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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机波谱分析课程教学的重点和难点是解析有机结构的谱图,而大班教学模式通常不能有效提

高学生的谱图解析能力。将有机波谱分析的理论内容知识点录制成5~10分钟的视频放在慕课平台

上,可以便于学生自主学习,教师也能针对重点和难点内容安排小班讨论。慕课和小班探讨的形式助力

大班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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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pectralanalysisoforganicstructureisthekeyanddifficultcontentoforganicchemistry.Nor-

mally,theteachingmodeoflargeclasscannoteffectivelyimprovethestudents'spectralanalysisability.

Werecordedvideoofthetheoreticalcontentoforganicspectrumanalysisfor5~10minutesandputiton

MOOCplatform.StudentscanlearnorganicstructurespectraanalysisindependentlyontheMOOCplat-

form,andthentakepartinsmallclassdiscussionforthekeyanddifficultcontent.MOOCandsmall-

classdiscussionhelplarge-classteachingandachievegoodteachingandlearning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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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波谱分析是相关学科研究生和本科生的

一门重要课程,是现代分析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学科间的相互渗透越来越深入,现代分析化

学已远远超出化学学科领域的范畴,与数学、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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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计算机科学及生物学等结合起来,逐渐发展成

为一门以多学科为基础的综合性学科。现代有机

波谱分析作为化学化工领域乃至生命科学和环境

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析手段,其重要性日益突显,掌

握有机波谱分析的基本原理和波谱解析的方法成

为相关领域工作者必备的能力。

在科研过程中,为了验证有机化合物结构是

否与预想的一致,研究人员必须将不同分析方法

获得的信息和数据,在相互补充和印证的基础上

进行综合分析。有机波谱分析课程能够帮助学生

了解紫外光谱、红外光谱、核磁共振波谱和质谱的

原理[1-2],掌握识别各类化合物谱图的能力。由于

该课程涉及的内容多、信息量大,且画图需要大量

的时间,因此传统的板书教学方式效果欠佳。多

媒体教学可以大大节省画图时间,但大班教室后

排的学生可能看不清谱图,因此教学效果也会受

到影响。另外,近几年基础课学时不断缩减,大多

高校过于注重课程内容更新、结构重组或先进理

念的应用,而忽略了如何去展开、实施和落实[3]。

一些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普遍反映看不懂谱

图,他们进行毕业设计或科研时,不能有效应对谱

图解析问题。鉴于此,我们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智

慧教学工具和小班讨论的优势,在有机波谱分析

课程中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见图1),以期提高

教学效果。

图1 有机波谱分析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

一、开展慕课教学,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传统的理论教学以教师、课堂和教材为中心,

采用大班授课方式,这样教师难以有效调动学生

的积极性,也不能掌握所有学生的学习情况。由

于内容多,部分难点知识不能被授课教师讲深讲

透。虽然教师会将授课PPT提前发给学生预习,

但效果不好。而慕课可以将学习延伸到课外[4],

增强教学的吸引力,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

性,而且有利于学生灵活安排学习时间,同时也可

以提高师生的互动效率。学生通过反复观看慕课

视频可以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牢固掌握所学内

容。因此,我们把课程内容的讲解录制成慕课,其

中“二维核磁共振谱”的内容由学校引进的留学回

国人才杨靓月教师用英文讲授。为了消除网络教

学难以完全满足教学需要、缺乏交流互动的弊端,

我们将传统授课与网上学习结合起来。值得注意

的是,慕课学习会带来教师不能准确了解学生学

习情况的问题,因此教师在线下教学中应重点关

注学生的学习状态。

二、利用雨课堂和学习通监控学生学习情况

大班授课不利于学生深入学习知识,因此教

师要对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了如指掌,才能做到

精准教学。

我们通过雨课堂和学习通等智慧工具,了解

每个学生对物质结构剖析的掌握情况,从而更好

地开展教学。雨课堂使智能手机成为学生提高学

习效率的有力工具[5]。清华大学于歆杰老师说,

雨课堂是传统大班课堂的“仪表”,它可以实时、客

观和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状态。

三、通过小班讨论提高学生的谱图解析能力

对未知有机物的剖析过程有如刑侦人员破案

的过程,适合每个学生都参与的教学方式便是小

班讨论。教师可以在课前把未知物的谱图发送给

学生,让他们提前思考未知物的多种剖析思路,从

而增强其灵活应用所学理论知识的能力。将课程

的难点和重点内容以小班讨论的形式来学习,不

仅可以增强师生的互动,而且有助于实现教学相

长。值得注意的是,讨论课应该有一定的难度,且

题目要提前一周告诉学生,不然讨论就会失去

意义。

有机波谱分析课程共16学时,其中线上学习

为8学时,线下教学为8学时。线下教学中,小班

讨论为4学时,班级人数以20~30人为宜,每个

学生的发言时间控制在3~4分钟;大班授课为4
学时,开课2学时,结课2学时。有机波谱分析涉

及多个学科的知识和概念,因此主讲老师应具备

深厚的科研功底,有针对性地讲授,以避免对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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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把握不当或理解不深刻而出现偏差。该课程

的主要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利用红外光谱、核磁

共振谱、紫外光谱和质谱鉴别已知或未知化合物

的能力。为此,学校可以开放波谱分析的大型仪

器,让学生测定未知化合物的谱图,然后通过分析

确定化合物的正确结构。

四、采用多元化的考核方式评价学习效果

课程考核是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依据。传统

的课程考核方式是考试,这种单一的考核方式难

以适应应用型和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多元化

的考核体系不仅是检验学生学习情况和教师教学

效果的有效方式,也是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和发展

能力的有效途径[6]。我们在调整授课时间的基础

上改变了考核方式,提高了过程性考核的占比,其

中慕课学习占50%,小班讨论占20%(交纸质讨

论题作业),课堂测试和结课综合谱图分析占

30%。在小班讨论环节,教师会利用雨课堂进行

随堂测试,测试题类型包括判断题和选择题。这

样的考核方式不仅可以杜绝学生平时不学习、考

前再突击的现象,而且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

解,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多元化的考核方式需要

花费教师大量的精力,因此本课程教学由2位教

师和1名研究生助教共同完成,以保证课程进入

良性循环的轨道。

表1列出了2016—2018级学生的有机波谱

分析课程教学模式及考核方式,表2给出了他们

在当年课程结课考试中的成绩。由表2可以看

出,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以后,学生的谱图解析能

力普遍得到了提高,尤其是2018年秋季学期采用

三种形式授课后,学生的成绩明显提高。

表1 有机结构波谱分析的教学模式及考核方式

年级 教学模式 结课成绩评定

2016 大班授课 开卷笔试(100%)

2017 大班授课+网络学习 开卷笔试(80%)+网络学习(20%,观看视频和作业)

2018 大班授课+网络学习+小班讨论
开卷笔试(50%)+网络学习(30%,

平台考试)+小班讨论(20%)

表2 有机结构波谱分析的笔试试题得分率

年级 客观题平均得分率 简单谱图解析平均得分率 综合谱图解析平均得分率

2016 81.5% 82.3% 71.4%

2017 80.7% 85.5% 75.8%

2018 85.6% 87.2% 82.8%

  大班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形成长期记忆。教

学中先让学生自学谱图分析,再在小班讨论课上

有的放矢地解析谱图,可以达到传统大班授课无

法企及的效果。实践表明,有机波谱分析课程混

合式教学的改革与实践能切实提高学生的识谱能

力和应用波谱技术进行谱图解析的能力。

(文字编辑:孙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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