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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培养模式下的无机及分析化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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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提高无机及分析化学教学效果，文章首先阐述了无机及分析化学教学现状，然后分析了新工科的
核心内涵，最后提出了新工科培养模式下的无机及分析化学教学策略，包括精炼教学内容，突出重点难点；
改进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优化评价体系，综合考评学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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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及分析化学是兰州理工大学（以下简称“我校”）
环境、生物、制药及材料类等非化学化工类专业的一门
重要的专业必修课程，我校的开设对象为大学二年级学
生，理论课 80学时，实验课 16学时，总计 96学时，6.0学
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熟练掌握该课程的基础
理论和基本技能，并为后续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学
习打下坚实的基础。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
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基本技能和基本素养，本文结合新
工科理念培养模式，有效地优化了教学内容、完善了教
学方式、创新了评价机制，希望有助于学生学习。

一、无机及分析化学教学现状
（一）教学内容烦琐
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是将原有的无机化学和分析

化学两门课程内容有机整合优化到一起的一门极具综
合性的课程。由于该门课程涉及的知识点较多、概念抽
象、难度较大及学习紧张，并且是非化学类专业学生的
重要基础课程，导致这些专业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知
识点混淆，对本课程的学习存在一定难度。无机及分析
化学课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①化学反应基本
原理。研究化学反应过程中热力学及动力学一般规律，
具体讨论化学反应过程中焓变、熵变、吉布斯函数变、反
应限度、反应速率及活化能等。②酸碱平衡和酸碱滴定
法。研究酸碱理论和酸碱滴定原理，具体讨论共轭酸碱
规则、水溶液的 pH、盐类的水解、缓冲溶液、酸碱滴定过
程中溶液 pH值变化、滴定曲线及指示剂的选择。③重量
分析法和沉淀滴定法。研究沉淀—溶解平衡和沉淀滴
定，具体讨论度溶度积概念、溶度积规则及有关计算、重
量分析法的特点、对沉淀形式的要求、影响沉淀溶解度
的因素、沉淀滴定法原理及指示剂的选择。④氧化还原
反应和氧化还原滴定法。本章重点讨论离子—电子法配
平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原电池的电池电动势、电极电
势、标准电极电势的应用、能斯特方程式及应用、氧化还
原滴定中化学计量点电位的计算方法及滴定曲线。⑤物

质结构。研究原子结构、分子结构及晶体结构的理论，重
点掌握原子核外电子排布的原理和规律、离子键、共价
键、杂化轨道理论、价层电子对理论、分子轨道理论、分子
间力及物质的结构和性质的关系。⑥配位平衡和配位滴
定法。研究配合物价键理论和配位滴定原理，具体讨论配
合物的组成及命名、配位平衡、配位平衡常数及 EDTA为
络合剂的滴定方法。⑦吸光光度法。讨论了光吸收定律的
内容及透光率、吸光度和摩尔吸光系数的意义、吸收曲线
在吸收光度中的作用与吸光光度法误差原理及测定条件
的选择。⑧元素化学。在化学元素周期性的基础上，研究
金属元素和非金属元素的通性和化学性质，如主族元素
和副族元素的重点元素、单质及其化合物的物理和化学
性质的变化规律。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的基本内容可以
简单归纳为四大化学平衡、容量分析法、重量分析法、物
质结构、吸光光度法及元素化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传
授的知识点内容多、公式多、综合性强、难度较大，不仅要
求学生掌握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的基本理论，还要培养
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与创新能力。因此，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课时提高课堂的
教学质量及学生的综合能力，是广大化学教师值得思考
的问题。
（二）教学方式陈旧
目前，国内大多数高校无机及分析化学理论教学模

式还停留在传统教学模式，即“填鸭式”教学，教师在课堂
上灌输大量的书本知识，学生认真听讲、记笔记，课后完
成教师布置的作业[1]。由于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教学容量
大、内容繁杂难学及教师上课速度快，很多知识点学生不
能充分理解，一旦遇到知识难点及计算题，学生根本没办
法适应，导致其学习兴趣降低。这样的教学方式使学生的
问题越积越多，对后续内容的学习丧失信心，最后导致学
生学不好本课程。在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
还有一部分的实验教学，一般都是在实验课实施之前，教
师检查学生完成的预习报告，讲解实验要点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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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演示操作要领，学生从旁观看，再完成实验。这种实
验教学方式不利于学生体会实验的精髓，也不利于培养
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因此，陈旧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使
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的教学效率和质量得不到提高，本
课程的教学模式仍需不断改进。
（三）考核评价机制单一
当前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教学评价仍然是以理论

考试为主，大部分学校采用期末闭卷考试的方式，综合
学生的实验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给出总评成绩，根本不
能全面反映学生的实际能力，不利于选择出那些具有真
才实学的人才，容易造成“高分低能”的现象，即学生为
考试而学习。这就导致难以真实、客观及公平地反映学
生的实际学习能力，因此，高校必须建立有效的教学效
果评价体系[2]。

二、新工科的核心内涵
新工科是指在新时代、新环境及新形势的背景下，

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新机遇和新需求，探索
建立的工科发展新模式。因此，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
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如何构建工科专业新
结构、如何培养对工程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发挥主体作
用的新型科技人才，需要加强新工科建设的研究和实
践。我国高校要加快建设和发展新工科，要对催生新技
术和孕育新产业发挥引领作用、对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
转型升级发挥支撑作用。新工科教育不是传统工科的对
立版，而是卓越教育的升级版。在新工科理念下，探索新
工科自主发展、自我激励机制，创新工程教育方式与手
段，更新工程人才知识体系，为我国产业发展和国际竞
争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3]。

三、新工科培养模式下的无机及分析化学教学策略
（一）精炼教学内容，突出重点难点
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内容丰富，理论知识多且杂。

在无机及分析化学学习过程中，学生不仅需要掌握非常
多的概念、原理及公式等，同时还要掌握很多的实验操
作方法和技巧。在这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既能
突出难点和重点，又能合理分配教学内容比例。因此，教
师要熟悉本课程的内容，制定符合本专业特点的教案，
根据学生专业特点精讲课程内容，努力使学生在学习中
抓住重点，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如在第九章的配位化
合物和配位滴定教学设计过程中，教师要重点讲述价键
理论和晶体场理论，达到目标教学效果。教师还可以在
新工科理念下突出讲解在污水处理中利用配位过程消
除某些重金属离子，突出讲解配合物的应用，也可以从
JACS、Nature 及 Science 等期刊中选取与配位化合物相
关的前沿知识点，穿插讲解，激发学生的科研兴趣，更好
地体现新工科的理念。

（二）改进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大部分的教学内容较为抽象，

教学缺乏趣味性，如果教师的教学方式不进行变革，那
么课堂教学难免会枯燥乏味。因此，新工科培养模式下
的无机及分析化学教学需改进教学模式，激发学习兴
趣，提高教学效率。针对四大平衡、定量分析、物质结构、
物质分离等基础知识中一些抽象的概念、复杂的公式推
导等内容，教师可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运用文本、动
画、图形、声音、图像等进行教学，为学生提供视觉、听觉
等多种感官刺激，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另外，教师可立
足教学实际，灵活选用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法、归纳
法等多种教学方法，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提高教
学质量[4]。
（三）优化评价体系，综合考评学生能力
考核是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通过考核不仅

可以了解学生对该课程的重难点知识的掌握程度，还能
反映学生的学习状况，同时也能够反映出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因此，优化课程考核评价体系既要保
证其公正性，还要体现出其科学性，同时还要发挥出作
用[5]。为了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教师
应设置科学性考评，及时将结果反馈到教学过程中并加
以改进。因此上课和平时成绩在期末成绩评定中应占有
一定的比重，平时成绩应包括学生平时的出勤、作业、课
堂提问、现学现考及实验过程中的动手能力等。出勤能
促使学生按时上下课、不迟到、不早退，作业的完成情况
能反映学生对章节内容的掌握程度，课堂提问和现学现
考可以反映学生在课堂的学习效果等。因此，教师通过
优化评价教学考核，可以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并
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加以解决和引导。

四、结语
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的理论知识较多，概念抽象难

懂，相对枯燥乏味。教师要提高工作认识，运用先进的教
学手段和方法，强化重点和难点，合理考评学生的综合
能力，以提升整体教学水平，从而促进无机及分析化学
课程教学效果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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