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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有机化学实验教学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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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索有机化学实验的开放式的实验教学。方法：将药学专业学生５９名，随机分为传统教学
实验组和开放教学实验组；对开放性实验教学组２９名学生发放自行设计问卷调查，同时比较两组学生的实验成
绩。结果：开放组发放问卷２９份，收回２９份，收率１００％，实验组９０％学生对开放实验持肯定态度；两组比较，
期末考试实验题部分开放组学生得分优秀率大于传统组。结论：开放式实验教学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培养了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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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化学是药学专业的一门重要基础课程，也
是一门实验性较强的课程［１］。传统的教学模式是

老师讲一遍，学生做一遍，学生处于被动地位，不能

发挥学生进行实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开放式实

验教学是对传统的封闭式的教学方式的改革，许多

高等学校在实验教学中都采用了这种教学方

式［２，３］。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对２０１０级药学专业的学生
进行了开放式有机化学的实验教学的尝试，现将结

果报告如下。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０级药学专业本科有５９人，男２６人，女３３

人；男女生随机进行实验分组，开放组２９人（男１４
人，女１５人），传统组３０人（男１２人，女１８人）。
１２　方法

传统组按教学大纲完成实验内容，教师上课讲

解一遍实验内容及实验注意事项，学生重复课本实

验并记录实验现象。

开放组在完成教学大纲实验内容的基础上，增

加一个开放性实验，该实验内容是透明皂的制备，实

验室全天对学生开放，学生预约实验时间，再进行实

验操作。实验前老师要检查学生的预习报告，要求

在弄懂实验原理的基础上，用流程图扼要表达实验

步骤，查出所用化学药品的化学性质和物理性质。

１３　观察指标
对开放组２９名学生发放自行设计的问卷２９

份，涉及８个方面的内容；同时对两组学生期末考

试中的实验试题的得分进行比较，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
计软件进行成组ｔ检验。

２　结果
开放组发放问卷 ２９份，收回 ２９份，收率

１００％，问卷调查结果见表１，期末考试试卷中实验
题有３个小题共５分，开放性实验的学生成绩优秀
率达３７％，大于传统组的１７％，实验题得零分的学
生，传统组多于开发组，但经统计学 ｔ检验差别不
具显著性（ｔ＝１５４７２，Ｐ＞００５）。开放组和传统
组学生实验题得分成绩分析见表２。

表１　开放组问卷调查结果
Ｔａｂ．１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ｏｐｅｎｇｒｏｕｐ

　　　　　　　问题 赞同 否定

开放式学习有机化学实验课的评价 ２９ ０
预约实验的教学方式 ２６ ３
实验室工作准备充分 ２８ １
实验内容 ２８ １
开放式下的教师指导方法评价 ２９ ０
开放有机化学实验提高思维能力 ２９ ０
开放有机化学实验提高操作能力 ２９ ０
教师指导在有机化学实验课中的作用 ２９ ０

３　讨论

有机化学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学科，许多有机

化学理论在实验中得到论证。通过实验可以加强

学生对有机化学理论知识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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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开放组与传统组期末考试实验题成绩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ｃｏｒｅｓｉｎ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ｅｘａｍ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ｐｅｎ

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ｏｕｐ
组别 ｎ 实验题成绩（ｘ±ｓ）
开放组 ２９ ２２０６９±２０４２０（１）

传统组 ３０ １４３３３±１７９４３
（１）开放组与传统组比较，Ｐ＜０．０５

　　传统实验教学偏重于所学知识的验证，学生在
规定的时间内，根据实验指导书的实验步骤和方

法，对理论教学知识进行验证，然后按照规定的格

式，写出实验报告。这种实验模式，局限于所学知

识的复习巩固和实验操作技能的训练，束缚了学生

的思维，学生学习兴趣不大，积极性不高，实验效果

不好，不利于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开放性实验教学，首先在时间上实行开放，让

学生有足够的时间理解、消化、完成实验。学生预

约时间进行实验，实验过程不受时间的限制，学生

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实验中发现的问题，

进行反复试验。鼓励学生多动脑筋，主动地发现问

题，尽量独立解决，如有难于解决的问题，则给予必

要的提示或启发，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判断，独立学

习和独立研究解决问题的能力［４，５］。

实验后问卷调查表明学生认为这次开放式实

验教学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对开放性实验的形式、

效果和意义均持肯定态度，普遍认为开放性实验调

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由于开放式实

验教学改变了以教师讲授和指导为主，学生被动做

实验的教学模式，学生独立自主地完成实验，使学

生动手能力有所提高。

从学生的期末考试试卷实验题部分成绩分析，

表明参与开放性实验的学生成绩优秀率达３７％，
大于传统组的１７％，实验题得零分的学生，传统组
多于开发组，但经统计学ｔ检验差别不具显著性（ｔ
＝１５４７２，Ｐ＞００５）。
通过教学改革实践发现，开放式实验教学的一

些实施环节中存在问题并需要改进。（１）预约实
验的教学方式是得到学生肯定的，但在时间安排方

面部分学生希望实验开放时间是周末；（２）在实验
内容的选择方面有学生希望实验内容可以自己选

择；（３）为今后能大规模地开放有机化学实验课，
实验室需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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