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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传统《精细化学品化学》课程教学方法的弊端，结合当前学生学情的分析，从理论知识与生活实际

相结合、理论知识与实验课程相结合、理论知识与生产实例相结合、理论知识与科研实践相结合四方面

构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模式；同时创设形式多样的教学环境，例如实体教学、模拟学术会议、设立

微信公众号等，让学生“深度”参与教学；进一步深入推进课程教学改革，理论与实际深度交融。这种

全方位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课程教学创新，对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灵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

生产和科研的创新水平具有重要的助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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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of Fine Chemical Chemistry,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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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ed with the analysis of current students’ learning situation, a teaching model of combining the 
theory with practice was constructed from four aspects: combin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with 
daily life, combin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with experimental courses, combin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with production examples, and combin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with scientific re-
search practice. Meanwhile, a variety of teaching environments were created to integrat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such as object lesson, simulated academic conferences, WeChat public ac-
counts, etc., so that students can “deeply” participate in teaching. The reform of curriculum teach-
ing was promoted furtherly to deeply integrate theory with practice. This kind of all-round curri-
culum innovation combin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ability to flexibly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by using knowledge comprehensively and improving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in produc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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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精细化学品化学》是化学化工专业一门经典的专业课程。课程主要介绍精细化工和精细化学品的

特征，详细叙述日用化学品、造纸化学品、皮革化学品、食品添加剂、染料化学品、香料香精、胶黏剂、

涂料、信息化学品、石油化学品、农药化学品等各类精细化学品的化学结构特征、作用原理及应用特性，

同时对精细化学品的现时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做一定的描述。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了解精细化

工行业的基本内容，认识化学行业在国计民生的广泛应用，培养学生灵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1] [2]。目

前，传统《精细化学品化学》课程教学方法存在着许多的弊端，如何改善专业课的教学效果，使学生能

够真正掌握精细化学品的相关知识，做到真正的学以致用，一直是任课教师不断思考的问题。 

2. 传统教学模式和学情分析 

2.1. 传统教学模式 

传统的教学方法是以教师讲解为主，将这些精细化学品相关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全部在课堂上讲解

给学生，然后通过理论知识的考核来考察学生的能力，课程理论性较强，实际应用板块设置的偏少，导

致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足，课堂教学效果反响很差，学习无用论的思潮充斥。同时老师讲授、学生被动

接受的传统教学模式很难吸引学生的兴趣、调动学生获取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无法形成一个良好的

机制，迫使学生主动的去思考问题。 

2.2. 学情分析 

1) 学生学习兴趣不高。《精细化学品化学》理论性强，单靠课堂上的时间使学生完全理解、接受有

一定的难度。理工科学习相对深奥、枯燥，学生注意力集中时间较短，容易分神。学生课业负担较重，

加上有些同学学习态度不端正，学习目标不明确，枯燥的课程会很快让学生丧失学习兴趣。 
2) 学生实践效果差。专业课深度比较强，很多基础知识不扎实的同学，学习起来仍旧非常吃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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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理论知识没有一定程度的掌握，学生在实践教学过程只是简单充当“劳动力”的角色，实践教学效果也

无法提高。同时也丧失了学习该课程的兴趣，达不到学校该课程的目的。 
为了改善《精细化学品化学》的教学效果，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更好地培养出一批面向生

产和科研第一线需要的创新人才，教学改革创新势在必行[3] [4]。 

3. 理论与实际“四结合深交融”的教学创新 

针对传统《精细化学品化学》课程教学方法的弊端，结合当前学生学情的分析，本研究从理论知识与

生活实际相结合、理论知识与实验课程相结合、理论知识与生产实例相结合、理论知识与科研实践相结合

四方面构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模式；创设形式多样的教学环境，例如实体教学、模拟学术会议、设立

微信公众号等，让学生“深度”参与教学；深入推进课程教学改革，理论与实际深度交融。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eaching innovation of “four combination and deep integra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图 1. 理论与实际“四结合深交融”的教学创新 

3.1. 构建理论与实际“四结合”的教学模式 

《精细化学品化学》这门课程直接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具有非常强烈的实际应用价值和

亲身体验感受，因此具有较强的理论结合实际的学习体验和实际应用的价值，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

热情。本课程从理论知识与生活实际相结合、理论知识与实验课程相结合、理论知识与生产实例相结合、

理论知识与科研实践相结合四方面构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模式。 

3.1.1. 理论知识与生活实际相结合 
人们的衣、食、住、行、医疗药物和家庭用品等基本需要，无一不与精细化学品有关，只要细心观

察和留意，就能把日常生活用品和“精细化学品化学”这门课有机的结合起来。因此，根据本课程的特

点，在本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专门增设了多个实践型的课外作业，教师亲自调研或带领学生调查日用商

品的精细化学品成分，如化妆品、零食、药物等，然后在课堂上进行互相交流和讨论，或制作成短视频

互相交流。通过这些调研性质的课外作业的实施，学生们一方面更加明确了“精细化学品化学”这门课

的实际意义，提高了学生们的重视度，另一方面结合日常生活的例子，许多课本上繁琐复杂的原理，教

师讲解起来也不会那么的枯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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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理论知识与实验课程相结合 
实验对精细化学品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实验可使学生得到基本操作和基本技能的全面

训练，学会重要精细化学的制备方法，培养学生实际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养成良好的实验素

养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为以后进入化工行业的生产和科研打下扎实的基础[5] [6]。课程制定过程中，

充分结合专业的《有机化学实验》《无机合成实验》《有机合成实验》《专业实验》等实验课程，与在

具体的教学过程中，讲解实验相关的理论知识，教师本人也指导相关的实验课程，让学生真正掌握具体

的实践操作的目的和意义，而不是依葫芦画瓢，从而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3.1.3. 理论知识与生产实例相结合 
为了让同学们能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生产联系起来，在课堂上讲解某些精细化学品的性质时，通过

查阅文献、收集生产经验实践等方式，给学生补充相关的生产实例，详细介绍具体的生产知识诸如生产

设备、生产流程及生产中的注意事项等信息。让学生通过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生产过程相对照，提出

自己的感想和意见。例如：在讲解“香料香精”类这章时，举例说明了工业上提取具体天然香料的工艺

路线。这样让学生通过例子来更加形象地学习理论知识等，满足了 21 世纪新型复合型人才的需要[7]。 

3.1.4. 理论知识与科研实践结合 
将课程与本校教师和授课教师个人的科研项目相结合，吸收学生参与教师科研项目，或组织学生参

加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工作等，培养学生进行科学研究的初步能力，学有所长。通过这种选取科研课题

的方式，让学生参与一些设计性的实验，强化了能力的培养和素质的提高，掌握课本中的基本原理，又

提高了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科研工作能力。任课教师以自己的科研项目为基础，积极指导

本科生参加竞赛、科技创新、社会实践等活动，给学生创造更多的机会提升自身的创新创业水平。 

3.2. 创设形式多样的教学环境 

3.2.1. 实体教学 
根据课程内容创设实体教学环境，将讲课内容的实体带到课堂上举例，让理论知识与实例充分融合。

比如学习《日用品》这一章节中，让同学们自带日常所用的化妆品，在课堂上直接观察化妆品、闻化妆

品、分析化妆品，学习化妆品，学以致用，许多课本上繁琐复杂的原理和概念，学生学起来也不会那么

的枯燥了。学习《食品添加剂》这一章节，在课上给同学们分发“富含”食品添加剂的各种零食，让学

生一边吃食品添加剂一边学习食品添加剂(图 2)，寓教于乐，更加形象直观地了解食品添加剂。老师讲解 
 

 
Figure 2. A classroom scene where students learn about food additives 
图 2. 学生学习食品添加剂的课堂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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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食品添加剂的特征，就让同学们在课堂上查看零食的配料表，分析自己手中的零食中所含的食品添

加剂，结合教师所讲的知识要点和手中零食的特征，加深理解食品添加剂的性质和应用，现学现用，不

仅让学生更加深刻的掌握理解枯燥的知识点，也培养了学生应用知识的能力。 

3.2.2. 模拟学术会议 
创设模拟学术会议的教学环节，设置专题，让学术采用口头报告或墙报展示的方式来讲解精细化学

品，如图 3 所示。这种方式加深了学生学习深度，让学生不仅能听明白，进一步到分析明白，最后能够

讲讲明白，升华课程高度。让学生经历从使用精细化学品→学习精细化学品→分析精细化学品→调研精

细化学品→讲解精细化学品的学习过程。通过这些理论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学生可以更加明确“精细化

学品化学”这门课的实际意义，提高了学生们的重视度，学以致用，许多课本上繁琐复杂的原理和概念，

学生学起来也不会那么的枯燥了。通过不同形式的课堂教学环境的创设，提升学生课堂参与度、引发学

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分析问题、灵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Figure 3. Oral presentation and poster presentation 
图 3. 口头报告和墙报展示 

 

 
Figure 4. Some articles in WeChat public number 
图 4. 微信公众号中的部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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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课程微信公众号 
课程建立了专门的微信公众号，定期在公众号推送学生的优秀作品文章(图 4)，给优秀的学生一个展

示的平台，也让同学们经过短暂的 32 学时的课堂学习后，还可以继续通过这些平台继续了解精细化学品

的相关信息，甚至也可以继续投稿发表新的内容。这样同学们对这门课的学习就不会只限于学校的学习，

甚至毕业之后都可以通过平台的推送进行学习，从而做到真正的终身学习。另一方面，公众号的建立，

也可以吸引其它读者的关注，让学生的工作真正发挥到作用，让学习和科研与人民大众的需求紧密结合，

满足科普的需要，发挥大学的职能和“正能量”指引作用。 

3.3. 深入推进课程教学改革 

3.3.1. 重构课程内容，增大课程的普适性，拓展课程的应用性和知识面的宽度 
兴趣导向的学习方式，才能让学生产生学习内驱力，从而自发地解决学习中的各种问题，从而形成

良性循环。精细化学品直接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具有非常强烈的实际应用体验，能够充分调

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因此在新的课程标准制定中，教学内容应充分强调知识的应用，拓展知识面的宽度，

适应新形势、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对人才的需求标准。教学目标强调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灵活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为今后从事该领域的研究、生产、销售打下一定的理论基础。 
在 2016 版大纲中，该课程原名为《精细化学品合成》，是应用化学专业精细有机课组方向的专业主

干课程。在 2020 版新大纲中，该课程更名为《精细化学品化学》，设置为跨专业选修课程，适用于全校

所有专业本科生。降低课程的专业深度和难度，服务于全校所有专业，让学生们充分了解日常生活中的

化学，改善化学在人们心目中印象，充分体现理论知识联系日常实践的教学思路，让学生真正做到“学

以致用”。同时跨专业课程的设置，可以让不同专业之间的同学进行相互交流，实现学科的交叉和知识

交汇贯通，扩大同学们的视野，充分发挥中国矿业大学综合类大学的优势，让学生们在知识的碰撞中，

产生更多的灵感的火花，服务于以后的学习、科研和工作。 

3.3.2. 挖掘课程思政要点，融入课程思政要素，润物细无声 
课程思政也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要阵地，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对教学内容进行了筛选，充分梳

理并发掘教学内容中合适的切入点，收集有关的代表性案例，必要时进行合理的加工雕琢，使之与专业

知识有很好地贴合度，从而在教学过程中能润物无声地开展课程思政，使学生自觉的接受教育，实现课

程思政教育的最终目标[8] [9]。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教会学生专业知识，还要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培养高尚的思想品德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潜移默

化地树立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学生关注社会、崇尚科学、热爱所学专业的意识，并肩负起

推动科学进步、保护和增进人类健康等神圣使命和社会责任，同时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作风，全面提高

学生素质，使其能够适应未来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3.3.3. 优化课程教学考核方式，做到从知识“输入”到“输出”的转变 
知识的学习一般经历三个过程：看明白、写出来、讲出来。理解了知识的内容就是看明白了，考试

能够答出来，就是可以写出来了，但是到第三个阶段“讲出来”，很多人做不到，也没有锻炼的机会，

也就无法真正做到知识的“输出”。该课程优化了课程教学考核方式，注重过程考核，主要采用口头专

题报告的方式考核。按照报告的形式和内容，综合评定打分。通过口头报告的练习，让学生掌握一些 PPT
制作的经验，提高口头表达的能力，在以后的学习工作实践中必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根据本课程的特点，在本课程的教学中，设置了两个实践的研讨口头报告的内容：第一，内容：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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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一种日用商品的成分(精细化学品)。第二，查文献介绍一类精细化学品。要求学生到图书馆查资料，到

商店、网店调查商品，广泛阅读课外报刊、书籍，与教师共同商讨定出题目，筛选内容，进行综合整理。

然后制成 PPT，在课堂上进行互相交流和讨论，集思广益。学生既可以互相了解到很多新的知识，开阔

了视野，同时也充分认识到该课程的重要性，把学习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紧密结合，真正做到应用，也真

正深入地参与到课堂中来。 

4. 课堂教学实例分析 

以该课程的第 3 章《日用化学品》中的一节课“化妆品的成分”为例，分析一下以上教学创新在实

际教学过程中的应用。本次课的教学目标为：了解化妆品中的成分，认识化学本质，学会分析化学结构

和作用。教学过程流程图如图 5 所示，具体过程如下。 
 

 
Figure 5. Flowchart of teaching process 
图 5. 教学过程流程图 
 

1) 首先复习前次课的内容，解析前次课的课后作业：结合某款洗洁精的广告语的社会案例，通过分

析各化学成分的作用，给出其标榜“不伤手”的主要原因。此环节引导学生认识到学会分析化学成分的

意义，也引出此次课程的重要性，引起学生兴趣。同时此段课程设置结合生活案例分析，融入了课程思

政元素，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灵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强调学以致用。 
2) 再列出本节教学内容，帮学生理清知识体系脉络和学习的重点与难点，让学生思路清晰。接着让

学生们互相展示所带化妆品，做好边学边分析的准备。采用实体教学的方式，理论教学与课堂实体举例

相结合，从而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3) 然后是本次课的主体部分，教师讲解化妆品的化学成分知识要点，同时设置七次课堂讨论环节，

让学生分析自己的化妆品实例，加深理解知识点，同学可以相互讨论，发送答案到雨课堂中。教师充分

与学生互动，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习的兴趣，提升学生的学习参与度。不仅让学生更加深刻

的掌握理解枯燥的知识点，也培养了学生学以致用的良好学习习惯。 
4) 之后总结本节教学内容，并布置实践作业：分析总结所带化妆品中成分的特性等。让学生通过网

络、图书馆数据库等手段调研化妆品中每一项成分的名称、结构、来源、性质、用途特征等。通过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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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性质的作业的实施，帮助学生整理本节课的知识点，进行分类、归纳、对比，进一步加深理解，更

加深入地明确“精细化学品化学”这门课的实际意义。 
5) 最后设置模拟学术会议的教学环节，让学生采用口头报告或墙报展示的方式来讲解化妆品，加深

学生学习深度，让学生不仅能听明白，进一步到分析明白，最后能够讲明白。充分利用学习的三个阶段，

做到从知识的“输入”到“输出”的转变，同时也升华课程的高度，让学生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5. 结语 

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模式的构建，多样化教学环境的创设，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不断丰富了

课堂教学内涵，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取得较好的成果。每年选修的人数逐年增多，说明大家也对这种

上课方式喜闻乐见。学生课堂的积极参与度明显增加，学生的考核成绩也逐年提高。学生对教师的教学

评价也有明显的提高，改革之后连续两期任课教师教学评价均为优秀。学生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本科生

发表 SCI 论文，在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上获奖人数逐年上升。任课教师获得多项讲课比赛奖项，

教学成果获得了广泛好评。因此，这种全方位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课程教学创新，对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

识灵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生产和科研的创新水平具有重要的助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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