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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设计性实验教学内容的选择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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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提高有机化学实验教学质量

,

提高学生的实验设计
、

知识的综合运用 和动手 实验操作能力
。

方

法 �
根据 目前的教学要求

,

选择适当的实验内容分三步实施
。

结果 �
在有机化学实验中开设 了两组设计性 实

验
。

结论 �
设计性实验可以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

积极性
、

独立性和创造性
,

是培养学生创造能力的有效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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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课程 由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组成
,

是

药学专业重要的主干基础课之一
。

有机化学是一 门

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

学好有机化学课程
,

对于学生扎

实掌握药学专业所需的基础理论
、

基本知识和技能
,

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均有着重要作用
。

特别是有机化学教学 中实验学时数 占总学 时数的

�� �
,

可见有机化学实验的重要性
。

� � � � 年 � 月在南京召开 的
“

高校实验教学改

革
”

学术研讨会上 明确指 出
�

把实验教学质量问题

作为衡量学校整体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 内容 �把对

学生能力培养的问题作为评价学校总体教育水平的

重要标准
。

正确认识实验教学对人才培养的作用
,

充分肯定实验教学在整个高等教育工作中的地位
,

将对提高学校培养人才的质量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

用
。

随着我校
“
� � �

”

工程建设的深人进行
,

人才培

养规格向宽 口径
、

厚基础
、

高素质
、

强能力转化
。

同

时
,

素质教育目前 已成为教育的主要 目标
。

但由于

有机化学总课时大量压缩
,

有机化学实验无论在教

学方法和实验内容设置上
,

都不太适合新形势 的要

求
。

老的有机实验教学方法是老师先布置预习
,

上

课时讲解实验目的和要求
、

分析实验原理和可能出

现的问题
,

学生提问讨论
,

最后学生进行操作实验
,

带教老师巡视指导
。

此方法虽然使学生的基本操作

得到训练
,

但是学生仅仅是完成实验内容
,

老师叫做

什么就做什么
,

叫怎么做就怎么做
,

使学员产生了思

维惰性
,

不会主动去思考和分析遇到的问题
,

这样使

得学生的创造性得不到发挥
,

这一弊病在毕业实习

中充分暴露 了出来
。

进行设计性实验
,

就是要打破现成的实验方案
,

在一些特定的要求和条件下 自行设计新的实验方案

和步骤
,

完成其实验要求
。

进行自主设计性合成实

验
,

完全由学员 自己去分析
、

思考和设计实验
,

最后

由老师归纳
、

分类
。

这样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

用
,

有利于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和创造性
、

创新意识
。

由于这种设计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

需要学生在

牢固掌握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 的前提下 富有创造

力
,

因此
,

以设计性实验为载体
,

是提高学生素质 和

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一条重要途径
。

� 设计性实验的开设时机

设计性实验要求同学必须具有一定的有机化学

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
。

没有必要 的理论和实验基

础
,

无从谈设计
。

因此
,

在设计性实验的开设时间上

必须仔细考虑
。

首先
,

要在学员掌握了大部分的基

本有机理论和有机反应类型后
。

其次
,

必须具有一

定的实验技能
,

熟悉有机实验的试剂
、

有机实验的基

本仪器和有机实验的基本操作
。

综上所述
,

我们把

设计性实验开设在学员学 习完梭酸衍生物这一章
。

因为
,

此时学员已学习了从基本的结构烷烃到较复

杂的梭酸衍生物
,

熟悉大部分类型有机化合物
,

也熟

悉了大部分的反应类型
。

同时
,

实验课也已经进行

了半学期
,

实验基本操作和合成实验经过反复练习

也已较熟练
,

具有一定的独立实验能力
。

此时开设

设计性实验
,

学员既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又有一定 的

实验能力
,

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

达

到设计性实验的 目的
。

� 设计性实验的内容选择

如何选择设计性实验的内容呢 � 首先
,

实验方

案要具有多样性与思维的广阔性
。

人类正步人信息

社会
,

各种信息的数量急剧增加
,

成分 日趋复杂
。

显

然
,

只有单通道的集中思维
,

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

展的要求
,

还需要有多通道 的发散思维与之协同互

补
。

所谓发散性思维
,

指的是一种沿着不同方向
、

不

同角度思考
,

从多方面寻求多样性结论的辐射型思

维方式
。

在有机化学实验中
,

即使实验 目的和要求

相同
,

但如果实验原理和实验方法不同
,

实验方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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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具有多样性
。

因此实验教学中
,

如能选择典型

的课题
�

通过多种实验方案的设计和实施
,

则可有效

地训练学生思维的广阔性
。

其次实验内容要简便可

行
。

有机化学实验多种多样
,

有各种反应类型
。

但

进行设计性实验时
,

除 了要考虑到实验方案的多样

性与思维的广阔性
,

同时又要考虑 目前的实验室条

件和学生的理论水平
,

在内容
、

方式
、

方法和探索的

程度等方面要符合学生的认识规律
、

知识基础和能

力水平
。

不能太难
,

超出学生的能力所及 �或过于简

单则学生
“

吃不饱
” 。

因此选择作为设计性实验的

内容
,

应当是学生能够根据 自己所学的有机化学知

识和技能
,

独立的或在教师的启发指导下
,

灵活并创

造性的对所提出的实验内容给出解决方案
。

它是进

行实验设计的关键一步
,

决定着实验能否顺利解决
。

这对学生和教师要求比较高
。

现在又提倡
“

绿色实

验
” ,

因此设计性实验要力求设计方法多样
、

包含知

识点多
、

操作方便
、

安全可靠
。

� 设计性实验的实施方法

根据以上要求
,

我们选择了对氨基苯甲酸二乙

氨基乙醇醋的制备�普鲁卡因 �和邻乙酞氧基苯甲

酸对乙酞氨基苯醋 �扑炎痛 �的制备
。

这两个实验

在实验内容设计上具有很大灵活性
,

可 以发挥学生

的创造性
。

根据对氨基苯甲酸二乙氨基乙醇酷的结

构
,

可以分析出大约有 �� 条合成路线
,

根据邻乙酞

氧基苯甲酸对乙酞氨基苯醋可以分析出约 � 种合成

方法
。

在实验方法上包括了多种反应类型和各种基

本操作
,

又符合现有的实验室条件
,

具有可行性
。

如

对氨基苯甲酸二乙氨基乙醇醋的制备
,

反应类型包

括硝化
、

氧化
、

还原
、

亲核取代
、

酞化等
。

在邻乙酞氧

基苯甲酸对 乙酞氨基苯醋 �扑炎痛 �的制备中
,

反应

类型包括硝化
、

还原和酞化等
。

每步反应的条件均

不是很苛刻
,

目前的学生实验条件是可 以进行的
。

在实验操作上
,

包括多种基本操作和实验方法
,

如常

压与减压蒸馏
、

回流
、

化合物的分离纯化等
。

同时
,

又要使用搅拌机等各种仪器
。

这两个实验的合成设

计可以多种多样
,

实验方法既简便易行
,

又包含了多

种反应类型和多种实验操作
,

而且普鲁卡因为广泛

应用的局麻药物
,

扑炎痛是由两种常用的解热镇痛

药物扑热息痛和阿司匹林组成的前药
,

必然能引起

广大学员的兴趣
,

因此很适合作为设计性实验
。

� 具体实施

有了以上的准备
,

我们根据学生的情况制定了

具体的实施方法
�

�
�

� 布置课题
,

查阅文献
,

设计 出合成路线 首先

将目标化合物对氨基苯甲酸二 乙氨基乙醇醋的制备

�普鲁卡因�和邻乙酞氧基苯甲酸对 乙酞氨基苯醋

�扑炎痛 �的制备布置给学生
,

要求学生查阅相关文

献
,

按照科研论文 的形式写 出设计报告
,

附参考文

献
。

虽一些文献的种类和查阅方法在以前实验中已

讲解
,

但由于学生是大学一年级新生
,

因此要设计上

述两个药物的合成路线
,

写出合理的合成方法
,

我们

又给学生进一步补充必要的文献知识如 �� 的利用

和检索
,

和科研论文的撰写方法
。

这样
,

使同学们初

步熟悉了如何检索和利用药学文献
,

了解 了开展科

研工作的的一般方法
。

只要利用课余时间
,

认真查

找文献
,

就能设计出较合理的合成路线
,

写出合格的

设计报告
。

�
�

� 课堂讨论
,

老师归纳总结 学员撰写出合成设

计报告后
,

首先由老师审阅
,

掌握每位同学提出的合

成设计方法
。

然后按照 同学们的设计合成方法分

组
,

边审核边讨论
。

老师提 出两种药物合成的关键

性问题
,

如普鲁卡因的合成中
,

是先将对硝基甲苯氧

化成对硝基苯甲酸
,

再还原为对氨基苯甲酸
,

还是先

将对硝基甲苯还原为对氨基甲苯
,

再氧化 �在对乙酞

氨酚的制备中
,

提出选用何种乙 酞化试剂和何种方

法
,

酚经基与氨基相 比哪个更易被氧化等问题
。

让

学生理解在进行合成时
,

选用合适试剂
、

合理操作的

重要性
。

从而达到检查 学员对所需 知识的掌握程

度
,

同时对于学员意见分歧较大的问题
,

以及能引导

学生深人思考的问题
,

让学员 自由辩论
、

分析
,

最后

由老师总结
,

指出实验设计中的不足和实验中关键

部分
。

这样在教师的指导下
,

学生充分了解 了所选

择合成方法的优缺点
。

�
�

� 实验研究
,

教师监督指导 通过前面的分组讨

论
,

最后 由学员写出最终详细的实验操作步骤
,

其内

容包括
�
试剂

、

仪器设备
、

实验原理
、

实验方法
、

实验

步骤
、

注意事项等
。

教师审核后就可以动手完成整

个实验
,

在实验过程 中为了保证人员
、

仪器设备的安

全
,

并及时纠正出现的错误
,

教师要进行监督与指

导
,

实验结束后写出详细的实验报告
。

� 设计实验的开设效果和体会

�
�

� 增 强接纳
、

学习新知识的能力 要独立
、

系统

地完成一项实验任务
,

必须主动地学习
、

思考
、

反复

地查阅相关文献
。

文献查阅是所有科研工作的基本

功
,

可以掌握最新的研究动态和方法
。

通过学生 自

己设计实验
,

可以学习到相关的新知识
,

熟悉使用各

种仪器设备
,

极大地提高了学生 自学能力
,

变被动学

习为主动学习
。

�
�

� 学会设计
、

组织实验与动手能力 在设计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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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时
,

要求学生必须进行反复认真地独立思考
,

大

胆进行科学的探索
,

敢想敢干
,

只要人身安全
,

设备

安全
,

只要实验室的硬件设备能够满足要求
,

就可鼓

励学生按 自己的设计方案做
,

鼓励每一位学生充分

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

独辟蹊径
。

通过设计性实验
,

能系统地培养学生科研工作能力
,

掌握科研工作从

立题到小结的初步方法
,

同时通过实验操作
,

提高学

生分析问题
、

解决问题和动手实验的能力
。

�
�

� 提高灵活运用知识及写作
、

语言表达能力 通

过设计性实验
,

让学生建立有机合成反应研究的基

本思想
,

发挥有机反应理论知识的指导作用
,

让理论

与实践结合
,

灵活地运用现有机理论为科学实验服

务
。

写论文也是科研工作的一部分
,

是总结
、

知识积

� �

累的过程
,

更是进行学术交流所必备的一种形式
。

做得好
,

还要能够生动
、

清楚
、

准确地把所做的工作

表达出来

总之
,

设计性实验对学生扎实掌握药学专业所

需的基础理论
、

基本知识和技能
,

培养创造性思维能

力和动手能力的培养有着非常明显的效果
,

是一种

富有活力的具有创新激情的实验教学
,

能够为学生

提供一个发挥 自主创造能力的天地
。

在这个天地

里
,

可以培养学生探索研究
“

未知
”

事物的性质
,

发

挥学生的主动性
、

积极性
、

独立性和创造性
,

使实验

教学过程变成学生发现信息
、

捕捉信息
、

加工信息
、

研究问题
、

增长知识的过程
,

是培养学生创造能力的

有效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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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探索现代教育技术与课堂教学较好的整合模式

·

方法 �
在 药物制剂工程学教学中对多

料
教学

实际应用 的探索
。

结果 � 阐述 了多媒体教学的优势
,

提 出 了存在的 问题和解决 的方法
。

结论
�
合理

、

适时应用

多媒体教学技术才能达到切实提高教学水平的 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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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制剂工程学》是我校药物制剂专业学生

的一门专业必修课
,

其主要教学内容与制剂生产实

践密切相关
,

并涉及大量制剂生产设备的相关知识
。

而学生对药物制剂生产实践缺乏感性认识
,

教师仅

用粉笔
、

黑板再加上大量的语言也依然让学生感到

这门课程抽象和枯燥
。

为提高教学质量
,

改善教学

效果
,

我们从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
、

以书本为中心的

教育方式转变为以学生学 习为 中心
、

以强化个体实

践为中心
、

以信息交流为中心的教育方式
,

变被动教

育为主动教育
。

《药物制剂工程学》多媒体教学将

计算机媒体�文字
、

图形
、

图像及处理等�与视频
、

音

频等多种信息媒体结合起来
,

将信息媒体多样性
、

集

成性和交互性应用于教学过程
,

充分发挥多媒体的

优势和特点
,

并 以其极大的表现力 和交互性使本课

程传统的教学方式
、

教学内容发生 了较大的变革
。

在《药物制剂工程学》的课堂教学取得良好的效果

同时我们也在不断的总结经验
,

希望能够进一步完

善现代教育的模式
,

切实提高教学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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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媒体辅助教学的优势

据有关调查资料表明人类获取信息 �� � 来 自

视觉
,

�� � 来 自听觉
,

�
�

� � 来 自嗅觉
,

触觉占 �
�

�

�
,

味觉 占 ��
。

可见视觉 效果和听觉效果对人类

获取信息起着决定性作用
。

与传统教学相 比
,

多媒

体教学传递信息的模式和承载内容的含量在视觉和

听觉上引发的差异是不言而喻 的
,

这也是多媒体教

学受到教师和学生欢迎的原因之一
。

在我们制作出版的《药物制剂工程学》多媒体

教材中富含有大量的图片
、

动画
、

视频
、

音频等多媒

体素材
,

我们用 图片表现制剂生产企业的厂区布局
、

车间设计
、

生产设备的整体结构和局部部件 �运用动

画演示制剂车间净化系统以及制剂生产设备的工作

原理 �利用视频和音频展示制剂生产工艺过程以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