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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分子化学实验是一门重要的基础实验课。针对传统化学实验课的诸多缺点和不足, 文章介绍了厦门大学对高分子

化学实验教学的探索和实践, 主要在增加趣味性实验、注重应用性实验、穿插探索性实验以及提倡微型化实验方面进行探

索。实践表明, 高分子化学实验教学的探索在激发学生兴趣, 提高学生的综合实验能力方面已经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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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in Polymer Chem istry Experiment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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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Po lym er chem istry expe rim en t is an im po rtant fundam ental exper im ent course A im ing at the de fects o f conventional chem is-

try exper im ent teach ing,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exp lo ra tion in po lym er chem istry exper im ent teaching in X iam en Un iv ers ity, inclu-

d ing the exploration in increasing interesting expe rim en ts, em phasizing applica tion-o riented exper im ents, interpene trating tr ia l exper-i

m ents and advoca ting m icrosca le expe rim en ts The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teach ing exp loration can stimu la te students lea rning interests

and im prove students ab ility in com prehensive experim 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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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高分子化学是厦门大学材料学院材料科学与工

程系高分子材料专业学生的核心基础课程, 它是一

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通过实验课的教学,

不仅能培养学生熟练的实验技能, 加深对高分子化

学基本理论和概念的理解, 还可逐渐培养学生观

察、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树立严谨的科学态

度, 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然而, 我

们发现在本科生教育中实验课比较 弱化 。老师

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帮助学生获取知识, 记住知识。

学生到大 4做毕业课题的时候, 问题也就暴露出

来: 实验操作不规范, 动手能力差, 实验意识也没

有体现出来。为了培养具有高素质、创新能力的人

才, 我们要强化高分子化学实验教学, 并不断深化

实验教学改革。围绕如何激发学生兴趣, 提高学生

的综合实验能力, 我们在高分子化学实验教学环节

上进行了增加趣味性实验、注重应用性实验、穿插

探索性实验以及提倡微型化实验方面进行了探索。

实践证明, 高分子化学实验教学的探索已经初见成

效, 有待进一步的摸索和完善。

2 增强趣味性实验

传统的实验教学课, 学生照方抓药, 做完了

事, 形成老师讲得累, 学生听得烦的恶性循环。究

其主要原因是教学内容僵化, 基本上都是验证性

的, 所有的内容在教材上都写好了, 学生的学习兴

趣不高。因此, 我们在现有的实验内容上进行了一

些调整和优化, 让实验内容有美感。例如, 在甲基

丙烯酸甲酯的本体聚合的实验中, 在实验前预先准

备一些干花、树叶等颜色艳丽且形状独特的标本。

实验中先进行预聚合, 观察反应的粘度变化至形成

粘稠薄浆, 此时给每位学生发干花或树叶放到模具

中, 然后倒入预聚合产物, 进行灌浆。待模具垂直

放置 10 m in赶出气泡, 然后将模口密封。随后,

将灌浆后的模具在 50 左右的烘箱中进行低温聚

合 12 h, 当模具内预聚物基本成为固体后再升温到

100 , 保持 2 h。经过脱模, 一个自制的小工艺品

就做出来了。通过实验, 学生们的热情也被调动起

来了, 有人还将自己的大头贴也嵌在了透明的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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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 (产物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的俗称 )中, 提高了

实验兴趣。同时, 学生也对操作过程中的一些科学

问题进行了探索和思考。如: 为什么有些有机玻璃

中有气泡, 这与灌浆中排气泡有关, 而且预聚物的

粘度越大排气泡越困难。又如: 聚合反应为什么采

用 A IBN为引发剂, 而未采用 BPO引发聚合, 原因

是 BPO引发得到的最终产品发黄, 而 A IBN的最终

产品则呈现无色透明状。诸如此类问题的提出和验

证, 显著提高了按照教科书上单纯制备有机玻璃体

的教学效果。

3 注重应用性实验

高分子化学实验为理论联系实际提供了最佳平

台, 尤其是开发一些联系生活实际的应用型实验,

也能与目前的高分子材料专业相结合, 突出材料的

有用性。学生不仅能亲自体验高分子化学实验的实

用价值, 还能强烈激发创造动机。在设计实验时,

我们充分考虑到这点。在双酚 A型低分子量环氧

树脂的制备实验中, 结合环氧树脂的优异粘结性

能, 补充了粘结实验。学生利用自己的劳动成果,

加上一定量的固化剂, 采用个人的独有 配方 粘

结木块。此外, 学生也发挥了自己的创意, 准备了

开胶的运动鞋、发夹, 用自制的胶水进行粘结, 数

天后检验粘结强度。虽然有些强度并不理想, 但学

生们都自信十足, 感觉自己能够学以致用, 将来要

用专业知识去开发新产品。另一个成功的例子, 在

醋酸乙烯酯乳液聚合中, 以往聚合反应做完后, 产

品白乳胶进行回收, 实验就结束了。我们在已有实

验的基础上, 准备了制乳胶漆的辅料如钛白粉和滑

石粉。学生按照一定的配方制备乳胶漆, 现场就兴

致勃勃地刷油漆了。应用型实验的开设, 也让学生

感受到由聚醋酸乙烯酯白乳胶到生活中的乳胶漆仅

一步之遥, 并且在这种轻松有趣的实验氛围中探索

科学问题, 开阔视野并丰富知识积累。

4 穿插探索性实验

现行课程中的实验主要是验证性实验, 是促进

学生形成化学概念、理解和巩固化学知识的一种手

段。验证性实验的特点为: 提出问题、化学假说、

实验验证、得出结论、理解应用。与验证性实验不

同, 探索性实验的特点为: 提出问题、引导探索、

评估交流、推广应用。从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角度

来看, 探索性实验具有显著的优越性。例如, 在做

苯乙烯的自由基悬浮聚合实验时, 传统的实验课是

老师将实验要用到什么试剂, 多少量, 以及实验的

操作步骤都告诉学生, 然后学生按照步骤依葫芦画

瓢做一遍, 作完后很多学生对于为什么要用引发

剂, 用什么引发剂诸如此类的问题仍旧感到茫然。

而在现有实验教学中穿插探索性实验取得的效果就

不一样。 ( 1) 提出问题。老师向学生呈现待探索

的实验问题: 用何种引发剂和何种分散剂。 ( 2)

引导探索。学生 2名 1组, 通过已掌握的知识做出

比较合理的实验设计假设, 提出实验方案, 在实验

课上进行实验探索, 根据实验现象, 对照假设分析

得出结论。 ( 3) 评估交流。在各小组做出实验结

论后, 各组认真总结探索过程, 通过小组间的交

流, 比较各组的探索过程和思维结论, 从中获取成

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然后老师对本次实验进行

总结和评价。 ( 4) 推广应用。老师把做得较好的

小组的经验进行推广。在实验教学的舞台上, 老师

由主角变成导演, 而学生则由观众变成了主角, 通

过实验探索, 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5 提倡微型化实验

传统的常量实验药品用量大导致教学经费投入

大, 资源利用率低, 环境污染严重等。相对于常量

实验, 小量、半微量实验对学生实验技能、实验的

准确性和精密度、学生自身综合能力都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李青山等人对微型高分子化学实验进行了

探索, 从多方面实例论证了其可行性, 并统计了节

省化学试剂、节省能源、节省仪器设备投资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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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但高分子化合物的特点是分子量大、粘

度高, 因此用普通微型化学实验所采用的搅拌器满

足不了高分子微型化学实验的要求, 针对高分子合

成的特点, 我们正在尝试研制微型可变速搅拌器,

解决在微型高分子化学实验中通常易出现的体系粘

度大、反应持续时间长并伴有大量放热等难题。由

于微型高分子化学实验的反应装置不同于常规装

置, 设计合理的微型装置是实施微型化实验的第一

步, 目前仍在探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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