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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分子化学》课程教学的几点思考 
 

许一婷，戴李宗 

(厦门大学 材料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高分子化学是高分子材料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文章从几个方面对高分子化学课程教学进行初步探索，包

括选择教学重点、兴趣点，合理有效利用多媒体与双语教学方式、开展师生互动教学，完善配套的实验与生产实践等，

在教学的同时努力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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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lymer chemistry is a professional foundation course course for a professional student of polymer materials. In the paper, 

we discussed the teaching of “polymer chemistry” course from some aspects, including choosing teaching emphasis and interest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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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高分子科学与其他学科的广泛交叉渗透，高分子专业

本科教育体系正朝着培养整体素质高、具较强创新能力、能适

应新世纪科学技术发展需要的高分子专业人才的方向发展。在

高校的教学中，继续沿用传统的高子化学教学体系，很难适应

21世纪新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在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以提

高教学质量的大环境下，各相关高校积极尝试改革高分子专业

的教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满足社会需求[1-3]。厦门大学材

料科学与工程系的高分子材料专业是从经典理科专业暨化学

一级学科、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二级学科发展起来的，本文根据

工科学科的特点，结合高分子化学课程的教学体会，提出了《高

分子化学》教学改革的几点建议。 

1 重点讲解，重视知识的兴趣点 

教师在授课时要避免将教材内容“填鸭式”灌输给学生，应

有针对性、侧重点讲解，少讲精讲。如高分子的基础概念、自

由基聚合、聚合方法、自由基共聚、阴离子聚合、逐步聚合反

应等内容应重点讲解。而阳离子聚合、配位聚合、聚合物的化

学反应等可较简单介绍。而对于一些难点，要讲透，不能让学

生一知半觉。如乙烯聚合为什么需要高温高压条件，丙烯为什

么不能进行阳离子和自由基聚合，为什么在Zjegler-Natter引发

剂下能进行定向聚合等。 

为了提高学生对高分子化学课程的兴趣，我校对高分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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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改革和教材建设等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尝

试和努力。本系董炎明教授等编写的《高分子化学学习指导》、

《高分子科学教程》等著作中穿插了很多小知识、小故事[4]，

侧重于知识性和趣味性，深入浅出，调动了学生探知高分子知

识和应用领域的兴趣。同时在传统教材内容的基础上补充了许

多近年发展起来的前沿科学技术和研究方法，如超支化高分

子、纳米材料、生物材料、仿生高分子、光电磁活性高分子、

微乳液聚合、自组装等。作为教师平时多关注国内外重要期刊

上最新报道，在课堂上结合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或本系老师的研

究课题进行讲解与介绍，并推荐一些期刊、数据库和书籍给学

生，由他们根据自己兴趣自由的去学习，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和

知识结构，引导学生探索高分子化学领域。 

2 激情教学，加强师生互动教学 

教师既是课堂教学的导演，也是演员之一。教学中，教师

的人格魅力和富有激情的讲解，对学生的情绪感染与学习积极

性的调动是任何先进的电子媒体所不能替代的。教师讲课时，

语言要清晰流畅，多与学生眼神交流，善于运用手势，切忌一

直盯着课件或坐着讲课。老师一句由衷的表扬，一次宽容的微

笑都会给学生无穷的动力，使得他们在愉快的气氛中自觉地接

受知识，提高能力。 

同时在课堂上，合理安排课堂提问、练习、分组讨论等互

动式教学，加强“教”的力度的同时，调动学生“学”的主观

能动性。可将学生分成学习小组，布置题目，让学生通过文献

调研，撰写一篇小论文，并让学生制作幻灯片课堂讲解，教师

讲评。形成一种合作探究、自主学习的氛围；这样既对学生进

行基本科研训练，又培养学生的创新力与合作精神，教师也可

以从中获得新的知识。同济大学的王国建等[5]建立了“高分子

天地”网络论坛，进行远程的互动式课外辅导，给各地师生提

供交流平台，效果很好。 

3 合理有效利用多媒体 

多媒体教学近年来已得到广泛应用。高分子化学理论性

强，学生理解困难，在教学中适时恰当地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使抽象的教学内容具体化，清晰化，有效增强学生学习的趣味

性和感性认识。但是从这几年实践的情况看，学生普遍对多媒

体教学方式评价不高[6]。主要是因为教师在使用多媒体授课

时，多是只展示用PowerPoint制作的幻灯片，存在几个问题：

(1)讲课节奏快，教师忙于讲解，缺少与学生的交流，在没有

对充分预习的情况下学生很难跟上教师的思维节奏(目前能进

行课前预习的学生比例很低)，教学效果较差；(2)幻灯片内容

设计不当，简单照搬教材，文字过多，重点不突出；(3)完全

否定传统教学形式，缺乏适当的板书，如在讲授聚合机理时，

利用板书教学，能清楚的描绘出反应过程、电子转移过程、化

学健的破坏和产生过程，学生也比较容易接受。 

为此，首先要认识到多媒体只是一种教学形式，必须根据

实际教学情况灵活运用；其次在课件制作时，要使核心问题、关

键知识点凸显；另外多媒体教学不能局限于PowerPoint幻灯片一

种形式，应利用各种化学软件、网络资源和视频，生动展示各

种反应模型，特别是一些三维立体模型[7]，启发学生思考，激发

学习兴趣，形成课堂互动，加强学生对高分子化学的教学重点和

难点的掌握；并且逐渐建立网络教学平台，让多媒体为互动教学

服务。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多媒体教学评价体系，引导广大

教师正确认识和合理使用多媒体教学，不断提高多媒体教学质量。 

4 逐步渗透英语教学 

教育部在2001年提出的双语教学计划，要求各高校在三年

内开设5 %～10 %的双语课程。各高校也越来越认识到开展双

语教学的迫切性和重要性[8-9]。双语教学对于培养全面发展、具

有一定英文水平的大学生很有必要。上课时把新出现的专业词

汇和标题用英文书写，用英语制做课件，帮助学生多接触专业

英语词汇，对有能力的学生可让他们阅读原版高分子化学教

材。课外布置学生从国外英文期刊，如Macromolecules，

Polymer等经典高分子期刊查找、阅读与课堂讲授内容相关的

高分子合成反应体系。分析近年来厦门大学高分子材料专业本

科毕业生的去向，继续接受研究生教育或出国留学的学生占了50 

%强，通过这些训练，可使学生较早的接触英文专业词汇、专

业学术期刊和国际上高分子领域研究状况，更快更好地适应今

后的挑战。 

5 加强科学实验与生产实践教学环节  

在确立高分子化学作为高分子材料专业主干课程的同时，

我系配套了高分子化学实验、高分子加工工艺(理论课、实验)、

合成材料、高分子生产实习、高分子科学实践等教学环节。使

本科学生的学习从理性到感性、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多方位的理

解和贯通，达到了本科理论教学与科技实践的结合，提高了学

生的整体素质，这是符合高分子学科、高分子材料工业发展规

律的。厦门大学高分子材料专业在厦门翔鹭化纤、宏皓管业、

海堡橡胶等企业设立了实习基地，组织学生参观实习，这都是

很好的模式。厦门大学实行三学期制，在小学期以科研兴趣小

组的形式，开展一些在正常的教学过程中没有时间进行的一些

综合性和创新性的实验，例如给一个独立的应用型小课程，让

学生从高分子的合成、表征、成型加工、性能测试等整个过程

进行实验和评价，对高分子专业知识、技能有一系统的认识，

同时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动手能力和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不断完善教育教学内容与方法，是高分子化学课程改革的

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从事高分子教学的教师，我们将深入研究

与探索，总结经验，使高分子化学的教学不断适应新形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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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高分子专业领域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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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的生长，使晶粒细化，畸变成无定形、松散、软化易流动的

水渣。在药剂的特殊基团作用下，这些水渣受到胶体的保护，

使它不易沉积在炉管内的传热面上，可通过锅炉的正常定期排

污带走。 

2 SE-024 锅炉给水炉内水处理药剂的应用 

我厂锅炉给水水源来自西江支流，水质的悬浮物、胶体物

和硬度受季节变化影响较大，主要是非碱性的碳酸盐型水。我

厂是采用单级钠离子交换软化法处理后的水供锅炉使用。由于

给水水质受到近年来河水不同程度的污染及季节变化的影响，

操作控制稍有不当就会发生超标，甚至严重超标的现象。为了

确保我厂锅炉给水水质，采纳了锅炉炉内加药处理方案，采用

了 SE-024 炉内水处理药剂。在我厂两台 SHF-15 型，蒸发量

为 15 t/h，蒸汽压力 1.2 MPa 的沸腾炉轮换进行投加。 

应用 SE-024 的投药方法是：将药剂溶解后，利用位差连

续定量将药剂加入锅炉给水贮罐。由于我厂没有采用停炉清洗

后才加药，故初始投入药量较大，每天投加药量 80 公斤。在

此期间必须定时排污，每班不少于 3 次，并每次都要对排污水

进行取样分析。当炉水总溶解固形物﹤3000 mg/L 时，即可转

入正常投药量，每天加入 16 kg，加药期间炉水控制指标：总

碱度﹤12～14 mmol/L，氯离子﹤30 mg/L，总溶解固形物     

﹤3000 mg/L，pH=9～12。炉内水分析频率：每班 3 次。 

3 应用效果 

我厂在早期由于采用单级磺化煤处理锅炉给水，锅炉给水

指标不能保证，只好在锅炉给水贮罐加磷酸三钠作防垢剂，但加

药没有连续性，再加上两台锅炉有十多年没有进行过化学清洗，

锅炉汽包、对流管管内都结有 1～2 mm 厚的水垢，下降管有 

6～7 mm 厚的水垢，水垢的垢质致密坚硬。水垢的化学成分如下： 

SiO2 ： 19.36 %； SO3 ： 24.7 %；CaO2： 34.4 %；          

MgO：4.1 % ；P2O5：4.6 % ；Fe2O3：9.8 %。灼烧减量：2.8 %。 

从分析数据可知，我厂的水质水垢是以碳酸盐、硫酸盐和

硅酸盐为主的混合型水垢。由于垢质致密坚硬采用常规的机械

除垢和酸洗法收效甚微，采用 SE-024 炉内水处理药剂运行 3

个月后停炉检查，发现锅炉汽包、对流管的老垢已大部分脱落，

下降管的水垢厚度小于 2 mm，且垢质松软，用刷子即可将水

垢清除。在没有定量连续加入 SE-024 炉内水处理药剂前，每

年锅炉年检时，工人需用 3 天才能把锅炉汽泡的表面软泥垢清

洗干净，对流管和下降管内的水垢根本无法清除，只能将结垢

严重的管段拆除换上新管。加 SE-024 炉内水处理药剂后，只

用 2 个多小时便可完成锅炉清洗工作，经江门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年检合格通过。 

4 经济效益 

自从采用 SE-024 炉内水处理药剂后，我厂锅炉煤耗下降

了 9 %左右，年节省燃料煤约 700 t，节省钢材 3 t 左右，按目

前煤价 1000 元/t 计算，与水处理药剂费相抵，年节约 60 万元

左右，节省钢材费用 1.6 万元，其节能降支效益显著。 

5 结语 

目前国内锅炉给水炉内水处理剂有多种，在选择时，必须

根据给水的成分、锅炉的工作条件、产品对蒸汽汽质的要求等

进行全面的综合分析后，才能确定选用何种炉内水处理药剂。

炉内水处理药剂投入使用后，一定要有严格的操作管理和分析

监控，切实执行炉内水的指标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使炉内水

处理达到处理目的，收到更好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诸育得，SPC-502 缓蚀阻垢剂的研制及应用[M]．天津：工业水处理，

1992，1：16-18． 

 

(本文文献格式：容锡林．SE-024 锅炉内水处理药剂的应用

[J]．广东化工，2008，35(8)：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