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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机合成工艺是应用化学精细化工方向的核心课程，根据该课程的特点，文中详细阐述了课程预期学习成果的确定、

教学方法探索和学习成果评估体系的构建三个方面的内容，探讨了 OBE理念在有机合成工艺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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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rganic synthesis process is the core curriculum of fine chemical engineering in applied chemistry.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iculum, we discussed application of OBE idea in teaching of organic synthesis process, through in detail the 

determination of expected learning outcomes, explor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construction evaluation system of learning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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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 理念的本质是将传统的教学过程由教师的“教”为中心，转移为学生的“学”为中心，实施原则是“以学生为

中心”、“以目标为导向”和“持续改进”。根据学生的学习目标达成度，动态的调整教学方法，监控教学过程，最

大限度的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实现学生毕业要求的达成
[1-2]

。 

巢湖学院作为一所省属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为深化学校转型发展，近年来按照教育部新工科建设与工程教育专

业认证的要求，以 OBE（Outcome-Based Education）理念，即成果导向的教育理念，对全校理工科专业重新制定了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大纲。通过引入 OBE 理念，我校初步实现了应用型本科院校在人才培养中教育观念的转变，

有利于应用型人才的知识与能力提高，为其毕业后的职业竞争力打下良好基础。 

我校应用化学专业的方向为精细化工方向，有机合成工艺作为该方向的核心课程，起到了与前期各类基础化学课

程和后期精细化工实验、专业综合实验等实验课的重要衔接作用，是培养高素质精细化工行业人才的必修课程
[3]
。为了

进一步完善本课程的教学体系，实现学生的毕业目标，本文将探讨 OBE 理念在有机合成工艺课程的实施与具体应用。 

1 有机合成工艺课程的教学现状 

有机合成工艺是我校应用化学专业精细化工方向的核心课程，共 40 学时，选用教材为天津大学唐培堃主编的《精

细有机合成工艺学（简明版）》。本课程的讲授内容涉及磺化和硫酸化、硝化和亚硝化、卤化、还原、氧化、重氮化、

氨基化、烃化、酰化、水解、缩合、环合共 13 类精细化工单元反应，包括各种反应的基本概念，反应试剂，反应机理，

反应影响因素等，并给出了大量的化工产品的生产实例
[4]
。 

由于本课程课时较少，知识点多，授课内容纷繁复杂，且对于学生要求具有良好的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

理等课程基础知识，从实际的教学效果看，学生普遍反映有机合成工艺学习过程比较枯燥，很难将本课程知识点系统

的组织起来，不清楚哪些内容是课程的核心知识，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同时，随着化工产品生产方法的快速更新，

绿色化反应、高原子经济效率的反应逐渐成为精细化工的一个主要发展方向，而教材中的经典反应则不能及时更新，

也导致了教师的教学内容与时代发展存在一定的脱节，不利于学生掌握精细化工最新的发展成果
[5]
。因此，改变原有的

以教师的“教”中心的教学模式，采用 OBE 理念，建立以学生的“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是提高学生精细化工理论

水平，达成精细化工方向毕业目标的必然选择。 

2 基于 OBE理念的教学探索与实践 

2.1 学生预期学习成果的确定 

OBE 理念的本质是以学生的成果导向为目标，所有的教学过程和设计的教学方法都是为了让学生达到预期的学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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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因此基于 OBE 理念的有机合成工艺教学过程，必须首先确定有机合成工艺的预期学习成果，也就是学生通过本课

程学习后能够掌握何种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能力。 

有机合成工艺作为应用化学专业精细化工方向的核心课程，教育目标是让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掌握精细

化工必需的单元反应，深刻理解反应机理与反应控制因素，同时了解部分重要产品的化工生产过程和化工装备，为毕

业后从事精细化工生产与精细化学品的研发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在实际教学所涉及的 13 类精细单元反应中，虽然

均属于讲授的理论知识，但是在实际精细化工生产中，目前用到的反应主要为各类芳烃及其衍生物的单元反应，脂肪

烃及其衍生物的反应则较为杂乱，理论和实际工业应用均难以系统化。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确定有机合成工艺的学习成果目标如下：知识目标为掌握精细有机合成中芳烃及其衍生物

的主要反应，包括反应机理和影响因素，熟悉重要产品的生产工艺；能力目标为具有精细化工产品的合成路线设计与

合成工艺优化能力。 

2.2 实现学习成果的教学方法探索 

实现 OBE 理念的关键是教育方法的探索，为保证学生在有机合成工艺的学习中顺利实现预期的学习成果，必须对

本课程建立科学高效的教学方法，最大限度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以达到本课程的知识与能力目标。 

（1）优化教学内容，建立系统的知识体系 

有机合成工艺课程中共涉及 13 类精细单元反应，每个反应都由基本概述、反应机理、控制因素和产品实例构成，

内容较多，学生在短时间内难以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为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始终以前述确定的本课程知识目标为出

发点，优化教学内容，主要讲授芳烃及其衍生物的主要反应。同时依据各反应机理对所涉及的 13 类反应进行模块化区

分，如以芳烃亲电取代反应为可作为一个模块，包括卤化、磺化和硫酸化、硝化和亚硝化三个单元反应；并通过相同

反应机理，不同反应的对比，让学生深刻理解该单元反应的特点，如还是以芳烃亲电取代反应模块为例，卤化反应为

典型的动力学控制，卤化深度是反应主要影响因素，磺化反应则要区分反应试剂，最常见的浓硫酸为磺化剂时，低温

为动力学控制，高温为热力学控制，磺酸的可逆水解与平衡建立是反应的主要影响因素；硝化反应若以目前工业使用

的硝硫混酸为硝化剂时，则是与硫酸浓度相关的三种不同的动力学模型控制，硫酸浓度是反应的主要影响因素。通过

这样的模块化区分和对比教学，学生可以在较短时间理解卤化、磺化和硝化的反应特点，建立系统的知识体系。相反

的，涉及脂肪烃的反应，如氧硫化和氯硫化反应、芳烃侧链自由基取代卤化反应等，则只需简单介绍即可，让学生在

课后自学。 

通过这样的教学内容优化，可以让课程的教学重难点突出，围绕芳烃及其衍生物的主要反应的预期学习成果，强

化该方面的内容，帮助学生达到学习目标。 

（2）精心组织教学材料，探索多种教学方式 

我校应用化学专业的有机合成工艺课程仅有 40 个学时，教学内容除绪论课和精细有机合成基础两章外，还包括 13

章各类单元反应，课堂教学难以满足本课程全部教学内容的完成。因此，按照 OBE 理念构建教学组织中，需要利用学

校已有的网络教学平台，给学生提供完备的教学资料，以满足学生的课前预习与课后复习需要。有机合成工艺利用我

校“学习通”平台，已建立了完整的教学资源库，包括教学讲义、教学课件、教学视频、问题讨论与课后习题等，在

每章的课堂教学前，均会在“学习通”平台发布提前预习的知识节点，对学生进行打卡统计，作为后期学习成果评估

的重要指标；在该章课堂讲授结束后，也会在“学习通”平台发布讨论题目，并在指定的课外时间让学生完成讨论，

提高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能力。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则应注意与学生的讨论交流，灵活选用启发式、探究式、分组讨论等，给出具体问题，给学

生提供自由表达和讨论的机会，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程度；教学手段上，应以多媒体教学为主，涉及到相应的计算，

则建议用板书给出具体的数学模型和公式推导计算过程；在介绍产品工业实例中，建议给出部分化工生产视频或反应

器工作原理，以增加课堂教学的生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3）结合精细化工发展方向，引入前沿成果 

精细化工作为一个与人类衣食住行高度相关的行业，更新发展速度较快，新反应新技术层出不穷；总体而言，目

前的精细化工发展方向是绿色化和高原子经济率两个方面
[6]
，而教材中的经典反应则往往与时代的发展存在脱节的问题，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为培养高素质的精细化工人才，就需要注意积累，将最新的化工成果带入课堂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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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磺化反应中，目前的教学内容是以硫酸为磺化剂，主要涉及过量硫酸磺化法和共沸去水磺化法，但硫酸存在

腐蚀性强，酸性废水难以处理等问题；而采用三氧化硫为磺化剂则具有明显的绿色化学特点，且随着膜反应器工业化

的实现，三氧化硫为磺化剂的芳烃磺化反应已成为今后的主要趋势，如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的大规模三氧化硫合成法；

再如氧化反应，以往采用的化学氧化剂（高锰酸钾、重铬酸钾等），由于价格昂贵，重金属离子废水对环境的严重污染

等，目前工业生产已基本不用，而采用空气为绿色氧化剂，钴盐引发的自由基氧化反应则成为大部分有机物氧化反应

的优选工艺，并以广泛用于各类醇、醛、酮、羧酸的生产。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及时总结精细化工的新方法、

新技术与新工艺，将前沿内容引入课堂，突出知识的时代性，为培养高素质的精细化工人才打好基础。 

2.3 学习成果评估体系的科学构建 

OBE 理念是以成果为导向，在确定了有机合成工艺课程的预期学习成果目标和建立合适的教学方法后，需要对学生

是否达到本课程的成果目标需要评估，以利于教学的“持续改进”。根据本课程的特点，我们初步确定的学习成果评

估体系包括三个部分：平时成绩（30%）、课程论文成绩（30%）、期末考试成绩（40%）；其中平时成绩由课堂考勤情况、

平时作业情况、课堂问答情况、“学习通”平台知识点预习情况、“学习通”平台课后讨论题完成情况共五部分构成，

对学生在本课程中的学习过程情况作出评估；课程论文成绩由论文内容、论文格式、参考文献引用量共三部分构成，

对学生在本课程学习后的文献调研与总结能力给出评估；期末考试成绩主要由闭卷考试获得，试卷的考题中对各知识

点均要有支持度，突出多知识点综合运用的题目含量，考试成绩对学生对本课程各知识点的掌握与知识综合运用能力

进行评估。通过以上的多种方式的评估体系的构建，可以从学习过程、文献阅读和知识点掌握等多个方面综合了解学

生的学习成果达到情况，也较为客观的反映了本课程的教学效果。 

3 结束语 

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定位是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培养应用型人才，在 OBE 理念的引导下，我校应用化学专业有

机合成工艺课程体系的改革是一次积极的探索与尝试；我们将在在此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持续改进，进一步深化

OBE 理念在教学中的应用，为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高素质精细化工行业人才提供一个新的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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