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0

中国科教创新导刊

中国科教创新导刊  China Education Innovation Herald

2011  NO.04

China Education Innovation Herald 理 论 前 沿

化工原理是化工类及相关专业的一门

主干课 ,也是化工、环工、生物、食品等相

关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技术基础课程。目

前化工原理课程以“三传”为主线 ,即以动

量传递为基础 ,讲述流体输送、搅拌、沉

降、过滤等单元操作 ;以热量传递为基础 ,

讲述传热、蒸发操作 ;以质量传递为基础 ,

讲述了吸收、精馏、结晶等单元操作以及

热量、质量同时传递过程的干燥操作。它

是一门能够体现知识由理论到工程、基础

到专业的课程典范。化工原理课程指导思

想是使学生掌握研究化工生产中各种单

元操作的基本原理 ,过程设备和计算方

法 ,培养学生具有运用课程有关理论来分

析和解决化工生产过程中常见实际问题

的能力 ,并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必

要的基础。该课程对培养学生的化工工程

实践能力、综合运用知识能力和创新能力

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本人在教学过程中常常发现学生对基

本概念和理论理解不透彻 ,抓不住每章节

内容的核心和本质 ,公式死搬硬套 ,不能与

实践相结合 [1]。以流体流动为例 ,这一章节

的核心知识点是伯努利方程、管流阻力计

算方程和流体连续性方程的综合运用 ,针

对这一类问题 ,可以举一个自来水厂用泵

输送水到蓄水池或者污水排放的例子 ,从

而确立明确的解题思想与思路。首先 ,应根

据题意确定研究对象 ,找好进出口的基准

面 ;其次 ,列出伯努利方程 ,分析已知参数

条件 ,找出未知参数 ;第三 ,运用相关基础

方程如流体连续性方程、流量计的流速和

流量计算方程、流体静力学方程等解出可

以确定的物理量 ;最后 ,由伯努利方程计算

指定物理量如功的结果 ,从而进一步计算

功率和效率等物理量。但是部分同学总理

不顺这些环节 ,这可能跟知识点的课堂讲

授方法有着重要的关系 ,目前一般采取的

教学方法是 :先对课程中每一章的基本概

念和基本理论进行详细讲解 ,然后通过常

规例题来加深对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学

习和理解。由于只注重知识点的分解剖析 ,

对好的学生效果还可以 ,然而由于没有很

好的设置知识点的实际应用背景 ,学生对

知识点的学习就显得兴趣不足 ,特别是在

课堂上进行一些理论计算公式的推导时 ,

有时就显得枯燥乏味 ,从而降低课堂教学

效果。因此化工原理课程应在介绍各种典

型单元操作的同时 ,突出其共性规律和方

法 ,帮助同学掌握化工单元操作中最基本

的知识、规律、概念以及运用数、理、化等基

础知识去研究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方法。

如何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与学生的学

习效果呢？并且如何使学生较为愉快的学

习？个人认为可以在案例教学上下功夫 ,以

巧妙设计具有工程背景的案例作为每一个

化工操作单元教学的切入点 ,让学生明确

该单元操作在工业中的应用背景 ,自己学

习的知识点在生产实际中究竟有何用途？

拟解决哪些问题？在学习过程中应注意哪

些问题？让学生带着感兴趣的问题去学习 ,

可以达到以下作用 :首先 ,可以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 ,因为这会让他们觉得老师不仅

在教他们如何学习知识 ,而且还在教他们

如何学习化工设计技术和解决生产实际问

题的方法 ,增强课堂教学的工程氛围。其

次 ,通过具有相应工程背景的案例教学可

以优化教师课堂知识讲授的结构与层次 ,

我认为在备课与授课过程中可以根据解决

案例中实际工程问题所需要的知识点来组

织教学和复习 ,这样使课堂教学过程更加

环环相扣 ,其它知识点在此基础上再跟学

生交代。以蒸馏为例 ,我以企业合作项目稀

硝酸水富集为工程背景 ,并让学生分组合

作 ,先通过查阅文献制定不同浓度硝酸水

溶液富集的方案 ,根据方案中所需解决的

问题去预习蒸馏这一章的内容 ;然后 ,列出

本小组不能理解和解决的概念、理论和问

题。最后 ,我把这些知识点分类和归纳 ,再

将它们串入本章节知识点的讲解过程中。

第三 ,在教学过程中 ,及时的进行一些重要

知识点的设疑 ,加强与学生的讨论与沟通 ,

以工程背景的案例为教学切入点,优化化工
原理课堂知识讲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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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化工原理内容和专业的特点,讨论了如何以具有工程背景的案例为教学切入点,优化化工原理课堂知识的讲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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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让学生在知

识的学习过程中获得成功解决实际问题的

成就感。这样也可克服学生被动学习、满堂

灌的局面 ,打破沉闷的学习气氛 ,使学生在

讨论中对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 ,感到学习

有压力 ,将压力变为进一步学习的动力。第

四 ,每一章讲授结束后 ,再留一题相应的案

例分析或讨论题 ,让学生再次系统运用所

学知识去解决具有化工生产背景的实际问

题 ,进一步强化对知识的运用。最后 ,随着

现代化工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的不断涌

现 ,在课堂教学中 ,只有不断补充和更新部

分教学内容 ,及时地向学生介绍有关单元

操作研究的最新成果及动态 ,扩大课堂的

信息量 ,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化工人才 [2]。

而以具有实际工程背景的案例教学恰恰能

够提供这样的情景。同时 ,在这个过程中应

该将先进的教学手段与传统的教学手段相

结合 ,课堂教学中黑板和多媒体大屏幕交

替使用 ,图文声并茂 ,灵活生动。既缩减学

时、扩展内容 ,又增强了学生的学习主动

性、自觉性。使课程教学向着多元化、大容

量、生动直观的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 ,化工原理课程教学应注重

结合案例教学来强化工程观念 ,强调从工

程的角度看问题。从生活或生产实际问题

出发引出概念或理论 ,然后介绍它的内涵 ,

同时拓展它的外延。鼓励学生带着问题去

学习和补充化工原理的相关知识 ,使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能综合利用所学的课程知

识 ,以加深、强化学生对基本概念或理论的

理解与运用 ,同时学会利用基础知识解决

化工及相关行业中实际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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