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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当前大学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精细有机合成工艺学课程采用对分课堂的教学模式,重新

分配授课时间,将前一部分时间用于学生的组内、组间讨论,后一部分时间用于教师讲授新知识点,以便

于学生在课后进行内化吸收,并为下次课堂讨论做好准备。该教学模式结合了讲授式与讨论式课堂的

优势,可以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及师生、生生间的交流互动,从而有效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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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细有机合成工艺学是合肥工业大学面向化

学与化工学院应用化学系三年级本科生开设的一

门专业核心课程,仅有32学时。在当前“厚基础、

宽口径、重能力、求创新”的人才培养目标下,如何

在有限的学时内高质量地完成教学任务,是授课

教师亟须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合肥工业大学的精细有机合成工艺学课程一

直采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模式。这种以教师为主

导的授课模式力求讲解系统全面,并尽可能地将

学科动态等前沿知识呈现给学生;但学生较少主

动参与知识构建,自主发挥的余地较少,思维能力

和探索精神得不到有效培养。学校的本科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中明确要求教师重视并提高课堂教学

质量和效率,改进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考核方

式。因此,教师要厘清课堂教学中师生的角色关

系,积极采用研究式、讨论式、互动式教学方法,推

进探究式、小班化课程教学改革,引导学生独立思

考、开展自主学习和研究性学习。自2017年春季

学期起,我们在精细有机合成工艺学课程教学中

引入对分课堂教学模式,以期提高教学质量,更好

地培养学生。

一、对分课堂简介

对分课堂是复旦大学心理系张学新教授于

2013年10月在国内率先提出的,这种授课模式

将心理学智慧用于教育教学实践,通过调动和发

挥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提高教学质量,改善教学效

果,弥补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不

足[1]。对分课堂的核心是将课堂时间一半分配给

教师进行理论知识讲授,一半分配给学生进行讨

论。在实施过程中,较为关键的是将教师讲授和

学生讨论的时间分隔开,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按

照自己的节奏进行课后学习,从而完成知识的内

化吸收,为下次的课堂讨论(即“隔堂讨论”)做准

备[2]。图1为对分课堂授课模式示意图。

图1 对分课堂授课模式示意图

  目前,复旦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高校已将

对分课堂模式引入教学过程,并取得了一定成

效[3-5]。但整体而言,对分课堂在心理学、教育

学和外语教学等人文社科类课程教学中应用较

多[6-7],而在自然科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较少。

以化学课程为例,课程内容涉及一些复杂的公

式推导及化学原理等,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的实

施还需要依据课程内容及课时情况等因素进行

综合考虑和灵活探索。鉴于此,在精细有机合

成工艺学课程教学中,我们仅选取了几个难度

稍小、便于理解的知识点,在2017学年的春季

学期进行了对分课堂教学探索。表1为精细有

机合成工艺学课程大纲。

二、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的实施

精细有机合成工艺学的授课班级约有20名

学生,每周进行两次课程讲授,每次时长2学时

(50分钟/学时)。原来,每次课程均由老师讲授,

内容包括基本知识点、重点难点等。老师的讲解

力求完整、详尽,而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无法得到

充分挖掘和培养。引入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后,我

们将课堂讲解时间(2学时)进行了拆分(见图2)。

每次课程开始时,教师先组织学生针对上次课的

教学内容进行分组讨论,温习重点和难点,分享体

会,介绍拓展知识并进行答疑解惑,该环节占用约

0.5学时。交流讨论环节大致包括组内交流、组

间交流、全班交流、教师抽查、教师总结等。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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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精细有机合成工艺学课程大纲

章节 章节大纲 教学重点
是否运用或部分运用

对分课堂授课模式

第一章 绪论 精细化工的定义、特点、分类等 否

第二章 精细有机合成基础
芳香族亲电取代反应的定位规律、化学计量

学、化学反应器、气固相接触催化等
是

第三章 卤化反应
卤化反应的历程、催化剂、动力学、影响因素,

卤化工艺及重要实例等
是

第四章 磺化反应
主要的磺化方法、磺化历程、动力学、影响因

素、生产工艺等
否

第五章 硝化反应 硝化历程、硝化方法及工艺等 否

第六章 还原反应
化学还原剂种类及还原工艺、催化氢化工艺

及重要实例
是

第七章 氧化反应
空气液相氧化历程及工艺,空气/气固相接触

催化氧化工艺及应用实例,化学氧化等
是

第八章 重氮化反应 重氮化历程、重氮盐的反应等 否

第九章 氨基化反应
氨基化剂,芳环上卤基、羟基、羰基化合物、脂

肪族卤素及衍生物的氨解
否

第十章 烃化反应 C-烃化、N-烃化、O-烃化等 是

第十一章 酰化反应 C-酰化、N-酰化、O-酰化等 是

第十二章 水解反应 卤素化合物的水解、芳磺酸及其盐的水解 否

第十三章 缩合反应 羟醛缩合反应、羧酸及其衍生物的缩合反应 否

图2 基于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的精细有机合成工艺学授课流程

教师利用剩余的1.5学时对新知识点、重点和难

点知识等进行讲解。学生要认真听讲,课后完成

课堂教学内容的内化吸收,并通过完成老师布置

的思考题和拓展题深化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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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课堂讨论做好准备。

如讲授第三章“卤化反应”前,教师将全班同

学分为3组,让他们针对上次课上讲解的“芳香族

亲电取代反应的定位规律”开展组内讨论,提交学

习笔记(见图3)。学生要在相互交流中取长补

短,形成小组讨论意见,然后就各小组讨论中所涉

及的问题进行全班第二层次的讨论与交流,以实

现班级范围内生生、师生间的教学相长和共同进

步。学生的相关讨论主题包括不同类型定位基的

性质差别,芳香环上已有取代基对定位规律的影

响,吡啶、吡咯等杂环及稠环芳香化合物的定位规

律。在完成讨论后,教师开始讲授新的章节内容,

并给学生布置相关讨论主题(见图4),要求学生

课后查阅资料进行内化吸收,为下一次的课堂讨

论做好准备。

图3 学生学习笔记:“芳香族亲电取代定位规律”知识构架图

图4 教师布置的“卤化反应”章节讨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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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的思考

在对分课堂授课模式的实施中,“隔堂讨论”

是关键。教师的任务是在课上给出知识框架,讲

解重点和难点内容;学生的任务是在课后自主安

排学习,内化吸收课堂教学内容,为接下来的课堂

交流讨论做准备[8]。该模式既保留了教师讲授这

一传统授课方式的精华,又保证了知识传递的系

统性、准确性和有效性,还能凸显学生学习的主观

能动性。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具有如下特色。

1.强调教与学的责权对分

课堂教学由单一的教师讲授转变为教师讲授

和师生、生生交流相结合,师生双方的主体性发展

均得到了重视。教师作为课堂活动的架构者与组

织者,统筹设计和安排教学活动。学生作为知识

框架的接受者、发现者和交流者,在课上认真听

讲,在课下仔细阅读教材内容及教辅资料,结合老

师给出的知识纲要,对课程内容涉及的概念、原理

和习题进行主动探索和延伸学习,完成内化吸收

和自主探究,并在下次课上就相关问题进行交流

讨论。师生在教学过程的各个动态环节适时进行

角色转变,既保证了学生学习的时间和权力,又明

确了学生学习的责任与要求,强调了教与学的责

权对分。

2.提升学生的交流合作能力

在课堂讨论环节,学生围绕学习心得、疑惑点

等进行组内交流和组间交流,依靠集体力量,将教

师所抛出的粗糙的“璞”精雕细琢成“玉”。组内分

工的形式拉近了学生间的距离,增强了学生的团

队合作意识;组间讨论交流的形式有效提升了学

生的合作与沟通交流能力。

在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的实施过程中,大部

分同学能在课后认真地进行内化吸收、查阅资

料,在课堂上积极讨论、取长补短、加深认识,从

而对所学知识掌握得更好、理解得更透彻,实现

融会贯通。但我们也发现,像化学这类旨在揭

示自然规律的自然科学,相关课程中会涵盖一

些较为抽象、深奥的理论知识,学生靠自学往往

难以理解和掌握,需要教师进行讲授和点拨。

因此,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的引入需要做好相关

安排。学生在学习本课程前已经系统学习过有

机化学、有机结构理论两门课程,了解了有机化

学的基本原理和反应机理,但有的学生未曾学

习过具体的化学工艺单元操作,因此教师在芳

香族亲电取代反应定位规律、卤化反应、烃化反

应、酰化反应等章节的教学中,可采用对分课堂

教学模式,帮助学生重拾记忆,并提纲挈领地概

括相关内容,再辅以学生课后的内化吸收和梳

理总结,建立起一个更加系统、全面的知识构

架,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而磺化反

应、硝化反应工艺、重氮化反应及工艺等内容对

学生而言是全新的知识,需要老师精讲。

此外,教学方式的改变也要求对考核方式做

出相应的调整。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注重平时作业

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的比重,而对分课堂模式下

的教学更注重过程性评价,即突出对学生课堂讨

论参与度的考核。这种考核方式与本校构建以能

力培养为导向的一体化教学的理念是一致的。表

2是对分课堂模式下的精细有机合成工艺学课程

成绩评定方式,主要由过程性评价(占比40%)和

终结性评价(占比60%)构成。其中,终结性评价

成绩包含期中、期末考试成绩;而过程性评价成绩

则是学生自主学习评价、课堂讨论参与度、效果检

测评价等各个环节的综合成绩。该评价方式综合

考虑了影响学生学习效果的各项因素,更加科学

合理[9]。

四、结语

课程教学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和抓手,也是衡

量一所学校教学水平的标志之一[10]。创设新型

的课堂教学模式是大学课堂教学改革的必由之

路[11-12]。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们还会继续探索和

完善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将更多与时俱进的教学

理念和更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引入课堂教学中,最

终建立起以学生为中心的高效学习型课堂。

(文字编辑:孙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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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精细有机合成工艺学课程成绩考核标准

评价类别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赋分 教师评分 备注

平时成绩(40分)

对分课堂授课模式的教学

评价(25分)

采用常规授课模式(即未

采用对分课堂授课模式)

的教学评价(15分)

课堂表现部分:课堂讨论的

参与度、答疑解惑的积极性、

相关知识点的拓展等

15

课后内化吸收部分:知识点

的归纳总结、思考题及拓展

题的完成情况等

10

课后作业的完成情况 15

期中考核(20分) 闭卷考试 20

期末考核(40分) 闭卷考试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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