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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实验”精品课程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林  敏   阮永红   周金梅   张洪奎 

摘  要：“有机化学实验”精品课程建设是提高教学质量和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我们从更新教学理

念、优化课程内容、加强立体化教材建设和实验室建设、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和改革教学方法等方面对“有

机化学实验”精品课程的建设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 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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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是以实践为主的学科，而“有机化学实验”则是

一门重要的基础实验课，是我校化学、化工、材料、生命

科学等多种学科学生必修的主干课程之一。通过有机化学

实验教学，不仅能培养学生熟练的实验技能，加深对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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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良好的工作

习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1999 年，厦门

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启动本科基础化学实验教学改革，以素

质与创新精神培养为重点，以“以学生为本”的实验教学

理念为依据，对管理体制、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体系进行

全面的改革。实践证明，实验教学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

2005 年我院化学实验教学中心荣获教育部公布的化学类

第一批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称号。作为厦门大学国家

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一员，有机化学实验课程组每年承

担全校不同专业近千名学生的实验教学任务。本文结合我

校有机化学实验教学的具体情况，阐述了建设“有机化学

实验”精品课程的探索与实践。精品课程的建设必须要有

整体的、全局的观念和视野，应以现代教育思想为先导，

以建设相应层次的、具有较强针对性和适用性的优秀教材

为核心，以提高师资队伍素质为前提，以教学内容现代化

为基础，以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平台，以科学的管理体制

为保障，是集观念、师资、内容、技术、方法、制度于一

身的整体建设。所以我课程组建设“有机化学实验”精品

课程的目标是创建课程新体系、优化课程内容，创建高水

平的教学条件，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改进教学方法、提

升教学质量。 

一、创建课程新体系，优化课程内容 

根据有机化学实验课的大纲要求和教学目标，我们

对教材中的实验内容作了精心安排：基本操作训练→合

成实验→系列实验→专题实验。在实验一开始先安排三

个基本操作训练：蒸馏、重结晶及熔点测定。经过几次

训练之后，学生对有机化学实验仪器和实验技术有了一

定熟悉和了解，这时便转入合成实验，将其他基本操作

结合到合成实验中进行训练，如将分馏结合在乙酰苯胺

的制备中训练，水蒸气蒸馏结合在肉桂酸的制备中训练。

在加强基本操作训练的基础上，我们增加了多步骤合成

实验的分量，将原来分散的、单独的实验组合成相互联

系、前后呼应的系列实验，并且注意与理论课讲授的内

容相配合，同时兼顾有机反应类型及实验的基本操作。

这就要求学生从一个基本的原料出发，进行多步骤的合

成，每一步合成既是独立的一个实验，所得产品又是下

一步合成的原料，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系列实验的开设，

促使学生重视基本操作，认真对待实验的每一步骤，认

识到操作中的一步不慎都将直接影响到下一步的实验，

从而提高了学生对实验的兴趣，也便于教师评估学生的

实验技能。系列实验的优越性还在于将上一步的产物作

为下一实验的原料，这样既可缓解试剂供应紧张的矛盾，

节约经费开支，又能培养学生综合利用的思想。此外，

我们还开设了一些专题实验，不断补充新实验，使之与

教师的科研方向相联系。2008 年在化学系 2006 级开设

了研究型实验，由教师提供实验项目，学生根据所选的

课题进行文献调研、拟定实验方案。从设计实验方案，

到动手做实验，每一步都要动脑筋，都充满挑战。实验

中遇到的挫折，可以使学生体会到攀登科学高峰的艰辛，

更激发出强烈的求知欲和创造力， 终体验到解决问题

后的喜悦。由于实验时间相对自由，实验内涵丰富，学

生实验技能、设计能力、解决问题和分析问题的综合素

质可以得到全面提高。 
在新的教学体系的指导下，我们对课程内容进行相

应的整合、重组和优化，以适应 21 世纪人才培养的需求。

林 敏，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国家级化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基础化学实验课程组（二）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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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了像硝基苯等毒性较大、污染较严重、危害师生健

康的实验，增加了一些实验难度较大的反应系列及反应

类型。这些实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有机合成方法的进

展，促使学生总结、灵活运用前阶段所学到的知识与技

能。另外，将两个较短的实验安排在一天内进行，如乙

酰水杨酸的制备和甲基橙的制备一天完成；或在一个需

要较长反应时间的实验中交叉进行另一个实验，如从茶

叶中提取咖啡因的实验，利用反应时间长的特点，穿插

进行柱色谱的实验。这样既可避免单独的基本操作训练

占用大量实验学时，又能达到训练的目的，在不增加学

时的情况下，学生能得到更多的合成实验训练，并且缓

解了实验时数逐年减少的矛盾。近几年，有机化学课程

组教师还积极参与教学内容的改革，对一些实验结果较

差的实验进行条件优化，例如：安息香及阿司匹林合成

实验的改进，较大幅度地提高产率，既保证实验的教学

效果，又提高学生实验的积极性。除此之外，还开发出

近 20 个新实验，开设多个研究型课题供学生进行研究型

实验，发表了 20 余篇教学论文，并将其应用于基础教学

中。在基础实验教学中引入现代合成技术（微波辐射合

成技术和超声波技术）和现代分析手段（气相色谱仪、

红外光谱仪），既可节约实验课时，又可丰富实验内容，

促使学生拓宽视野，了解科技前沿。研究型实验教学创

造了一种满足学生渴望独立学习、独立实践的环境，激

发了学生强烈的求知欲，这是一条培养创新型、复合型

人才的新途径。 
我们采用“小量-半微量-微量”的教学模式，能对

学生的操作进行系统地训练，节约实验试剂，缩短实验

时间，增加训练内容，同时能满足“绿色化学”的要求，

减少对环境的污染。1991 年在国内率先将常量实验改

为小量实验，试剂用量为原教材中用量的 1/2～1/3。
1999 年在化学系基地班开设半微量、微量实验，试剂

用量为常规用量的十分之一至几十分之一。小量、半微

量、微量及多步骤合成实验的教学模式受到学生的普遍

欢迎与好评，学生反映说：“半微量、微量操作虽然难

度比常量操作大，但对提高自己的实验技术水平和认真

细致的工作作风是大有益处的；半微量、微量操作实验

仪器小，试剂用量少，实验的精度增加了，一点都马虎

不得，但只要你多动脑筋，严格按操作规程做，得到的

收获更大。” 

二、加强立体化教材建设和实验室建设，

创建高水平的教学条件 

1．立体化教材建设 

教材是教学内容的主要载体，教材建设是搞好教学

的基础。1991 年，我们出版了《实用有机化学实验》教

材，经 11 年全校各专业学生使用，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

果。随着有机化学实验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现代分析手

段在有机化学领域的进一步广泛应用，有机化学实验的

教学内容和手段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且由于人们绿色

化学意识的提高，该书已不能满足当前教学改革的需要。

为了适应当前教学改革的需要，我们在学校教材建设项

目的支持下，于 2003 年在原实验书的基础上，参考近年

来国内外出版的同类教材，在编排体系和实验内容上进

行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删除了部分毒性大、污染严重

的实验，增加了小量、半微量、微量及多步骤实验内容，

新编写了《小量、半微量、微量有机化学实验》教材，

这本教材于 2006 年入选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将由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教材的建设不仅仅局限于简单的一本教材的建设，

还需要着眼于整体，建立一个完整的系统。近几年来，

不断有年轻的新教师和大量的研究生参与有机实验的教

学工作。由于教学经验不足，加上本人所受的有机实验

技能训练也参差不齐，因此对有机化学实验任务与要求

的认识和理解也不同，特别对基本实验操作的规范要求

上不完全统一，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有机实验课的

教学水平，也制约了有机化学实验教学向更高水平发展。

为了统一要求、统一标准、规范基本操作，公平、公正

地评价学生的实验成绩，以及方便教师备课，我们编写

了《基础有机化学实验指导》讲义。配套的教师用的指

导书有利于教学内容系统化和实验操作规范化，提高实

验课的教学质量。 
为了适应教育技术的发展，我们不仅致力于纸质教材

的建设，还开发了相应的实验课程网站。课程网站是课堂

教学的延伸，在运用多媒体组合教学的同时，架设课程网

站是十分必要的。为配合多媒体授课，我们在学院网络上

架设了“有机化学实验课程网站”，完成了相关的 CAI 课

件及幻灯片，并将课程介绍、课程信息、教学大纲、任课

教师信息、补充习题、电子教案、学习指导、CAI 课件等

全部上网。本课程所建立的网络立体教学平台，为学生的

自主式学习和课后复习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实现了课后

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网上交流。 

2．实验室建设 

近几年来，为了改善学生的实验条件和环境，学校

给予大量的资金投入，为学生各配备了一套半微量和微

量合成仪，并新购置了一批较先进的实验仪器，为提高

实验教学水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加强了对学生掌握

和使用现代分析、测量仪器的训练。 
2004 年，学校又投入四百多万经费，对漳州校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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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进行全面装修，所用仪器设备均重新购置，学生实

验室面积已达 2 000 多平方米，可同时供 300 多名学生使

用。2007 年，还在每间实验室配备了多媒体设备，为全

面实施实验课程的多媒体教学提供了硬件条件。经过几年

的努力，目前实验室的软硬件设施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三、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建设是精品课程建设的坚实基础和核心，

只有建立一支精干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才能保证精品课

程的高水平。近年来，我们非常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

采用引进与培养相结合、学历培养与教学实践相结合、

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等多种方式，建立了一支年龄、职称、

学历结构合理的高素质教师队伍。目前有机化学实验课

程组共有 16 位教师，主要由中青年教师组成，其中教

授 3 人，副教授 8 人，讲师 3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 12
人；留学回国人员 6 人。教师队伍学缘分布宽泛，其中

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至少有一项在外校获得的有 13
人，占 81％；10 位教师曾到美国、法国、香港做访问

学者或攻读博士学位。多数教师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主

持和参与教学和科研项目 40 余项，公开发表的教学科

研论文过百篇，主编和参编的教材 2 部。新参加教学工

作的教师，均由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辅导，学

习优秀教师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经验，试讲合

格才能上岗，在优秀教师的传、帮、带下逐步走上主讲

岗位。本课程组还经常组织教学观摩和教学研讨活动，

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做示范教学、介绍经验、

交流采用现代教育技术教学心得。在近几年学校及学院

组织的青年教师教学技能比赛中，本课程组的青年教师

所讲授的实验课取得很好的成绩。 

四、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多媒体教学逐渐

走进教室，大屏幕投影和网络多媒体计算机等先进的教

学设备进入课堂，代替了黑板加粉笔的传统教学模式，

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效率与教学质量。从 2006 年开始在

2004 级试点采用多媒体授课，2007 年起所有有机化学实

验教学班全部采用多媒体授课。实验课前要求学生配合

网络课程先做好预习，写好预习报告。经过指导教师的

检查合格才能进实验室。实验课中教师采用计算机多媒

体来演示实验操作内容及注意事项。学生操作实验过程

中教师全程指导和当面答疑。在教学方法上，注重将系

统讲授与启发式教学相结合，教师讲解与学生讨论相结

合，学生自学与教师重点讲解相结合，理论教学与实验

教学相结合。在实验过程中不断引入新实验和新技术。

例如用微波辐射法合成苯氧乙酸，该方法比常规法节省

了 1.5 小时；2008 年又把超声波技术应用于 2-甲基-2-
己醇的制备实验中，解决了本实验引发较难的问题。这

样的教学方法使得教学多样化、形象化，达到了生动、

形象及规范化的教学效果，提高了教学质量。 

五、实践效果 

几年来的教学实践证明，我们所进行的实验教学

改革探索是成功的，这为有机化学实验精品课程的建

设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1994 年我们所承担

的有机化学实验课与理论课一起被评为校优秀主干课

程，并在“211”预审中获国家教委好评。2005 年有机

化学实验课被评为厦门大学精品课程，2008 年有机化

学实验课程获校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同时被评为

福建省精品课程。在参加的六届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

邀请赛中，我系“基地班”的同学共获得四届有机实

验个人一等奖，一届有机实验个人二等奖的好成绩。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成功举办 2004年全国第四届大

学生化学实验邀请赛（共有 32 所重点高校参加），本

课程组承担了有机化学实验部分的命题及实验工作，

受到其他兄弟院校的好评。  
[本文系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 J0630429 资助

项目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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