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邵艳秋,博士,教授,牡丹江师范学院化学化工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邮政编码: 157012

基金项目:牡丹江师范学院教育教学改革工程一般项目 (项目编号: 09YY- 09293)

文章编号: 1672- 6758( 2010) 05- 0144- 2

能力培养视角下分析化学实验教学改革

邵艳秋 罗玉杰 廉 波 任玉兰 刘素娟
摘 要: 根据分析化学实验课的教学现状和存在问题, 提出从实验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方法及实验考

核等方面进行改革,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强化学生创新能力和实验动手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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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化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基础性学科, 有着极

为广泛的应用领域, 如生命科学研究、环境治理、能源与

材料、医学与食品检验、工业产品质量监控、毒品与法医

鉴定等, 几乎涉及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近几年, 社会对

分析化学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强, 对人才质量的要求也在

发生着变化, 越来越看重分析化学工作者的动手能力、综

合运用知识能力和实际解决问题能力等应用与实践能

力。而分析化学的实验教学是培养学生基本实践能力的

主要途径。分析化学实验教学应顺应实践领域的客观发

展, 加强对学生的实验基本技能、动手能力、综合运用知

识的能力和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培养。

传统分析化学的实验教学不论是在教学内容上, 抑

或是教学模式方法上, 都与分析化学实践领域的客观要

求有着相当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学理念上, 存在着  以教师为中心!、 以教材为

中心!的倾向。传统分析化学的实验内容往往是教材预

先设定好了的, 教学中也是以教师的活动为主,因而学生

极少拥有自己的思维空间和动手机会, 这对学生的动手

实践能力、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的培养是极为不利的。

2.教学内容上, 传统的分析化学的实验教学以重复

教学教材中现成的  经典!实验的验证性实验为主, 缺少

开放性、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传统实验教学中, 实验的

条件、过程、对象、结论都是已知的和明确的, 学生只是照

猫画虎地操作而已, 缺乏热情和动机。

3.教学方法上, 以教师的讲授和演示为主,学生被动

地接受, 简单重复和模仿。

4. 教学过程上, 在规定的时间内整齐划一地进行实

验, 无法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要求; 过于重视操作的

细节, 而忽视操作技能的完整性, 不利于技能的熟练化。

5.教学评价上, 重理论而轻实践, 重结果而轻过程。

评价指标缺乏实用性, 没有起到引导学生能力发展的作

用。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 我们分析化学教改小组经过

细致的调研, 对分析化学实验教学进行了多种尝试性改

革,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改革实验教学的内容。

我们将实验项目分为三大类: 一是基础性实验; 二是

专业性实验; 三是综合性实验。同时,它们也是实验教学

的三个阶段。分析化学实验教学主要是要培养学生三项

实验技能, 即基础实验技能、专业实验技能和综合实验技

能。

首先, 合理优化实验项目,减少实验教学内容上的低

层次重复。由于各个课程都强调自身的完整性, 分析化

学与其它基础课、专业课在实验教学上多有交叉,特别是

分析化学与无机化学在基础性实验教学上有着很多类似

的项目, 多为验证性分析实验项目和定性实验项目, 内容

陈旧、单一。对此,我们大幅度减少验证性的基础实验项

目, 精选定量分析实验项目, 并将设计性、综合性实验项

目增加到一定的比例 ,尤其注意增加了能够体现现代分

析化学实验技术的实验项目。

其次, 注意选择与日常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实际问

题,结合到分析化学的实验教学中来,保持实验教学与实

践领域的沟通与联系, 体现应用性, 突出时代感。例如,

最早的分析化学实验的定性实验内容就占近三分之一学

时, 大多数离子鉴定的实验在无机化学实验中做过。我

们在实验教改过程中将这部分 20学时的实验内容划掉,

增添了很多应用性较强的实验内容。同时, 对定量分析

实验中的内容也进行了筛选, 开设一些与日常生活相关

的设计性实验, 如蔬菜中维生素 C含量的测定,鸡蛋壳中

碳酸钙及巨能钙中钙含量的测定、蜂蜜中金属离子含量

的测定等内容。

第三, 充分发挥现有仪器的使用率, 开好仪器分析实

验。当前实际应用领域中, 仪器分析使用广泛 ,许多重要

的分析化学课题都是由仪器分析完成的。会使用仪器进

行实验分析是高级分析实验技能。例如, 根据现在市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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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饮用水, 用原子吸收方法分光光度法测定水中微

量元素含量, 用气相色谱法分析白酒中的甲醇,荧光光度

法测定自来水中 C1离子含量等,这些实验都对学生动手

能力的培养起很大的作用。

第四, 结合教师的科研课题, 不断精选、优化、更新实

验教学内容, 及时反应本学科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 保持

实验教学的先进性、前沿性。如:牡丹江城市饮用水中金

属离子的测定和消毒副产物的研究。这是我们教师的科

研课题, 我们将课题内容分解几部分,然后让学生自行选

择, 自愿选做。

2.改革实验教学的模式与方法。

首先, 限制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以内容为中心的讲

授式教法, 加强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中心的探究式学

法。在以往教学中, 教师讲得过多, 要求过于严格和具

体, 实验的内容、条件、程序乃至结果都是事先规定和预

知的, 学生  照方抓药!, 机械操作, 毫无乐趣和动力。开

展开放性实验, 围绕问题开展研究性学习, 增强了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和责任感。

其次, 限制传统的师 ∀ 生单向传授教学模式, 加强现

代的师 ∀ 生、生 ∀ 生多向合作学习模式。现代心理学认

为, 学生从他的伙伴那里学习的更多、更快, 其中也包括

失败的经验。实验中, 鼓励学生相互沟通、协商与合作,

往往能取得超乎寻常的效果。在开放实验的条件下, 每

一个学生所面对的问题是相似的,又都是不一样的, 可以

相互帮助, 但很难抄袭实验结果。

第三, 限制传统的统一、集中的教学模式,加强针对

性、随机性教学模式。传统教学的问题就在于,教师讲解

的时候, 学生还没有真正开始进行实验或遇到问题, 所以

指导常常是无效的。教师的指导要  当其时!, 恰到好处。

教师紧紧跟随学生的实验过程, 随时进行有针对性的个

别指导。指导的内容以出现的问题来确定, 而不是依照

教材的逻辑顺序。

第四, 限制以知识传授为主的实验教学模式, 加强以

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实验教学模式。如, 我们在水的硬度

测定实验里, 让学生自己采集水样, 可以取泉水、矿泉水、

工厂排放废水, 然后到实验室进行前处理, 在让学生自己

配置 EDTA标准溶液进行测定, 让他们以环境工作者的

心态来进行实验, 大大调动了实验学习的主动性,增强了

教学的目的性。再如 ,我们以前的实验都是由教辅人员

将很多试剂配好, 如去离子水的测定中, 已经将阳离子和

阴离子树脂处理好, 学生上课时装柱后就实验 ,对树脂的

前处理不会, 这对他们能力培养是不利的, 我们将树脂的

前处理都交给学生, 让他们对这一实验内容有全面的了

解,离子交换分离实验的完整性得到充分体现 ,有利于提

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3.改革实验教学的评价方法。

一是全面考核。

采用多种测试的方法, 全面考核学生的各种实验技

能。如从考核的内容上设置了四个方面: ( 1)预习; ( 2 )

操作; ( 3)报告; ( 4)设计方案。从考核的结构上, 采用结

构分制, 分为平时考核成绩和期末考核成绩, 平时考核占

70% ,期末占 30%。

二是全程考核。

在整个教学期间 ,教师认真记录教学情况和学生的

学习表现, 随时对学生进行考核,并不断积累成绩。考核

涉及教学过程的各种环节, 特别是实验课上的技能考核,

作为重中之重。

三是动态考核。

对学生进行考核的标准和内容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对不同的学生, 在不同的情境下,考核的内容和标准应该

有所变化。不仅要看学生的实验是否成功, 也要看学生

遇到问题时的处理方式和效果。

总之, 分析化学实验教学改革的目的是提高教学质

量, 通过改革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改

革是一个不断完善的长期过程, 要边创新, 边实践, 边总

结, 逐渐构建一个合理优化的教学体系。我们要以实验

教学为切入点, 把提高实验教学质量作为一项课题深入

研究和总结,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从而提高

学生在实验中动脑动手能力, 培养有科学思维方法和创

新能力的高素质的人才。

Reform of Exper imental TeachingReform Under the Perspec tive of Capability Cultivation

Shao Y anqiu Luo Yujie L ian Bo Ren Yulan L iu Sujuan
Abstrac t: Th is paper made an analysis on the current teach ing situation and ex isting prob lem s of exper im ent chem istry

teach ing. It focuses on the reform of the exper im enta l teach ing contents, the teach ingm odes and me thods, and the experim ent

exam ina tion. The author be lieved these reform w ill improve the students 'learn ing in itiative, and streng then students 'innovation

consc iousness and practice ab 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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