于《大学化学》教学大纲的修订，课堂 

教学时数减少，与当代知识信息量迅速增加，大学化学 

课程内容的不断深化拓展和更新，教材知识量显著增加 

的矛盾日益显现。要少而精地讲好每一节课，迫使教师 

必需改变传统的粉笔加黑板的教学模式，采用先进的教 

学手段，拓展课堂的时间和空间，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 

质量。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为大学化学课程教学手段现 

代化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多媒体教学课件的出 

现，对于更新教学观念，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推动高等 

教育的现代化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重庆大学化学化 

工学院已相继研制出了《电化学原理和应用》、《原子结 

构和周期表》、《分子结构》、《晶体结构》的多媒体课件。 

每开发出一部分课件就在教学中应用，有的课件已连续 

使用数次，在应用过程中，效果良好。它增强了学生的 

学习兴趣、扩大了知识面、提高了学习效率。课件提供 

了当今化学发展和应用的丰富资料，如高能电池在手机 

中的应用、燃料电池在航天科技中的应用等等，富有时 

代特色，使学生开阔了视野，拓宽了思维，提高学习兴 

趣，培养了创造性，增强了进取意识和自信 L3J。 

但是，在实际教学中，我们也发现多媒体课件只能 

作为辅助教学手段，它绝不能完全取代教师的讲解和演 

示[引。《大学化学》课程教学仍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 

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不能用多媒体屏幕完全代替 

黑板，教师更不能坐在讲台前依赖课件的讲解。计算机 

辅助教学还只能是辅助手段。 

四、整体与个体的关系 

由于实行高考招生考试改革，有的学生在三年级没 

有开设化学课程。有的学生在中学没有接触核外电子 

的排布、电子云、周期律等。同一个班的学生可能出现 

化学水平差异大的现象，对同一个知识点的讲解，有的 

学生会有“吃不饱”的感觉，而有的学生感觉“吃不了”。 

对这些学生基础差异大而影响到教学的章节，教师要从 

整体上把握难度，兼顾个别学生的要求，因地制宜开展 

教学，如指定一些有难度差异的课外参考书让学生 自 

学，并结合课外答疑加以解决。 

总之，《大学化学》课程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充分调 

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和创造能力。教师还必须提高自身的素质，合理运用教 

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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