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２０１４－０４－１６；修回：２０１４－０６－２３；
基金项目：天津市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编号：６６）；天津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编号 ＨＥ２０１９）；天津市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 研 究 计 划 项 目；基 于 国 际 化 视 野 的 材 料 专 业 拔 尖 创 新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的 构 建 与 实 施（Ｂ０５－
０８０４）；
作者简介：西鹏（１９７１－）男，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高分子材料的设计与合成研究。Ｅ－ｍａｉｌ：ｘｉｐｅｎｇ＠ｔｊｐｕ．ｅｄｕ．ｃｎ．

高效完成外专业高分子化学教学任务的思考与对策

西　鹏１，２，高　利１，王超华１，周晓峰１，张桂芳１，赵义平１

（１．天津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天津　３００３８７；

２．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高分子物理与化学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８０）

　　摘要：在充分分析外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以及高分子化学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以高分子化学实

验为平台，课上教学与现场实践教学相结合，共同完成外专业高分子化学教学任务的新方法。教学实践结果表

明该方法不但有效解决了外专业高分子化学课时少与课程教学 内 容 多 的 矛 盾，而 且 通 过 现 场 实 践 教 学 使 学 生

在动手实践中充分体会到了高分子化学的理论知识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做到了学与用相结合、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课上学习与课下学习相结合。该教研成果为高效完成外专业高分子化学教学任务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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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高分子科学的发展，高分子材料已经广泛分布在与我们的衣、食、住、行相关的各个领域。而“高

分子化学”作为研究高分子材料的合成、改性与反应机理的一门科学，已经在各大综合性大学或理工科大

学中与高分子相关的院、系或专业普遍开设，成为高分子材料专业的重要专业基础课程［１］。目前，随着素

质教育理论的普及，非高分子专业的高分子化学课程也愈来愈受到重视，并已逐渐向着相关专业，如化

学、应用化学、纺织学科和生物学等专业的必修课程方向发展。因此系统研究外专业“高分子化学”的讲

授方法，高效地完成教学任务已经成为“高分子化学”教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重要教研课题［２］。本文结合

我校多年来纺织学科“高分子化学”课程的教学经验，提出了以高分子化学实验为平台，课上教学与现场

实践教学相结合，高效完成“高分子化学”教学任务的教学方法，在教学上取得了较好效果。

１　外专业高分子化学教学的特点

１．１　学生的特点

图１给出了纺织专业学生化学类相关课程的设置情况。从图１中可知，外专业的学生对于高分子化

学前期的基础课程学习很少，有的甚至没有学过。因此学生对高分子化学教学中遇到的许多相关化学课

程的知识，如逐步聚合反应中涉及的单体官能团的反应活性、反应条件、聚合特点等内容很难理解，这为

高分子化学教学造成了非常大的难度。

１．２　外专业高分子化学课程的特点

对于外专业来说，高分子化学在相应专业中虽然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在教学课时的设置上受本专业

课程的限制一般都非常少，如非织造专业的高分子化学理论教学只有２５课时。教师完成常规的高分子

化学教学任务都很难，更不要说对高分子化学教学中所涉及的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中的相关知

识进行详细讲解。
在高分子实验课程的设置上，理论课教师与实验课教师不是一套人员。所开设的实验课与理论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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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纺织专业化学类相关课程的设置情况

ａ．非织造专业；ｂ．纺织工程专业；ｃ．高分子专业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ｄｅｓｉｇｎｓ　ｏｆ　ｔｅｘｔｉｌｅ　ｍａｊｏｒ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Ｎｏｎｗｏｖｅｎ　ｍａｊｏｒ；ｂ．ｔｅｘｔｉｌ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ａｊｏｒ；Ｃ．ｐｏｌｙｍｅｒ　ｍａｊｏｒ

间的联系不够紧密，有的甚至要间隔一个学期才上高分子实验课；大多数学生在做高分子化学实验时几

乎对高分子化学的理论知识已经非常陌生了。所以在实验中大多学生都是在做验证性实验或者马虎过

关，应付了事，实验教学达不到预期效果。

２　高分子化学的知识体系

２．１　高分子化学教学的主要内容

目前，高分子化学理论部分大多数学校所选用的教材是潘祖仁先生编著的《高分子化学》第五版。而

高分子实验部分大多数学校都是根据本校的教学资源自行开设的。图２给出了高分子化学理论教学与

实验教学的主要内容［３］。从内容的设置上可以看出，有许多相互重叠的部分，如逐步聚合机理和自由基

聚合机理等。

图２　高分子化学课程的教学内容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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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实验课程内容不能满足教学要求

在实验课程设置上，悬浮聚合、乳液聚合、阴阳离子聚合、可控自由基聚合均未开设实验。学生对这

些知识的感知非常少，没有感观印象。有的学生上完课后连基本的高分子化学实验都无法自行设计和实

施，极大削弱了学生对高分子化学的学习积极性。

３　外专业高分子化学课程的设计与对策

３．１　实验与理论课程同步进行

在高分子化学理论与实验课程设计上打破原有的壁垒，整合教师队伍使高分子化学实验课程与理论

课程同步，做到相互交叉、相互补充。

３．２　充分利用实验课时做到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在教学中以实验课程为基础，将逐步聚合、自由聚合、自由共聚合的反应机理和实施方法以具体实例

的方式展现出来。使学生在自身实践中，充分感受与理解各种聚合反应机理的实质，而枯燥的理论也因

具体实例的引入变得更加生动具体。更为重要的是学生在实践中能真实感受到所学知识的用途与价值，
这将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这样既解决了高分子化学理论课教学课时少的问题，又丰富了高分

子化学实验教学的内容，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３．３　以聚合物的化学反应机理为基础自行设计综合性实验

在课程结束时，让学生自行查阅文献资料，设计一个综合性高分子化学实验。要求学生运用多种聚

合方法制备出具有特定分子结构的聚合物材料并要对其结构与性能进行表征。教师集中对学生的实验

方案进行评价，讲解设计高分子化学综合实验的基本步骤与方法，并对实验最终结果进行分析，指出实验

的优缺点，让学生们根据自身情况取长补短，做到学以致用。

３．４　远程教学与课上教学相辅相成

充分利用国内重点大学的师资资源，将国内重点大学的高分子化学教师引入远程教学系统。根据学

校开设新型高分子化学实验的软硬件设施不足以及外专业高分子化学课时少的现状，以课外作业的形

式，让学生根据相关文献自己总结新型高分子化合物的合成方法、反应机理、实验设计和结果分析。并利

用所学知识，绘制出反应路线图（如图４，５所示），研究各个反应步骤的设计机理，学习反应结果的表征方

法。通过远程教学系统实现文章作者与学生间的有效互动，从而使一些新型的、无法开设的实验具体化，
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锻炼学生运用高分子化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图３　功能改性聚合反应路线图实例［４］

Ｆｉｇｕｒｅ　３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ｒｏｕｔｅ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３．５　自学辅助

教师可以将高分子化学课程中每一章所涉及的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知识制作成

多媒体语音视频课件发给学生。在开始讲授高分子化学每一章内容之前，让学生参照多媒体课件对其相

关的基础知识进行自学，并利用课间时间进行及时答疑。这样在上课时学生的学习效果会显著提升。

·１２１·　第９期 　　　　　　高　　分　　子　　通　　报



图４　原位聚合改性反应路线图实例［５］

Ｆｉｇｕｒｅ　４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ｒｏ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ｓｉｔｕ　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４　结论

本文以工科院校纺织工程专业为例，详细分析了外专业学生相关化学类课程的学习情况以及高校教

师在外专业高分子化学教学中所遇到的诸多难点问题。提出了以实验教学为中心，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

相结合的高效完成外专业高分子化学教学任务的新方法。相信通过大家的不懈努力，在外专业高分子化

学教学方法上会有更多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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