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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科高职类专业基础

化学实验课程的改革与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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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方琼

(西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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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荣昌 4 0 2 4 6 0 )

【摘 要】分析了农科类高职专业基础化学实验存在的问题
,

提 出了改革课程体系
、

教学内容
、

教学方法

和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等措施
。

实践证 明
,

此改革取得 了较好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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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目前已成为我 国高等教育的

重要至田成部分
,

正处在生机勃勃的大力发展时期
,

如

何办出有特色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
,

为农村培养急

需的实用型
、

技能型的高级应用人才
,

以适应农村经

济集约化
、

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是高等农业

院校必须认真思考和加以解决的问题
。

我们在重庆

市
“

农林高职高专教育化学系列课程和教学内容改

革的研究与实践
”

课题的资助下
,

对农科类高职专业

基础化学实验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进行研究
,

对

基础化学实验课程改革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尝试
。

生对实验课没有兴趣
,

更谈不上各方面能力的培养
,

因此基础化学实验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综合改

革与整合迫在眉睫
。

另外
,

高职类学生实验动手能力

普遍较差
,

为此
,

我们必须重新设计与基础化学理论

相对独立的实验课程体系
,

优化
、

精选实验教学内

容
,

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

建立一套科学的评

价体系
,

达到真正高职教育的 目的
。

2 农科基础化学实验课程的改革与探

索
1 基础化学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高职教学的特点是强调基础理论以必须够用为

度
,

以应用为目的
,

以掌握概念
、

强化应用为重点
,

突

出在生产实践中有广泛应用价值的基础理论
、

基础

知识和基本技能
,

着眼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

在校

期间完成上岗前的实践技能训练
。

但目前农科类高

职专业基础化学理论课一般开设为无机及分析化学

和有机化学
,

各门课程的实验附属与理论
,

以开设验

证性和简单实验为主
,

缺少综合性
、

应用性实验
,

没

有形成具有高职特色的实验教学体系
。

很多院校高

职类专业的实验教学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应用性
,

而

且各实验之间互不联系
、

相互独立
,

难以进行系统训

练
,

这造成了实验仪器
、

药品利用率低
,

经费紧张
,

学

高等职业教育是培养具有较强的综合应用各种

知识和技能的应用型人才
,

它的培养形式和培养目

标与普通本科不同
,

应有其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
,

教

育教学内容和方法
,

成绩考核方法等
。

2
.

1 构建模块化实验课程体系

打破学科的系统性
,

建立以能力为中心的模块

化实验课程新体系
。

新的体系将基础化学实验分为

三个模块进行教学
。

模块 1为实验室基本实验技能

训练
,

主要有各类玻璃仪器的洗涤
、

干燥以及洗液的

配制
,

常用电器
、

酒精灯等的安全使用和正确操作
,

台称和电子天平的正确使用和维护
,

各种试剂的计

量和正确取用方法等
。

模块 2 为基本实验技术训练
,

主要有化合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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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技术如装置的连接
、

实验条件的控制等
,

化合

物的分离提纯技术如重结晶
、

萃取
、

蒸馏
、

柱色谱
、

薄层色谱等
,

化合物物理性质的测定技术如熔点
、

沸点等
,

定量分析技术如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标定
、

滴定操作练习
、

容量分析和常用的仪器分析等
,

取

消了验证性实验
。

模块 3 为应用与综合操作能力的训练
,

设计一

系列综合实验
,

从无机或有机化合物的制备
、

分离

提纯
、

物理性质的测定和含量分析等方面进行系统

的综合练习
。

在学时安排上
,

总学时为 70
,

模块 1 占基础化

学总学时约 10 %
,

模块 2 占 6 0 %
,

模块 3 占 3 0 %
,

这

样既达到基础扎实
、

广泛
,

又逐步加强了实验技能
。

2
.

2 精心设计实验内容

实验内容的确立是实验教学改革的关键
。

我们
“

以加强基础训练
,

注重能力培养
,

突出实用性
,

体

现高职专业特色
”

为原则
。

因此
,

在农科高职类专业

基础化学实验内容的选取上首先应根据需要掌握

的基本操作来选择实验
,

按照够用为度的要求掌握

实验的基本操作
。

其次
,

选取的实验内容应以应用

为目的
,

比如
: 生理盐水的配制

,

饲料添加剂含量的

测定
,

饲料中水份
、

盐份的测定
,

防霉剂富马酸二 甲

酷
、

解热镇痛药阿斯匹林的制备
,

茶叶中提取咖啡

碱等
。

把这些化学知识带到实际生活中去
,

把实际

问题带到实验课堂上
,

既能增加实验 内容 的趣味

性
,

又可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

第三
,

选取的实验内

容应突出专业特色
,

农业院校属于生物类院校
,

我

们应选取与体现生物学科相关的实验内容
,

如氨基

酸鳌合物的制备
,

利用葡萄糖
、

维生素 C 等的还原

性进行氧化还原滴定
,

利用脂肪酸的酸性进行酸碱

滴定
,

饲料中蛋 白质
、

粗脂肪含量的测定等
。

2
.

3 改革实验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在普通本科院校举办高职专业
,

许多教师对高

职类学生仍习惯于普通本科的教学模式
,

教学方法

不适应高职要求
,

因此
,

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实验教

学模式
,

采取灵活多样的实验教学手段
。

首先
,

作为

实验指导教师
,

要明确 自己的教学对象
、

教学 目标
,

高职类学生基础化学理论知识和实验动手能力都比

较差
,

我们针对生源结构特点
,

因材施教
,

在实验中

打破传统的老师讲实验原理
、

操作
,

然后演示
,

学生

按照老师的要求照单抓药
,

被动的接受知识
。

我们

在实践过程中探索老师与学生如何进行互动式探讨

学习
,

相互提出问题
、

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验中的问

题
,

活跃实验室气氛
,

提高学生的实验兴趣
,

学生 由

被动接受变为他所需
。

其次
,

充分应用各种电化教

学资源如幻灯片
、

实验教学录像和网络应用到实验

教学中
。

2
.

4 建立一套科学的考核办法

成绩是检验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依据
,

所以这

个成绩应该能全面
、

公正地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
。
`

对高职类专业我们确立 以
“

把考核重点放在技能上
,

考核重心放在平时整个教学过程中
”

的原则
,

达到以

考促学
,

以学促教的目的
。

实验成绩由基础实验阶

段
、

综合实验阶段和期末笔试三部分组成
,

分别占总

成绩的比例为 5 : 3 : 2
。

在基础实验技能和实验技术

阶段的成绩主要考察学生预习
、

回答问题
、

基本操

作
、

实验产品或原始数据
、

实验报告和数据处理等方

面
。

综合实验阶段重视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

主要

考察学生实验前期的准备
,

实验的综合设计能力
,

化

合物的制备
、

分离与提纯
、

分析检测技术等综合操作

能力
。

期末笔试内容包括化学实验有关知识
、

基本

操作
、

常用仪器与装置
、

所做实验的基本原理及注意

事项
、

有关知识与技能的综合运用等
,

题型有填空
、

选择
、

判断
、

简答
、

改错
、

实验方案设计等
。

通过近一学年的实验教学实践
,

加强了学生的

基本操作技术
,

提高了学生的实验兴趣
,

提高了独立

操作能力和学生的整体综合能力
,

为后续实验课程

打下 了良好基础
,

达到了高职教育教学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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