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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青年教师实验课教学水平的研究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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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全面改革的逐步深入，各行各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高校作为培养人才
的摇篮，如何加强青年教师的培养，使其快速成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中坚力量已经成为每一所高校正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
对青年教师和高分化学实验课的特点分析，从精心备课、熟悉学生、讲课技巧和师生互动等方面系统讲述了青年教师上好高分子
化学实验课的有效方法。其教研成果对提高青年教师的基本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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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Young Teachers on
Polymer Chemistry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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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and the ever － deepening reform and open － up，the
need for a large number of high － quality talents and skills of workers became more and more urgent. Universities were the
cradle of training talents. It was the important subject of all of universities on how to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young
teachers and make them quickly become the excellent teachers who educated high － quality talent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young teachers and polymer chemistry experiments，the method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young
teachers on polymer chemistry experiments were carefully researched from careful preparation，familiar with the students，
teaching skills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and so on. The researching results were great important to
improve the basic quality of young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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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行各业对高层次、高质量、
创新型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培养更多人才和实现高等教育大
众化已经成为高等院校的重要使命。为了完成国家 “科教兴
国”的战略部署，大部分高校都进行了扩大招生，而随之而来
的重要问题就是学校的师资问题［1］。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和培养
人才的需要，大批具有博士学位却无教学实践经验的青年教师
走上了讲台，并逐渐成为高校教学的生力军。这虽然为青年教
师接受锻炼，提高素质提供了大好机遇，但也确实给他们提出
了巨大挑战。课前的紧张，课上的无助，课后的遗憾时常在他
们的脑海中回荡。因此如何加强青年教师的培养，使其快速适
应教学环境，努力提高他们对课堂的驾驭能力已经成为提高高
校教学质量的重要课题。

本文以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中既包括理论讲解又包含学生
动手实践过程的重要专业基础课“高分子化学实验”为例，从
青年教师的特点、高分子化学实验课程的特点以及教师讲课设
计方案三个方面入手，系统阐述了青年教师上好一堂“高分子
化学实验”课的关键点，为培养青年教师的综合素质和快速提

高青年教师的讲课水平提供理论参考。

1 青年教师的特点

目前进入高校的青年教师通常要具有博士学位。因此他们
在专业基础知识储备，动手实践能力以及研究内容的汇报与表
述上都经过了系统训练，甚至在自身所研究的学科领域已经达
到了国际领先水平。但作为一名高校专业教师除了要掌握本专
业的知识外，还要熟悉教学法知识 ( 如讲课技巧) 、课程知识
( 如教案的书写格式) 、学科教学知识 ( 如试卷的管理) 以及学
生心理学等方面的内容; 了解课程教学目标、目的和价值，学
科的历史背景和学校的历史文化等内容［2］。因此青年教师在上
岗前要积极参加教师理论培训班，多听、多学、多问，向老教
师请教是非常必要的。

2 高分子化学实验课程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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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专业性非常强

“高分子化学”是研究聚合物合成与反应的一门科学［3］。
作为各种高分子类专业基础课程，“高分子化学”构建于四大
化学的知识之上，与“高分子物理”相互支撑，又是后续课程
“高分子研究方法”、“聚合物合成”、“聚合物加工”等的理论
基础。而高分子实验所涉及的聚合反应机理、聚合方法、聚合
物的化学反应以及典型聚合物的合成正是“高分子化学”知识
的综合体现。故而要求讲授教师要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积淀和
丰富的工厂实践经验以及解决各种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

2. 2 课堂环境复杂多变
“高分子化学实验”课是理论讲解与动手实践相结合的综

合课程。理论讲解包括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反应机理、仪器
设备、操作步骤、实验关键点以及注意事项等内容，其综合涵
盖了“高分子化学”、 “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以及机械、
电工等多方面的专业基础知识; 实验操作又与分析化学的基础
训练及相关知识密不可分。更为重要的是理论讲解环节教师可
以通过精心准备来达到预期效果，而实验环节所面临的大多却
是“突发事件”，如果教师不能在短时间内迅速解决很有可能
导致整个实验的失败。与此同时，在整个课程中教师还要有效
解决教师少学生多 ( 一名教师通常要指导十组学生实验) 、复
杂的实验过程与时间短的相互矛盾。

2. 3 课程目标要求高
“高分子化学”作为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

课是学生将来从事本专业工作的重要基石。而“高分子化学实
验”是加深学生对所讲授的高分子化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并将其
付诸实践的第一步。在大学四年的学习中，学生参与每一个高
分子化学实验的机会可能只有一次。因此实验的成功与否对于
学生自信心以及对本专业科研兴趣的培养至关重要。学生的理
论基础不同，动手能力更是千差万别。如何让每一名学生都能
成功完成高分子实验是青年教师面临的重要考验。如果没有有
效的教学方法和较好的综合能力将很难完成教学任务。

3 青年教师上好 “高分子化学实验”课的关
键因素

图 1 上好高分子化学实验课的关键因素

结合自身多年的“高分子化学实验”课程的讲授经验，我
体会青年教师要上好“高分子化学实验”课至少要把握好四个
方面的关键因素，具体内容如图 1 所示。

3. 1 苦练内功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青年教师只有认真
备课苦练内功才能上好高分子实验课程。有效的备课主要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

( 1) 通读实验教材: 了解每个实验所涉及的理论基础知识
和仪器设备，把重难点内容用记号标记出来，把教材理解透
彻;

( 2) 粗写教案: 按照实验目标和要求把要讲授的内容列出
提纲，把重点要讲述的内容、难点内容、可能会遇到的大小问
题陈列清楚，并留足空间以备填补;

( 3) 课程设计: 根据所列的提纲，把各部分要讲述的内容
补充进去，那些详细讲，那些简单讲都要标清楚，并要反复推
敲各部分内容结构、措词和方法等，力求达到最好的效果; 对
实验中很难讲述清楚的内容进行动画设计和多媒体录像，制作
实验操作短片，一边播放一边讲解以提高讲课效果;

( 4) 预做实验: 上课之前，自己要把上课要做的实验先做
一下，对实验中易出现的问题进行认真记录，并制定多条防范
措施和解决办法以备不时之需;

( 5) 自我讲评: 上课前自己要把每次上课内容先试讲一
下，通过试讲发现问题并及时改正。

3. 2 熟悉学生

兵法有云“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青年教师要讲好高
分子化学实验课还要在讲课前预

先了解上课学生的情况。这主要包括二个方面的内容:
( 1) 学生的结构: 即要了解上课的学生是材料科学与工程

本专业的学生还是外专业的学生。对于本专业的学生要详细了
解“高分子化学”、 “有机化学”、 “物理化学”讲授的时间、
讲述的内容以及正在讲授的相关课程的进展情况，做到心中有
数; 对于非本专业的学生还要详细了解他们的专业特色，所学
专业与高分子化学的关系。根据所了解的内容对讲课教案进行
调整做到有的放矢。

( 2) 学生的实践能力: 主要了解学生下厂实习情况和以前
所做的实验情况。对学生的动手能力进行初步评估，制定实验
实施方案。

3. 3 讲课技巧
( 1) 约法三章: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课堂纪律是上好一

堂课的重要保证。作为青年教师要有沉着坚毅的性格，善于向
学生提出要求。在上课之初便规定好课上可以做什么，不能做
什么，做到有章可循有理可依。

( 2) 积极调动学生的注意力和学习兴趣: 上课要防止枯燥
的讲述和长时间的理论推导; 要精确控制自己的教姿、教态、
语音、语调、板书、布局、讲序和进度; 综合利用板书、图
片、多媒体课件、flash 动画设计等教学方式，从多方位、多角
度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学生的记忆。

3. 4 师生互动

课堂是教师的课堂也是学生的课堂。上课时要注重师生互
动，学生不单单是听众也课堂的表演者。讲课中要在不同阶段
向学生抛出不同的问题让学生来思考回答，并在最后给出标准
答案，让学生在实验中不断的思考、学习、进步，这样学生才
会学到更多知识，并会感到学习的价值所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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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才培养的社会地位和责任。这样才能使培养出来的学生能
在未来的国家建设中起到生力军的作用。

1. 2 高校培养学生要以相关企业密切合作
“卓越计划”明确要求学生的学习必须包括在校学习和企

业学习两个阶段［3］。化工专业本身就是一门实践课程，要求具
有很强的实践能力。

在校学习期间，要注重培养和强化工程实践能力、设计能
力、创新思维等。加强跨学科、跨专业等复合型学生的培养。
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化工设计大赛和“省、国家层
面挑战杯”项目等的投入。通过组织“我的专业我做主”等社
团系列活动，让学生明白自己的专业范畴、就业领域和未来规
划。

企业学习阶段主要包括生产实习、毕业实习、工程实训和
毕业设计等。学校可根据专业特点，与相关企业建立“校企合
作联盟”。在制定培养计划和指导学生实习时，将企业的优秀工
程师吸纳进来，实施“双导师制”，为落实教育部提出的“学生
在企业学习一年，‘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提供硬件支持。

为充分发挥企业和学校的优势，可以将学校的老师派送到
相关企业进行短期的“工程实训”，以提高教师的业务能力;

同时也可以将企业员工送到学校进行深造，以加深他们的专业
理论知识。可以通过一些科研项目来加强企业员工与高校教师
的合作深度，注重“产学研”模式的建立。这不仅提高了教师
的业务能力，同时也为企业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实现“校
企”双赢局面。

1. 3 高校培养学生要注重综合素质的培养

高等学校在培养卓越型人才时，不仅要培养学生具有较强
的专业学习能力，还要注重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实践执行力
和管理能力”等方面的培养和开发［4］。

创新创业能力要求培养大学生以“不唯书，不唯上，只唯
实”的态度对待事物，解决问题“不盲从、不武断、不草率”
的思维方法。充分挖掘学生的创新能力，唯有“创新”才能引
领潮流前进。学校可以通过各种创新实验、项目、活动等来促
进这方面能力的培养。实践执行力是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问
题相结合的能力。卓越工程师要求具有很强的动手能力和分析
问题能力。学校可以开展各项实验技能大赛、设计大赛、创新
大赛来提升实践能力。管理能力是一种综合学问的体现，是现
代工程师必须具备的一项素质，是工程师服务社会的一个助
力。没有较强的管理能力，就会使简单问题复杂化，就不能形
成强大的团队。卓越型人才还必须具有过硬的政治素质，坚强

的责任心［5］，强烈的时代使命感，良好的诚信品质和艰苦朴
素、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等核心素质。

1. 4 高校培养学生要与国际接轨

中国经济正以坚实的脚步迈向世界，卓越型人才必须具备
与国际接轨的能力，这不仅指外语水平，更包括了了解和熟悉
有关国际惯例［6］。在外语水平上要求具有很强的听、说、读、
写等能力，尤其要有很强的外语写作能力，包括各种信函、合
同、文件等。在技术层面，要熟悉各种设计规程和实验标准，

并要与国内行业相结合，灵活使用。学校可以通过举办具有一
定专业背景的外语竞赛或外语活动，以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
学校还可以通过与海外高校、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项目，派送
一些专业对口和外语水平较高的学生或老师到海外高校或企业
进行短期的工程实训。如果我国高校以这种方式持续培养下
去，不出 10 年时间，我国就将能造就一大批卓越的国际工程
技术人才，这为我国“走出去”战略的落实和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持。

2 结 语

目前，国内许多高校和企业都在努力围绕“卓越工程师教
育培养计划”开展工作。我们要更新落后的工程教育理念，以
国家发展战略为指导方向，与企业密切合作，更注重学生综合
素质的开发和强化，面向国内和国际社会培养我国更多的卓越
型人才。若干年后，必将有力推动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

为实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的工业体系提供更高水平的专
业技术和工程人才，为实现我国由工程教育大国迈向工程教育
强国提供有利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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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上课前青年教师还要主动与学生接触，与学生打成一片，

让学生时刻感到老师在关注着他，爱护着他，增进师生间的理
解，这样上课效果会更好。

4 结 论

“高分子化学实验”课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课程。青年教
师能否上好“高分子化学实验”课在主要取决于其对课程的热
爱和自身的创新性思维。只要掌握正确的讲授方法，并不断大
胆实践和认真完善，青年教师一定能快速适应高校的教学环
境，成为一名合格的专业教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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