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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化学实验邀请赛培训的启示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吕仁庆  曹作刚 

 

 

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邀请赛每两年举行一次，由教育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自1998年以来，已先后在南开大学、吉林

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成功举办了六届。大学生化学实验邀请赛是国内大学化学实验领域顶级赛事，大

学生通过实验理论和实验操作的两个环节，展示各自的实验技能。该邀请赛对提高本科生的实验能力和科学素质，推进大学化学实

验教学改革，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加强了各兄弟院校之间的交流。在此背景下，山东省于2009年在山东师范大学举办了

首届山东省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无论是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邀请赛还是山东省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化学

化工学院均做了充分的准备，对参加赛事的学生进行了相应的培训。 

由于大学化学实验邀请赛和竞赛包括理论笔试和实验操作两个部分，我们参考了以前几届理论笔试考卷，发现笔试内容覆盖了

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化学分析、仪器分析、物理化学、结构化学的理论和实验内容，范围很广，并且涉及了数据处理、误差理

论、化学实验室的基本知识、实验仪器的使用、化学实验基本知识等。从参赛学生所做的考题答卷可以看出，学生对于课堂所授内

容掌握情况一般，对数据和误差处理的知识点掌握较差，对实验室的基本知识、化学实验基本知识就更差，总的说来，理论笔试部

分的模拟成绩很不理想。由此给我们的启示是：在理论授课过程中，要注重无机化学、化学分析和仪器分析，特别是无机化学基础

理论的学习。 

无机化学是化学学科的基础课程，是大一新生首先接触的化学课。该课程在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培养方面起着承上启下的作

用。但这种“承上启下”的作用，有时很难实现，原因是大一学生刚入学，面对的就是“原子结构”、“分子结构”、“化学热力

学”、“化学动力学”、“酸碱平衡”、“沉淀溶解平衡”、“氧化还原平衡和电化学”等较难懂的化学理论和化学计算，并且大

学的教学方法和中学有显著的不同。在中学时，对每一个问题，教师是反复讲解，并且对应大量的练习题进行课堂训练和课后训

练，直到弄懂问题为止。甚至有的学生反映，中学教师将化学课本的内容几乎是逐字解释的。而在大学，教师不可能也没有时间将

问题进行一一讲解，只是将知识点的重点进行讲解，并且课程进行速度很快。为了解决教学大纲知识点不删减而课时量越来越少的

矛盾，多数高等院校采用了多媒体教学。知识量的增加和课时量减少的矛盾采用现代的多媒体工具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但绝不是完

美的，特别是对大一新生而言，这种不足就显得更加突出。由于中学阶段，大多数学校采用的是传统的板书教学，大一学生初次接

触多媒体教学不太适应，但当学生适应了这种授课方式时，无机化学已经学完，已经升到大二了。笔者调查过大二和大三的学生，

学生普遍认为大一是稀里糊涂过来的。而到大二的时候，对有机化学的多媒体授课方式已游刃有余了。另外，无机化学和高等数学

是平行开课，高等数学知识没有学到，而无机化学就已经用上了，这就给学生造成更大的困惑。如“原子结构”部分的授课，一定

涉及“Schrödinger方程”，但学生的高等数学没有学到偏微分。 

针对这些情况，我们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是让学生提前预习、有的放矢。学生复印了多媒体教学课件，提前告诉学生下节课所要讲解的内容，提前预习，做到心中有

数。二是以点带面，重点突出。在授课过程中，对于重要的知识点，我们在讲解后也适当地配一些例题进行讲解，以帮助学生对知

识点的理解，同时扩延到其他知识点。三是及时调整授课速度，使学生不断适应多媒体授课方式。四是答疑及时、辅导到位。 



无机化学实验是大学生学习化学实验的第一门基础实验课程。在对参加大学生化学实验邀请赛的学生培训时，我们发现存在以

下几个问题： 

1．实验习惯不好 

部分大学生的化学实验习惯不好。比方说，采用电子天平称基准物时，学生将罩在电子天平的黑布罩拿下来随便一扔，而没有

将其折叠好放在一边；对于刚打开的天平没有检查是否处于水平态；使用完电子天平没有进行清扫；用完后未关掉电源和罩上天平

罩。在做一些重要的元素化合物的性质实验时，用过的火柴、试纸、滤纸、镁条、铅粒等随便丢在桌子上、地面上，甚至水池中，

而不是把它们集中在一起投入垃圾桶中或回收起来。学生在做滴定实验时，坐站姿态不雅观；有的学生损害仪器不汇报给上课教

师。 

2．实验动作不规范 

大学生实验动作不规范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也是化学实验教师特别关注的问题。在对我校大一学生进行中学实验情况调查时发

现，大多数中学所做化学实验较少，甚至有的中学就没有开过化学实验。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无机化学实验课是大学生刚刚接触的

第一门实验基础课，所以对他们的要求一定要严格。他们就是一张“白纸”，如果要求严格、动作规范，对他们的后续化学实验课

大有益处；相反，如果实验课动作不规范，以后很难改正。我们在大三实验课上发现，在用电子天平称量基准物时，有的学生直接

用手持称量瓶，而不是用纸条夹持，经提醒后方有恍然大悟之感。在做化合物性质实验时，直接将滴管在瓶内排气鼓泡，将滴管插

入试管中加液体，在提醒后仍然不知错在何处。在用容量瓶配制准确浓度的溶液时，固体物质的溶解、转移、定容和摇匀等操作不

规范。在用移液管移取液体时，右手持移液管、左手持吸耳球的基本要领都没有掌握。在用滴定管进行滴定时，左手持滴定管、右

手拿锥形瓶的手法没有做对等等。难道是大学生二年后忘记这些操作规范的吗？笔者认为并不是忘记所致，而是在大一阶段就没有

严格按要求规范操作而造成的。所以化学实验教学必须在培养学生实验操作规范性方面下工夫，教师的指导必须严格到位。当然一

些仪器使用训练的持续性也应注意，适当调整实验教学安排，反复使用某些仪器以使学生熟练掌握也是必要的。 

3．不重视化学实验 

许多学生对理论课程很重视，而忽略实验操作的训练，即存在重理论、轻实验的现象。大学生化学实验邀请赛挑选的学生都是

考试成绩比较好的学生，与他们较好的考试成绩相比，实验操作水平却不尽如人意。这与他们平常不重视化学实验操作训练有关，

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与我们对学生的评价方法（考试成绩为依据）相关。尽管现在强调培养创新型人才、加强综合性化学实验，

但决不能淡化基础实验的训练，基础实验是综合性实验的基础，其基础性和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实验指导教师要认真负责、严谨

规范，实验课程就会得到学生的高度重视。 

4．综合素质较差 

综合设计性实验体现了内容的综合性，设计的独立性，同时能考察出大学生的实验技能，反映出学生的实验综合素质。在辅导

参赛大学生时发现，学生的综合素质不高。有的学生获得实验数据以及实验数据处理不准确。如用万分之一的电子天平称药品，记

录时随便将数据末位的“零”删掉；在做滴定实验时，滴定体积只记录到小数点后一位数。在进行数据处理时，不能遵照“有效数

字的修约和计算规则”进行处理。 

化学实验是化学教学中一门独立课程，其目的不仅是传授化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动手能力和优良素质的培养。鉴于此，我们对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分成操作技术、无机化合物的制备、基本物理量和常数的测定、仪器使用四个模块进行指导。操作技术包含溶

液的制备、滤纸和滤器的使用、加热方法（直接加热、水浴加热、油浴加热）、酒精灯和煤气灯的使用、冷却方法（冷凝管、水

浴、冰盐浴）、固夜分离（倾析、常压过滤、减压过滤、离心分离）、气体制备、净化和吸收、试样的干燥（烘干、真空干燥和干

燥剂的选择）、蒸馏（简单蒸馏、分馏和精馏、减压蒸馏、水蒸气蒸馏、共沸蒸馏）。无机物的制备主要是通过热分解、氧化还原

反应和复分解反应制备。基本物理量和参数的测定主要包括浓度、酸度、摩尔气体常数、阿佛加德罗常数、温度、反应级数、反应

速率常数、活化能的测定。仪器使用主要包括大气压力计、温度计、天平（托盘天平、电子天平）、pH计、真空泵、搅拌器、分光

光度计、红外光谱仪等的使用等。 

对于化学实验室基本知识、化学实验室安全、电和气的使用、高压钢瓶的使用、重要常规化学品的安全使用、常规化学实验仪

器的使用、基本的实验操作规范，我们在实验课上采用录像的形式传授。录像内容做到了图文并茂，看完录像后带领学生参看实

物，以加深学生的印象。对于基本而重要的实验室知识，我们做成了多媒体对学生进一步讲解，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总之，无论是全国大学生化学实验邀请赛还是山东省大学生化学实验竞赛，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高等院校根据培训过程、比

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及时调整化学理论和化学实验教学内容和方式，改进实验教学，强化教学管理，加强实验教学条件的

建设，培养学生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规范、娴熟的实验操作技艺，提高学生发现问题、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才是赛事活动

的终极目的和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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