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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形势下，文章开展现代有机合成课程教学改革的初步探索。按照新的人才培养计划方案，重新编写

有机合成课程的教学大纲，改革不相适应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手段，充分发掘课程思政元素，并寓

于课堂教学中，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合格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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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situation, the teaching reform of modern organic synthesis course is preliminarily ex-
plored in this article. According to the new talent cultivation plan, the teaching syllabus of the or-
ganic synthesis course is rewritten, unsuitable teaching modes, methods and means are reforme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is course are fully excavated; they are incorporated into 
classroom teaching; teaching quality is continuously improved, and qualified talents are cultivated 
for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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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有机合成脱胎于有机化学，是利用化学方法将单质、简单的无机物或简单的有机物制备成复杂

的有机物的过程的一门学科[1]。它是一门最具创造性的学科。21 世纪的今天，人类已知的有机物超过 8000
万种，绝大多数有机物都是通过人工的方法合成出来的。随着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的迅速发展，以及人

们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环境、能源等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有机合成化学面临崭新的机遇。这种

来自交叉学科和社会需求所形成的巨大推动力，也对有机合成提出了巨大挑战，要求有机合成能“多、

快、好、省”地进行[2]。现代有机合成是我校化学专业的一门选修课，是面向师范生开始的一门专业课

程。我校是一所有 120 多年历史的地方性师范院校，化学专业主要是为粤东地区培养合格的中学化学教

师。但随着大学扩招，生育率的下降，中学教师岗位需求的锐减，非师毕业生也参与中学教师岗位的竞

争，导致师范生的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值此之际，全球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对高等教育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高校全面实施课堂教学“大思政”的战略[3] [4]。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的变化，我校提出

了向应用型大学转型发展的办学理念，增加新工科专业，继续擦亮“师范”这块金字招牌，突出“师范

性、创新性、效能性”，实施卓越师范教育，开展师范专业认证工作。因此，旧的人才培养计划方案已

经不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需求，需要重新修订，也决定了课程教学大纲需要重新编写，改革不相适应的

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手段。根据新的人才培养计划方案，我们围绕以下几方面对现代有机合成课程的

教学进行改革探索。 

2. 新编现代有机合成课程的教学大纲 

现代有机合成是我校面向师范生开设的一门选修课。按照“新师范”的办学理念，擦亮“师范”金

字招牌，突出“师范性、创新性、效能性”，实施卓越师范教育，按照师范专业的认证标准，制定了新

的人才培养计划方案。按照化学专业新的人才培养计划方案，我们重新编写了现代有机合成课程的教学

大纲。该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 掌握有机合成的重要反应、重要方法和试剂，以及有机合成策略、技巧

和有关理论；初步掌握设计复杂有机化合物合成路线的基本技能；了解有机合成领域的新成果和发展趋

势(支撑毕业要求 1，见表 1)。2. 掌握有机合成中正确的思维方法，培养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综合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支撑毕业要求 2，见表 2)。 
 

Table 1.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curriculum objectives and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of modern organic 
synthesis course 
表 1. 现代有机合成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指标点 权重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1 
 

1. 掌握有机合成的重要反应、重要方法和试剂，以及有机合成策略、

技巧和有关理论。2. 初步掌握设计复杂有机化合物合成路线的基本

技能。3. 了解有机合成领域的新成果和发展趋势。 
70%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2 掌握有机合成中正确的思维方法，培养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综

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0% 课程目标 2 

 
该课程教学大纲还规定了现代有机合成课程教学选用的教材，教学的内容和课程目标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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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和难点及课时安排。课程教学方法，各章节及知识单元的课程思政点、融入方式与方法以及预期教

学成效，教学评价和依据(见表 2)，成绩评定的方法和所占的比重，评分的标准，学生成绩的好坏与课程

目标的达成度。并根据教学大纲每年的执行情况，保持持续的改进。 
 

Table 2.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assessment contents and evaluation bases of modern organic synthesis course 
表 2. 现代有机合成课程教学目标、考核内容和评价依据 

课程教学目标 考核内容 评价依据 

课程目标 1 
1. 有机合成的重要反应、重要方法和试剂，以及有机合成策略、技巧和有关理论。

2. 设计复杂有机化合物合成路线的基本技能。3. 有机合成领域的新成果和发展

趋势。4. 做到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遇到疑难问题与教师交流。 

作业、考勤、 
课堂表现、考试 

课程目标 2 掌握有机合成中正确的思维方法，培养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综合分析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作业、考勤、 
课堂表现、考试 

3. 改革现代有机合成课程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手段 

传统的教学模式比较单一，教学方法和手段比较陈旧。主要是教师主讲，课堂教学采用“满堂

灌、填鸭式”，学生大多数情况下是被动地接受知识的传授，教学效果不佳。这些教学模式、教学

方法和手段已经不适应新的教学大纲的要求，迫切要求进行改革。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互

联网+”模式和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上的广泛应用，尤其是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 3 年里，推动了教学

模式的变革，促使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向多样化方向发展。随着教学视频制作技术的日益完善，

催生了线上教学模式的产生和快速的发展。强化了以学生为中心的自主学习模式，充分发挥教师的

主导作用。 
依托我校慕课·学习通的教学平台，开展现代有机合成课程的线上教学。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

预先制作好教学视频或“教学内容 PPT + 音频”课件，对复杂难懂的有机分子结构、构象、立体化学、

抽象的反应机理和有机合成路线设计采用 ChemOffice 作图软件进行制作，并转化为 3D 图像或制作成三

维动画。建立试题库，作业题库和其它资料库。制定课程的考核办法，学生课程成绩的组成、权重，注

重全过程性的考核。将教学大纲、教学日历、教案、章节 PPT 课件、教学内容视频、思考题和测试题上

传教学平台。课前预告，上课在线签到，向学生开放教学内容视频，并设定播放时间，监控学情。学生

根据视频中所提问题进行思考，从而提高学生对学习的主动性，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然后随机互动问

答，抢答，案例讨论，课堂测评，实时评估学生学习的情况，在线布置和批改作业等。课后，学生可以

继续观看教学内容视频，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记忆，达到巩固知识的目的。通过 QQ 群进行课后的

答疑辅导。 
后疫情时代，借鉴网上教学的优点，开展多种教学模式的探索。通过线上和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混合

式、翻转课堂等模式开展教学活动，将两者的优点尽可能的结合起来，采用启发式、参与式和案例研讨

式等教学方式，充分调动学生对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实现

了教与学的双赢。 

4. 发掘现代有机合成课程中的思政元素 

4.1. 利用现代有机合成的发展史及著名化学家的故事来发掘课程思政元素 

现代有机合成课程的绪论中介绍了有机合成发展的历史。有机合成是有机化学的中心，是有机化学

家改造世界、创造未来的最重要的手段，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领域。1828 年德国科学家维勒用无机物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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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酸加热合成了有机物尿素，随后醋酸、油脂和糖类等有机物也被人工合成了出来，最终导致统治化学

界半个多世纪的“生命力”学说被抛弃，从此有机化学进入了合成的时代，有机合成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这其中蕴含着科学家不盲从权威，不畏艰难的科学探索精神；以此同时，也说明了科学发展的道路从来

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充满了艰难曲折，但前途是光明的，这印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

思想。格氏试剂的发明人法国有机化学家维克多·格林尼亚从年轻时候的“浪荡公子”成长为诺贝尔化

学奖获得者的励志故事，能增强年轻人的自信心[5]。中国化学家黄鸣龙发明“黄鸣龙反应”的故事[6]，
以及被称为“三无”学者的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发现抗疟疾药物青蒿素和周维善课题组全合成青蒿素的

故事[7]，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贡献，有利于增强民族的自信心。 

4.2. 利用典型的有机合成案例来发掘课程思政元素 

一百多年来，有机合成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有机合成大师 Woodward 领导 100 多位合成化学家历时

11 年攻克了复杂生物分子维生素 B12的合成堡垒，被誉为有机合成领域的经典之作[8]；其一生奋斗的成

就，将有机合成作为一种艺术展现在世人面前。哈佛大学 Kishi 教授等历经 8 年完成了含有 64 个手性碳

中心的天然海葵毒素的全合成，使我们看到了有机合成所能达到的复杂、精细程度，被誉为攀登珠穆朗

玛峰式的成就[9]。Holton 和 Nicolaou 等对紫杉醇的全合成[10] [11] [12]，向世人呈现了有机合成由经典

的复杂分子的合成继续向高难度、高生物活性方向的发展，迎来了现代合成药物工业的发展。具有生物

活性的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的全合成，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贡献，使有机合成化学家看到了有机合成在

生命科学等大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无穷创造力和迷人的前景。这些案例昭示着科学研究道路的复杂性、艰

巨性和长期性，体现了创新、协作、求实的奉献精神。 

4.3. 利用有机合成路线设计来发掘课程思政元素 

有机合成路线设计是有机合成中的一项重要任务。逆向合成分析法是有机合成路线设计的最简单、

最基本的方法，它是由有机合成大师 Corey 在 1967 年首次提出来的，他使有机合成从艺术转变为科学，

是现代有机合成化学的最重要的基石，推动了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整个有机合成领域的蓬勃发展[13]。逆

向合成分析的基本思想是从分析目标分子的结构出发，合理地利用各种反应来进行逆向推理。也就是利

用实际化学反应的逆过程来实现各种官能团的转换、产生或消去，或者实现键的断裂或形成，从而得出

目标化合物的前体——一个或几个新的化合物结构。这项工作需要反复进行，一直到推出的化合物是指

定原料或易得的化工原料或天然原料为止。它涉及反应原料、反应步骤、反应条件、中间体选择、催化

剂选择等方面。通过合理的设计和策略选择，可以提高合成的效率和产物的纯度。这就需要设计者具有

较强的综合能力，其中包括熟练掌握有机化学的基本反应，对反应的运用及组合能力强，以及对化学品

市场有充分的了解等。这些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提高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通过顺向思维、逆向

思维、多向思维或逻辑思维，再经过演绎和归纳，辩证的分析、推理和综合而获得最佳的有机合成路线。

组合化学的诞生，成为有机合成化学领域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为了指导这一新的学科，Schreiber 提出

了纵向合成分析的概念，以补充逆向合成分析的不足[14]。这显示科学创新能力的重要性，表明科学的发

展永无止境。 

5. 总结 

我们按照新的人才培养计划方案，重新编写有机合成课程的教学大纲，改革不相适应的教学模式、

教学方法和手段，充分发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政资源，并融入课堂教学中，如盐化水，润物无声，不断提

高教学质量，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输送合格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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