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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联系实际 开展创新素质教育

—
《化工分离工程》 的教学体会

厦门大学化工系 李军 高浩其

化工分离过程在现代化学工业和相关工业领域中应用

广泛
,

也是近年来研究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
。

《化工分离

工程》 介绍化学工业中常用的分离过程 (特别是多组分精

馏
、

多组分吸收和萃取等 ) 的过程特点
、

数学模型和求解

过程
,

是化工类专业的基本课程
。

教学中教师应强调理论

联系实际
、

工程与工艺结合
,

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

学会针对工业实际正确选择分离过程及设备
。

笔者在教学中
,

结合科研工作及化工分离
_

〔程的发

展
,

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改革上作了
·

些探索
,

在培

养学生创新素质方面作了初步尝试
,

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

果
。

1 教学内容上强调方法学

《化工分离工程》 教学的二大内容是
: ( 1) 主要分离

方法的特性和设备
:
( 2) 主要的工程研究方法
,

如过程建

模和求解
。

最近 3一 4年间
,

有多种 《化工分离工程》 教学

用书出版
,

内容编排上不外两种形式
:

一是按分离方法顺

序介绍
。

一般均包括多组分精馏
、

特殊精馏
、

多组分吸收
、

萃取和吸附等内容
,

根据编者的研究方向有所侧重
,

有的

还简单介绍个别新型分离方法
。

此类教材工艺性较强
,

有

的是针对某一专业编写的
,

较少介绍各种分离过程的特色

和模拟方法的选用
。

二是按工程研究方法编排
。

此类教材

吸收了国外教材的内容安排特色
,

对介绍化学 〔程基本方

法的普遍性有好处
,

但对于尚无分离工程
一

般概念的本科

生来说
,

基础要求过高
。

几年来
,

笔者在讲授过程中
,

逐渐体会到两种教材的

优点和不足
,

并尝试二种方式的结合
,

在教学内容上作了

重新安排
:

按教学规律的发展
,

从基础
、

原理
、

特性到应

用及发展的顺序分章节
:

主要章节 (如多组分多级平衡分

离过程一章 ) 中逐个介绍分离方法 (如精馏
、

吸收和萃取

及新型分离方法 ) 的特性和应用
:

选择典型的分离方法展

开讲授化学工程研究方法及其进展
。

这样的安排结合了上

述二种教材编排方式的优点
,

思路简捷清楚
,

学生易于接

受
,

试行后学生反映良好
。

教学过程中教师特别强调方法学
。

既介绍平衡级建模

过程方法
,

也适当拓宽内容
,

介绍非平衡级的建模方法
。

平衡级方法中介绍简捷计算法
、

逐板计算法
、

严格计算法

和各种效率分析法
。

在模型求解方面除了介绍基本原理

外
,

着重讲解一些学生易于接受又常用的数值计算方法
,

诸如非线性方程求解的 N e wt on 法
、

割线法
,

解线性方程

组的 G au ss 消元法
、

追赶法
,

解非线性方程组的 N e wt on
-

N ap hs o n 法和最优化法
。

方法学的介绍有利于扩大学生知

识面
,

激发学生创新思维
,

启发学生举一反三
。

2 教学方式上理论联系实际
,

激发创新精神

课堂教学要强调理论联系实际
、

工业应用和工程方法

的结合
。

按教学计划
,

在本课程教学之前
,

学生己经过两

次实习
。

笔者也曾连续带队前往福建化纤化工厂实习
,

该

J一的有机分厂具备 了各种常规和特殊的分离过程 (如普通

精馏
、

特殊精馏
、

萃取等 ) 及其各种形式的分离设备
。

教

师对实习中接触到的分离过程结合分离原理进行详细剖

析
,

对课堂教学有很大帮助
。

反过来
,

课堂教学也加深了

同学们对实际过程的认识
,

并能举一反三
。

例如
,

理解为

什么分离甲醇和醋酸甲酷采用萃取精馏
,

而分离醋酸和丁

烯醛采用共沸精馏等
。

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力求把自己的科研工作内容带入课

堂
,

结合教材内容加以分析和发挥
,

这对大学毕业班的学

生很有吸引力
,

特别对报考研究生的同学更具有引导作

用
。

笔者曾对糠醛精制润滑油过程进行过工业过程应用和

理论建模的研究
,

用 a r o y d e n 修正的 N ewot
n 一N a ph s o n 法计

算得到结果
。

本课程以分离过程的分析
、

过程建模和求解

为中心
,

在讲解建模和计算方法时及时引入笔者的建模思

路和解法比较
,

使学生对算法的选择和应用有比较感性的

认识
。

其他分离技术的讲授发挥余地很大
,

笔者结合我系

教师的科研经历展开 (如吸附分离过程
、

膜过程和反应精

馏过程 )
,

以提高课堂教学的趣味性
。

实践证明这样做有

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

对学生的毕业论文也有帮助
。

分离过程及其研究方法的进展是启发学生创新精神的

最好切入点
,

又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内容之一
。

教师适时抓

住机会
,

不但介绍本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

将学生领到学

科的最前沿
,

而且用浅显易懂的语言介绍典型研究成果中

的创新点
,

分析创新思路
,

指出只要掌握基础和方法
,

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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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实验教学质量的几个环节

厦门大学化工系 陈学云 李薇

摘 要
:

加强实验室建设
,

提高实验教学是实验室工作的核心
.

本文从师资队伍
、

规范科学的管理

制度
、

灵活多变的启发式教学方法等方面 阐述如何提高实验教学质量的办法
。

关键词
:

实验教学 实验室管理 实验室建设

化工原理实验是为化工类专业学生开设的 门基础实

验课
,

其教学 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工程观点和分析问题
、

解决问题的能力
.

学生通过实践掌握各种化工单元操作方

法和实验技能
,

同时又可验证课堂中所学的理沦
,

这是为

把所学知识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
、

以更好指导实践
、

实

现认识过程再飞跃的重要环节
。

通过几年来的教学工作实

践
,

笔者认为重视实验室科学管理
、

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

以及坚持采取引导和启发式教学方法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和

科研水平以及培养合格的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1 建立一支高素质
、

稳定的师资队伍是提高教学质量的

重要条件

古人言
:

师者
,

传道授业解惑也
。

没有教师
,

教学无

从谈起
:

没有 一支过硬的师资队伍
,

也难以培养出合格的

人才
。

几年来
,

我们通过积极引进充实教师队伍
、

加强培

训观摩研究等措施不断提高教师整体素质水平
,

己初步形

成了一支较好的实验教学队伍
,

教研组三分之二的教师参

加 了实验课的教学工作
,

他们编写实验教材
,

制定教学计

划
,

探索教学方法
,

安装
、

调试及改进实验设备
,

促进实

验内容的更新和教学改革的进行
,

为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

作出了巨大的奉献
。

同时
,

我们还注重提高实验技术人员

的素质
,

从思想上
、

知识技术上
、

业务能力方面不断完善

发展
,

制定了实验技术人员培训计划
,

鼓励并支持实验技

术人员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进修学习
,

对于不同职称
、

层次的实验技术人员采取不同的措施来提高他们的业务水

平
:

对于助工和工程师
,

主要是在工作中提高
,

结合本人

的具体情况和工作要求有目的地学习与本学科相关的知

识
,

他们指导教学实验
,

必须在有经验的教师带领下
,

经

过一定时间的训练
,

并写出所做实验的报告
,

经试讲合格

后才能独立指导实验
。

这样做不仅提高了学习积极性
,

激

发了 L作热情
,

而
_

且有效地提高 了实验技术人员的素质和

工作水平
,

推动了实验室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

2 实行规范
、

科学的管理制度是提高实验教学质量的重

悉工业过程和改进的要求
,

创新的实现并非高不可攀
。

例

如
,

在讲授分离塔设备时
,

教师分析了从最开始的填料塔

到板式塔
、

又从板式塔到填料塔的发展过程
,

指出研制新

型塔板和填料的重要性
,

进而逐一比较各种新型塔板和填

料的特性和优点
。

追寻这些新型塔板和填料的发展
,

可 以

理出从基本原理出发开展创新研究和发明的思路
,

让学生

看到了创新在我们手中实现是可能的
。

特别当介绍到身边

教师在科研工作中的创新发现时
,

学生似有跃跃欲试的感

觉
。

3 教学体会

大学教学
,

特别是工科教学
,

不能受采用的教材的限

制
,

必须接触实践
,

了解发展
。

教师必须对教学所涉及到

的内容和发展比较了解
,

必须多接触工厂实际 ; 其次
,

教

师要善于总结自己和他人的研究结果
,

加以提高
,

有所创

新
。

实际上
,

教学过程成了教师再学习
、

再实践和再研究

的过程
。

造就精英人才是大学素质教育的 目标之 一 。

教师既要

为大多数学生提供基本素质教育
,

也应该发现和培养有强

烈创新意识的好苗子
。

我们鼓励学有余力的同学利用计算

机对具体工业过程进行模拟并编程上机运算
,

加深对所学

知识的认识
;

吸引学生查阅参考文献增加信息量
,

提高学

生学习主动性
;

教师与学生共同探讨毕业论文和教师科研

的选题及研究方法
,

提高学生讨论学术问题的兴趣
。

笔者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
,

试图探索出一条具有一定

特色的素质教育新路
,

现将这些初步的做法和体会与大家

共享
,

希望能共同研究教学规律
,

为更多更好地培养高质

量的创新人才而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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