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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微课作为一种新型授课方式$具有简短,高效,快捷等特点$在教育行业得到了广泛应用%本文就

目前化工原理课程教学方式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结合课程性质与微课特点$探讨了微课在化工原

理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笔者分别从化工原理课程微课设计与实施评价两方面分析了微课教学的优势及

其对化工原理课程教学改革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化工原理&微课&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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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原理课程是化工及相近专业的一门学位

课"主要是借助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知识"分

析和解决各种化工过程操作中的问题/#0!本课程

的教学定位是将学生培养成为具有化工工程设计

与工艺优化思路的工程师"其教学水平的高低决

定了化工及相近专业学生理论知识的掌握和工程

实践能力的培养!化工原理课程内容包含&三传

一反'"即动量传递$热量传递$质量传递和化学反

'&



应"根据工业应用又可以细分为若干个化工单元

操作"包括蒸馏$吸收$萃取$干燥$蒸发$结晶$吸

附$混合$膜分离等!这些单元操作可以解决各种

化工过程实现的原理$方法$可行性等方面的问

题/!0!如化工工业中要对湿产品进行干燥"这就

涉及化工原理课程中如何通过加热来脱除水分的

知识"中间需要计算热量传递了多少及物料经过

反应器传输过程中动量传递了多少及水分蒸发过

程中质量传递了多少!化工原理课程主要培养学

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包括工程

实践$设计计算的训练!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

应能够解决流体流动与输送$非均相分离$传热与

蒸发$精馏$气体吸收$液液萃取和干燥等单元操

作过程中的计算及工业设备选型等问题"同时为

学习后续化工专业课程做铺垫!

一#化工原理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目前"化工原理授课包括理论与实践两部

分/)0!在理论教学过程中"大部分教师以推导公

式为主"学生由于缺乏工程认识"很难理解其中的

含义"因此感到枯燥乏味!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学

生由于对理论缺乏深入的理解"很难将其应用到

实践中"最终导致学生对理论与实践的掌握都不

好!传统的教学模式不仅缺乏生动趣味性"还与

实际应用脱节"严重打击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最

终培养出来的学生缺乏应有的化工设计能力!另

外"目前很多高校化工专业的化工原理课程授课

教师都是刚获得博士学位甚至非化工专业毕业的

青年教师"他们中大多数人没有去过化工企业"对

化工生产过程了解甚少"工程实践能力不足"不能

将工程实践性教学理念应用于教学中"这进一步

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所以"传统的化工原

理课程教学方式急需改革!笔者结合自身教学经

验与微课特点"探讨了微课在化工原理课程教学

中的应用!

二#微课特点与应用

微课是微型视频网络课程的简称"最早由美

国的X6D9?3B:7=CB在!""$年提出"旨在以短时

间的教学视频为载体"针对某个知识点或者疑难

点"提炼出核心内容"达到短时间高效教学的目

的/'0!微课之所以应用广泛"主要归因于其主题

突出$简单高效等优点!随着教育的发展"微课已

经不仅仅局限于视频教学"还包括音频教学$素材

课件$教学设计与反思$教师点评$学生反馈等/(0!

基于教学方式"微课可以分为启发式$讲授式$表

演式$问答式等"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结合

所授课程"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授课!基于化工

原理课程特点"微课还可以分为音频式与动画式

两种形式/&0"教师可根据课程内容设计并制作这

两类微课!

三#化工原理微课设计

微课的核心在于其设计内容"优秀的微课需

要优秀的设计内容来支撑!授课教师需要根据授

课门类和学生基础"从教学大纲$教学内容等方面

进行微课内容设计!笔者讲授的化工原理课程共

##章"包括流体流动$流体输送机械$非均相物系

分离与固体流态化$传热$蒸发$蒸馏$气体吸收$

蒸馏和吸收塔设备$液5液萃取$固体物料的干燥

及其他分离过程等"其中前十章是中国大多数高

校化工专业教授的内容!考虑到微课是短时间高

效授课"所以"其主题应该与传统授课有所区别"

教师需凝练不同主题进行视频或者音频制作"包

括&重$难$疑$趣''个方面/*0!&重'指的是重点

内容"属于学生必须掌握的课程基础知识!如在

流体流动章节中"学生应该熟练掌握利用伯努利

方程对简单管路进行计算,在流体输送机械章节

中"学生应该熟练掌握管路特性曲线$离心泵功率

计算方法等,在机械分离章节中"学生应重点掌握

沉降与过滤基本原理与计算方法,在传热章节中"

学生应重点掌握传热速率方程与热负荷计算$平

均温差计算$传热面积计算$强化传热途径等,在

吸收章节中"学生应重点掌握吸收过程和传质速

率方程的基本计算,在精馏章节中"学生应重点掌

握简单精馏计算,在干燥章节中"学生应重点掌握

干燥操作的应用型计算!&难'指的是化工原理课

程的难点"即学生较难掌握的知识"如流体流动阻

力计算$流体输送机械选型$恒压过滤计算$对流

传热计算$吸收过程操作计算$两组分精馏过程热

量衡算$干燥平衡曲线测定等!&疑'指的是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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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课程中学生容易产生疑惑的知识"如传热过

程计算方程推导$多组分精馏计算等!&趣'指的

是化工原理课程涉及的一些有趣现象"如层流与

湍流实验测定过程中通过改变流速可以达到不同

效果"又如干燥过程中物料采用不同的放置方式"

其干燥时间会有很大不同!

依据以上微课设计内容"教师可以制备音频

式与动画式微课!化工原理课程中物料衡算公式

的推导$公式的应用计算等内容适合制作成音频"

以使理论性强$逻辑性强的知识更加细化和系统

化!学生课后也可以进行听讲"省时省力!这样

可以减轻理论教学的重任!在录制音频微课时"

教师需要具备较强的语言组织能力"讲解清楚"逻

辑推理性强"普通话标准!化工原理课程中抽象

难懂的原理性知识则可以利用二维动画制作软件

(JG6CA等*制作成形象$美观的JG6CA动画"并配上

生动的讲解$文字等"开发成动画式微课/$0!如介

绍流体中层流与湍流两种形式时"老师完全可以

借助动画制作软件"将两种不同的流体流态制作

成生动$直观的动画"学生便会一目了然!化工吸

收过程中分子主动扩散模型的讲解非常困难"学

生往往感到一头雾水!如果借助JG6CA动画呈现

分子主动扩散模型"这一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要制作动画式微课"选取的素材要恰当$经典"同

时教师要具备一定的计算机动画制作基础!而专

业课教师往往不具备高水平的计算机知识"因此

制作动画式微课需要一个团队"既有化工专业教

师"又有计算机专业教师!他们相互合作"发挥各

自的优势"才能开发出有特点的动画式微课!

四#化工原理微课实施与评价

化工原理微课设计制作完成后"需要进行实

施与评价"以便反馈微课的效果!本文从以下几

个方面来构建微课实施评价体系!#T微课实施过

程中要有目的$有计划地记录师生出现的问题!

如老师授课遇到瓶颈时学生是否配合"学生提出

问题时老师是否能够积极解决等!!T微课结束后

通过设置网络视频$课后习题等方式检测学生的

学习效果!)T微课实施过程中让听课学生与老师

填写反馈意见表"教师在教学结束后积极分析反

馈意见"建立评价体系!授课老师要在反馈意见

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微课设计内容"以期为学生呈

现一节完美的微课!

五#总结

化工原理微课教学生动地阐述了理论在工业

生产中的应用"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工程意

识"培养了学生的工程思维"使其感受到本课程与

化工生产的密切联系"有利于推进高校化工专业

课程教学的改革和发展! (文字编辑-李丽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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