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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大学化学教学改革，以及教改中基础知识教学与化学学科前沿知识传播关系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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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组织实施的<面向21世纪高等工程教育改革计划>是我国高 

等教育事业具有战略性的改革计划。作为 ∞一l5项“非化学化工专业化 

学系列课程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的主持学校之一， 

我们努力将教学改革构想贯穿于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建立全新的课程体 

系⋯，着力培养宽厚型、复合型、开放型和创新型优秀人才。几年的教改 

实践使我们深刻体会到，在学时紧张的情况下，正确处理好基础知识教 

学与化学前沿知识介绍的关系 ，是大学化学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当4~N-q：技术发展星加速度增长，并以相互渗透融合为特征，但本科生 

学习时间有限，在校期间只能为今后继续学习打基础。教学内容的改革 
一 定要有利于加强基础，有利于能力的培养，有利于了解科技发展趋势。 

所以，在教改中，我们始终坚持“强调基础、介绍新知”的原则，切实处理好 

教学内容深度和广度的关系。经过几年的实践，改革取得了令人满意的 

成果。从 1999级开始，大学化学已确定为重庆大学工科所有专业和部分 

理科、文科的重要必修课之一。 
一

、明确教学对象和目的。合理安排教学内窖 

大学化学是理工科大学生素质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高等层 

次大学化学教育的目标 、内容和基本要求应该从理工科大学生应具备的 

基本科学素养的高度来确定-2】。针对教育对象主要是非化工专业的理 

工科大学生 ，我们的教学 目的是通过化学反应的基本规律和物质结构的 

学习，使学生了解当代化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框架，能运用化学的理论、 

观点和方法审视公众关注的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新兴工程材料等社会 

热点论题。对工科专业 ，着重把化学的理论、方法与工程技术的观点结 

合起来，用化学的观点分析、认识工程技术中的相关问题。通过化学系 

列课程的教学活动，把培养学生的科学观、社会观、价值观结合起来 ，全 

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 ，培养出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具有开拓创新能力 

的),31-。为了实现这一 目标 ，课程改革 的基本思路：加强基础，注重素 

质 ，立足工程背景，关注社会 、生活热点，跟踪科技前沿，丰富时代气息-3】。 

因此 ，我们在原来的基础上，将大学化学教学的基本内容修订为：第一部 

分为基础部分。它由两大知识块组成 ：化学反应的基本规律、物质的结 

构与性质；第二部分为拓展部分。它是化学基本原理、知识的延伸、拓展 

和渗透 ，把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论题一 能源、环境、材料、生命等与化 

学结合起来研讨、审视，突出本课程的社会性、应用性；第三部分为实验 

部分。根据教学内容框架我们编写了<大学化学>教材，在编写过程中贯 

彻了“强调基础、介绍新知”的原则，注重处理好教材内容深度与广度的 

关系。该教材已于 1999年 8月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并被批准为 

“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2OOO年被评为重庆市优秀教材。 

大学化学是一门实验性学科 ，化学实验是化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虽然大学化学实验单独设课，但在实验教学内容上，我们根据大学 

化学教学基本内容框架的前两部分内容，以及本科生应该掌握的化学实 

验基本技能、基本方法 ，结合工程技术内容和专业特点来进行选择安排 ， 

同时也考虑了内容深度和广度的合理分配。除了基础实验外，我们还开 

设了：“空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金属与非金属电镀”、“电抛光”、“含铬 

废水的处理”和“化学耗氧量COD测定”等实验。其中部分实验要求学生 

自行设计、自拟实验方案。提高实验课程在培养学生分析、实践综合能力 

中的作用。 

二、结合教学内窖适时介绍反映化学学科前沿的新知识 

作为教学改革重要成果，<大学化学>既具有恰当的适应面，同时又 

尽量反映了化学学科的发展及前沿。但教材因受篇幅和出版周期的限 

制，难于充分介绍当今化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我们 

除注意讲清楚化学反应的基本规律和物质结构的基础知识 ，使学生了解 

当代化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框架，为他们今后的继续学习和深入钻研、 

探讨创造条件，同时还根据具体情况，适时地、恰当地介绍一些化学学科 

前沿的发展。 

在教改中。我们积极推进多媒体课件的研制与应用。利用多媒体课 

件的优势 ，不仅解决了内容多与时间少的矛盾，而且 ，课件强交互能力的 

特点活跃了教学气氛，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切实保证教学目的的实 

现，也为“强调基础、介绍新知”原则的贯彻提供了保障。目前，我们已相 

继研制出<电化学原理和应用>、<原子结构和周期表>、 ：结构>、<晶体 

结构>等一批多媒体课件。并在教学中进行应用，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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