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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基础课中的立德树人 |《有机化学》

编者言

新医科大学教育形式下，课堂两性一度的推动下，教师不仅

要引导大学生学习基础知识、提升基本实验操作技能，更要重视

思想政治素质教育，以达到培养大学生严谨求实的科研态度、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及培养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目标。有机化学实际

教学中，从重构教学内容、创新教学设计、创新教学环境、创新

课程思政反馈和评价等多方面入手，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进行

一系列创新性探索和实践，以达到培养德才兼备的新时代医药人

才的目的，也为其他课程实施课程思政提供借鉴和指导，产生辐

射效应。

本期分享 基础医学院 王秀菊老师

《有机化学》四位一体的双课堂混合式教学育人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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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 20多项。

育人箴言：义不旋踵、饮水思源、不弃微末、久久为功

图 1 教师风采

团队成员

郭亚萍、张金、党珊、翟沙沙、胡亚平、杨淼、李静、高利、

郭连霜、白淑坤

图 2 教师风采

课程简介

有机化学是针对药学、药剂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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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有机化合物的组成、结构、性质、制备方法与应用的科学。

学生学习该课程之前已有无机化学的基础，同时该课程又是药物

合成，药物化学等学科的基础，有机化学理论和实验都蕴含了丰

富的课程思政元素，可以对学生进行大爱精神，医德交融，医学

哲学的意识的培养。

有机化理论共有 13章，五大部分，化合物种类繁多，化学性

质复杂，各章之间相互关联，各化合物之间相互转化，知识体系

呈现较大的跨越性和交杂的交错性，实验课程 16个，包括实验操

作和有机化合物制备，是一门研究性质与应用的学科，但在实际

的教学终发现理论联系实际不够凸显，缺少解决实际问题的内容。

由于课程的这些特点加上传统的教学模式，出现如下的教学

难点和教学痛点：

1.教师定位不准，教学目标泛化，导致学生抓不住重点，积

极性不高。

2.教学模式单一，知识点内容陈旧内驱力不足，导致学生创

新性不够。

3.考核模式单一，无多元化考核，导致学生突击应付考试，

主动性不足，最后造成教师难教，学生难学，培养的学生不能很

好的满足社会用人的需求。

近年来，我课程组在药学有机化学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实

施课程思政，进行了有益尝试，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教学中的



- 4 -

思政教育多较零散，缺少整体设计，难以与专业教学形成合力。

另外，思政元素与药学有机化学通过什么途径结合、以什么模式

结合等，都未进行专门化、系统化的研究。教学形式单一，与现

代教学手段融合不足，目前仅采取教师课堂讲授中穿插思政元素

的模式，以说教为主，缺少学生的参与，无法体现学生的主体地

位，很难激发其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

基于上述的教学难点和教学痛点，在医用化学的教学中，建

立基于 OBE 的有机化学双课堂(第一课堂+第二课堂)混合式教学

模式，因此，结合课程特点，从教学内容重构、创新教学设计、

创新教学环评，创新思政反馈和评价及成效等多方面入手，围绕

立德树人的目标，进行一系列创新性探索和实践。基于我校人才

培养目标，从知识塑造，能力培养，素质提升，价值引领四个方

面，全方位提升教学教学质量，达成立德树人，协同育人的根本

任务，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同时赋予有机化学课程更多的

人文情怀，走一条有温度的自然科学的学习之路。

一．思政育人目标

在新时代背景下的人才培养需求下，在两性一度的教学形势

下，依据学校办学定位，以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

设指导纲要》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为指导，重构教学内容，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团队为基础，以

成果为导向，秉承“夯实基础理论，强化专业知识、深化创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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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塑造价值引领”的教学理念，建立四位一体的教学目标，首

先在知识层面：扎实的有机化学知识，为学生学习药物化学、药

理学等课程提供知识储备。其次在能力层面：具备扎实实验技能，

药物制剂的初步设计能力和药物研发能力。在素质层面：能终身

学习，有健全人格，是合格的药学人才，符合科研人员的基本素

养。思政层面：注重学生爱国爱党教育，辩证唯物的教育，绿色

环保，创新创业精神培养。最终达成立德树人，协同育人的根本

任务，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二．设计思路

具体的设计流程为：明确社会需求，修订培养目标，设计教

学过程，优化授课内容，改革教学方式，完善教学模式，构建贯

穿全过程的考核体系，培养复合型、创新型药学专业人才，基于

OBE“持续改进”理念，根据课程目标的完成情况，不断反向设计

优化授课过程和教学大纲，实现“修订–反馈–改进–再反馈”

的长效改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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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课程思政设计流程

（一）重构教学内容，编写教学大纲，重新开发和设计教学

资源，建立四位一体的教学目标

1.修订教学大纲，在教学大纲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建立四

位一体的教学培养目标。

在教学课堂两性一度的推动下，以培养一流的药学人才为目

标，重视学生创新思维、专业知识技能及德育综合素养的培养。

在教学设计中，打造了以“基础理论知识-基础结构研究-反应机

理解析-新药研发”为主线，集 “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提升-

人格塑造”四位一体的课程教学内容，为一流的药学药剂人才的

全方位培养提供了有力保障。

图 4 四位一体的课程思政建设体系

表 1：各章节课程思政与专业教育内容融合一览表

章节名称 知识目标 能力和素质目标 育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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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生命力学说”的

突破，尿素的合成

论：火星救援中马特

如 何 合 成 尿 素 种 土

豆？

实事求是，不畏权威，勇于

质疑。

第二章烷烃

雾霾 PM2.5 的 形

成，引入自由基反

应机理

雾霾PM2.5的形成机制

是如何的？治理可采

取哪些举措？

从身边小事做起，像保护眼

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营造

健康的生态环境。

第三章烯烃
马尔科夫尼科夫规

(Markovnikov Rule)

案例：运动场上的化学

大夫 “氯乙烷”)，导

引出合成的 必要性，

拓展超共轭效应的 电

子效应作用及诺贝尔

化学奖

再现 Markovnikov 规则的

发 现过程，启发学生创新

思维。

第四章炔烃和

二烯烃
炔烃制备

中国煤制烯烃技术产

业化

民族自豪，科学家的创新精

神、探索精神。

第五章脂环烃 开环反应 开环反应结构分析
透过现象看本质，辩证唯物

主义哲学观。

第六章立体化

学基础
R/S构型标记法

“反应停”的危害和结

构拆分

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培养

学生严谨地对待实验数据，

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第七章芳香烃 苯环的结构 凯库勒与苯的结构

探究与创新精神，树立正确

的人生态度与价值；多角度

分析问题的科学方法。

第八章卤代烃 卤代烃的 农药六六六
建立环境保护的思想，树立

社会责任感。

第九章醇、酚

和醚
醇酚的应用

科学抗疫-84 消毒液、

医用酒精和对氯间二

甲苯酚

树立科学抗击疫情、理性思

维和科学生活。

第十章醛和酮

哮喘，引入格 式试

剂与醛酮的 亲核

加成反应

利用亲核加成反应机

理，解读哮 喘常用药

顺尔宁(孟鲁司特钠)的

合成过程，引导学生的

科学思维

引入格式试剂之父主格林

尼 亚背后的故事，引导当

代大 学生要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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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资源的设计与开发

在修改教学大纲的基础上，重构的教学内容设计和开发个性

化教学资源，包括任务单的设计素材包的搜集与制作、作业和测

验的设计等，主要通过以下方法完成：

（1）学习任务单的设计：学习任务单为学生的课前学习提供

了指引和方向，是“SPOC+BOPPPS”混合式教学有效实施的保障。

课前学习任务单主要包括课前学习内容、翻转课堂的小组汇报主

题与要求等内容。

（2）素材包的搜集与制作：素材包主要包括各知识点、各专

题的微视频以及对应案例相关素材如课程思政库、视频、图片等

的搜集和自主开发。微视频包含请专业公司制作的慕课视频、采

用专业的屏幕录像软件 Camtasia Studio 9.0自制知识点录制、专任

教师随手拍视频以及网页素材等，每个视频时长控制在 10min以

内，便于学生利用碎片时间学习。

（3）作业和测验的设计：作业和测验作为检验和评价学生自

第十一章羧酸

和取代羧酸
物理及化学性质

羧酸沸点高的根本原

因、二元羧酸受热反应

类型分析

科学精神—从事物本质分

析问题的科学方法。

第十二章羧酸

衍生物
酰化反应

阿莫西林，青霉素等抗

生素的结构与酰胺的

关系

联系前沿发展，提高自主创

新能力。

第十四章有机

含氮化合物
烃基化反应 麻黄素的合成与应用

职业素养：药物的合理使

用；辩证法：事物的两面性，

量变引起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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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学习效果的一种重要手段，可以有效帮助教师更有针对性地设

计课堂教学。教师可从学习通题库中分层次设置好基础性以及综

合性作业和测验内容，并分阶段推送到学生手机端。教师从系统

统计学生作答情况，再有针对性地设计或调整课堂教学活动。

（二）模块化设计思政元素，提高知识的内化程度，以思政

魅力展有机风采

四大模块覆盖所有章节主要包括：

一是爱国爱党教育、二是辩证唯物思维教育、三是绿色环保

发展理念、四是创新创业精神培养。

植入课程背后的人文情怀，能让知识的理性学习与课程思政

的情感提升有机结合，让理论知识“活起来”，增添有机化学课程

的人文魅力，走一条“有温度”的自然科学学习之路！

图 5 课程思政四大模块

1.爱党爱国情怀教育

爱党爱国情怀教育内容在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得以彰显。增强

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自信心，激发其对药学有机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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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兴趣，同时也激发其为国家药物研发领域的发展努力学习

的热情。

2.辩证思维

运用辩证思维的方式将这些分散在各个章节的内容联系起来，

可以帮助学生更加系统地理解，也使其能更容易接受后面篇章的

内容，还可以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认识事物对立统一的两面性，

使学生深刻把握知识。

3.绿色环保的发展理念

习主席曾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通过列举药物合成工

艺路线改进、播放环保视频、组织学生到野外实地考察实践等教

学手段 讲述环保的重要性，并介绍一些药企绿色发展的成功案例，

从降低污染物排放、强调能源与环境协调及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

意义，通过绿色环保发展理念的融入，使学生形成绿色发展的环

保理念。从安全环保入手，融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帮助学生树

立安全第一的意识和崇尚自然、尊重自然的理念，增强其投身生

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

4.创新精神

通过介绍药物合成方法的创新发展，培养学生 的科技创新精

神。并通过教学对现有的药物合成策略加以延伸，以此吸引学生

的学习兴趣，鼓励其查阅资料去了解和认识 药物合成领域更加尖

端的技术，树立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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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药学有机化学学科特点，灵活融入课程思政教学，融入

包括“案例穿插法”，“隐形渗透法”，“讨论辨析法”，“任务教学法”，

“专题嵌入法”,“网络教学法”,“画龙点睛法”,“实地考察法”等。

案例穿插法

教学任务法

画龙点睛法

（三）建立基于 OBE 理念的 SPOC+BOPPPS 双课堂的混合

式教学模式

针对目前我校医学院校药学本科专业有机化学课程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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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及在教学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结合上述各种教学模式的

特点和应用情况，本研究依据 OBE教学理念，依托 SPOC教学

平台， 构建“SPOC+BOPPPS”的混合式教学模式。首先基于 OBE

教学理念对教学内容重新审视和个性化定制，包括确立课程教学

目标，重构教学内容，划分教学阶段，设计教学资源，然后在第

一课堂根据 SPOC+BOPPPS教学模式设计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

节，建设第二课堂完全沉浸式体验课程思政的内涵，在第二课堂

中，开展暑期社会实践，药学技能大赛，挑战杯大赛，紫薇杯大

赛等活动，让学生由“要我学习”变成”我要学习”。同时建立多元

化的评价体系，通过任务驱动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

图 6 双课堂混合式教学新模式

通过课前学习、课堂翻转、分层次教学、个性化评估“四位

一体”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设计，打造了参与度、亲和度、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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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度、练习度、 延展度“六个维度”的有机化学课堂，实现知第

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同频共振，培养当代大学生的家国情怀和责

任担当。

（四）考评反馈

科学合理的教学考核方式，不仅能检测学生的学习效果，还

能很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最终的教

学评价的达成分为以下的四块，知识能力考核，多元化考核，个

性化分层次考核和总结型考核四大部分。具体的实施过程如下，

评价的主不仅限于学生和教师，还包括同行，社会，评价构成包

括过程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在过程性评价中根据学生学习情况

进行分层次教学，加入多元化评价和进阶型评价，更注重学生的

个性化发展，同时根据考评和反馈及时调整整个授课环节，最总

达到教与学互促，互补，构建完整的教学闭环。

图 7 课程考核各级指标（包含课程思政各级考核）

三．课程思政典型教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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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对映异构

对映异构这一章节内容枯燥，结构抽象，是公认的难教难学

的章节，解决的策略是打造基于 OBE的有机化学基于 OBE教学

理念的 SPOC+ BOPPPS的双课堂混合式教学新模式，同时融入课

程思政，赋予有机化学更多的人文内涵，走一条有温度的自然科

学学的学习之路。

图 8对应异构思政融入点及融入方式

★首先通过反应停事件导入新课-药品是为人类服务的商品不是

牟利的产品。

★介绍到手性碳原子，引入抗新冠明星药阿兹夫定，点亮中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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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全过程参与式学习，抛出问题，解决问题，层层递进，探究新

知。

图 8 全程参与式学习

★通过判断反应停 R，S 构型，解密反应停致畸原理。首尾呼应，

强化理论武装，深度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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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诺奖和我国的手性药物泽布替尼，为学生科研开拓思路，

二次强化课程思政。

★通过话题讨论，实现价值引领，打通“三全育人”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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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醛酮的亲核加成反应

醛酮这一章节是有机化学承上启下最关键的一章内容，亲核

加成反应是醛酮最重要的反应，难度和深度使学生望而却步，传

统的教学方法很难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但本节内容和科技前

沿和医学生活案例联系紧密，基于上述特点，融入课程思政，达

成学生四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设问开头，引起学生兴趣。

★解密吊白块致癌机制，关注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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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眼睛感光机制，呼吁平衡膳食，注重健康！

★从自卑中走出的诺贝尔化学家，在逆境中奋力拼搏才是人生的

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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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翻转课堂

四．实施成效

通过学习平台，对我校药学、药剂本科专业 230 名学生进行

满意度问卷调查，调查内容涉及课程目标达成情况、教学模式、

教学的评价与反馈以及课程教学质量大幅提升等，93.8% 学生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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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种教学模式更有利于帮助自己突破知识难点，提升自主学习

能力，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团队协作

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一）课程的教学成果

1.河南省在线开放精品课程，医用化学，河南省教育厅，2021。

2.河南省优秀基层教学组织，医学化学与生物化学系列课程

组，河南省教育厅，2018。

3.校级在线精品课程，有机化学，三全学院，2018。

4.疫情防控期间优秀网络教学案例——有机化学，2020。

5.《药学化学实验》郑州大学出版社--含有课程思政的实验教

程，2019。

6.《有机化学与有机化学材料研究》云南科技出版社，2020。

7.《化学教学与实验室安全防护实践研究》西北工业大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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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含有课程思政的实验教程，2023。

8.《有机化学基础理论及工艺实践》延边大学出版社，2020。

图 8 部分教学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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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文发表情况

1.基于 OBE 教育理念的医用化学课程改革与实践[J].课程教

育研究，2021，24，87-88.

2.智慧教育背景下民办高校医用化学混合式教学研究[J].课

程教育研究，2021，44，100-102

3.立德树人视域下医用化学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J].河南

教育，2023.

4.新医科背景下智慧+混合+思政教学改革设计与实践[J].河

南教育，2023.

5.从医用化学缓冲溶液视角科学辟谣酸碱体质轮[J]化学教育，

2024.

6.药学类专业分析化学课程思政点融入方式的设计与实践[J].

卫生职业教育,2022,40(24):60-62.

(三) 项目

1.智慧教育背景下“三课堂四融合”创新模式在分析化学课

程思政中的实践研究（立项项目编号：WJLX2023123）,2023 年

河南省医学教育研究项目.

2.“OBE+课程思政”联合教学模式在药学分析化学中的实践

与探索（SKL-2024-666）,2024.5

3.“智慧教育” 背景下分析化学开展课程思政教育的创新策

略研究，河南省社科联,2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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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互联网+”背景下分析化学打造思政“金课”的教学模式

研究（结项项目编号：HNMXJ20230042），获得成果奖三等奖，

河南民办教育协会,2023.6

5.新时代背景下医学院校分析化学课程思政教育的创新策略

研究，新乡市优秀调研成果一等奖，新乡市社科联,2023,6

6.协同育人视角下药学类专业分析化学课程思政实践研究

（2020YB0140），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一般课题，（结

项编号：2022YBJ0154）,2022.8

（三）学生论文和科研项目

1.学生论文：

（1）中药材车前草本草考证及现代药理学分析[J].微量元素

与健康研究.2022,39(06)：45-47.

（2）超声辅助双水相艾叶总黄酮提取工艺及其抗氧化活性

研究[J].饲料工业.2024,45(18)：93-99

2.学生项目：

表 2 学生项目立项一览表

项目名称 级别 指导老师

河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立项 厅级 高利

2023年河南省互联网+创新创新大赛二等奖 厅级 胡亚平

2023年河南省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 厅级 胡亚平

基于烯胺酮的多环吡咯的合成及抗肿瘤活性研究 校级 王秀菊

蛇莓提取物蛇莓多糖的体内抗炎作用的研究 校级 党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