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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础化学》课程的开设是为了培养具有知识技能和创新精神的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因

此,教师对学生的教育教学需要全面化,其中化学史教育是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在《基础化学》课程教

学中给学生适当介绍一些化学史,可以加深他们对化学领域的认识,可以提升学生的求知欲,可以激发学

生的爱国热情,可以提高学生的辨证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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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urse "Basic Chemistry" is aimed at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alents with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skills, and innovative spirit. Therefore, teachers' education and 

teaching of students need to be comprehensive. Chemical history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ways. 

Introducing some chemical history to students in the teaching of Basic Chemistry can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field of chemistry, enhance their thirst for knowledge, stimulate their patriotism, and 

improve their dialectical think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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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基础化学》课程是高职高专类院校药品、食品、化工、

环境和生物等专业的基础科目,其内容包括无机化学、分析化学

和有机化学三个部分。 

开设《基础化学》课程是为了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

化学人才,并服务相关专业的后续课程。因此,教师对学生的化

学教育需要更全面,除了传授化学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还要培

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坚韧不拔的性格和缜密的科学思维。 

在实施全面化学教育的各种途径中,化学史教育是行之有

效的途径之一。化学史的内容包括化学概念、学说、理论的产

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还包括化学家们的思想品质和科学成就

形成的过程,以其特有的方式展现人类文明与进步的优秀成果。

在化学发展史中,许多化学家耗尽了毕生的心血,攻克多个难题,

最终揭示物质世界的奥秘。这条求索之路是曲折并闪烁着智慧

光芒的。化学史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良好

教材。通过全面的化学素质教育,使学生更好、更快地适应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人才的需求标准。 

1 教学中引入的化学史内容 

化学史中的事例很多,本文根据需要选取以下内容。 

在绪论教学中,引用中国发明、“石油”的来历及味精的故

事。造纸、黑火药和瓷器都是中国化学史上的成就,后被传到了

欧洲。《中国科学技术》一书中提到,欧洲火药和瓷器的应用比

中国落后了很多年。石油,现在生活和工业中都离不开它。石油

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北宋时期沈括主笔的《梦溪笔谈》,书中

还记载了石油的用途,并预言“此物后必大行于世”。后来世界

各国基本上采用“石油”这一名称,一直沿用至今。二十世纪初,

日本的“味の素”进入中国,迅速占领调味品市场。15年后,我

国吴蕴初从植物蛋白中提取谷氨酸氨,推出中国品牌味精,成功

将日本人的“味の素”赶出中国市场。 

在卤族元素教学中,引用“死亡元素”氟元素的故事、稀有

气体的发现和居里夫人的故事。氟元素被称为“死亡元素”,

氟单质的制取危险性最大。在化学发现史上,科学家在它的研究

上花费的时间最长、参加人数最多。为了制取氟气,研究氟的性

质,化学家们不惜损害自己身体,甚至被该物质夺去了宝贵的生

命。稀有气体的发现源于论文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实验误差”。

1785年,科学家卡文迪什实验结束后,发现一个小气泡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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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文迪什将其归因于实验误差。一个多世纪后,科学家拉姆齐和

瑞利敏锐地注意到这个的小气泡,通过研究,于1894年正式宣布

一种与众不同的新元素,即“氩”。 

在配合物教学中,引用抗癌药顺铂的发现历程。1844

年,M.Peyrone成功合成顺铂,1965年Barnett Rosenberg发现了

它的生物作用。Barnett Rosenberg是一位物理学家,他的想法

比较奇特。一天,他看到细胞有丝分裂的丝状物后,习惯性地以

物理学家的头脑去思考这生物现象,发现这种形状非常像电场

或磁偶极场方向图。随后,他便开始实验,以确定电磁能是否可

以抑制细胞的生长。结果意外发现由铂电极产生的电解产物具

有抑制大肠埃希菌的细胞分裂的作用。这种物质就是顺铂。之

后,Barnett Rosenberg和化学家、生物学家的一起努力,证明了

顺铂对细胞繁殖的抑制作用。顺铂是不同学科之间共同协作的

成果。 

在酮类教学中,引用化学家黄鸣龙的故事。黄鸣龙院士是我

国近代一位著名的有机化学家,是中国甾族激素药物工业奠基

人。他在哈佛大学访问期间,治学严谨,对于实验残渣都要仔细

分析。一次实验中,他发现反应瓶塞没塞紧,反应瓶漏气了,可最

后的结果表明收率反而提高了。针对这一问题,黄鸣龙院士反复

实验多次,改变一系列条件,不仅缩短了Wolff-Kishner反应的

时间,还提高了Wolff-Kishner反应的产率。该反应由原来的3～

4天变成了2～3个小时,产率提高到90%。因黄鸣龙院士在该反应

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国际上将其称为黄鸣龙还原法。 

在含氮化合物教学中,引用诺贝尔的故事。诺贝尔一生执着

于研究炸药,不断改良合成方法,得到不同性能的炸药,期间遭

到过许多不幸,但他仍矢志不渝,在晚年积劳成疾,去世前他将

全部资产留给科学事业,包括他的躯体。 

在生物分子教学中,引用结晶牛胰岛素案例。1965年,我国

科学家第一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具有生命活力的结晶牛胰岛素,

这也是在世界的第一次,它为我国蛋白质的研究和应用开辟了

广阔的前景。 

在乙酰水杨酸合成实验教学中,引用其合成的故事。乙酰水

杨酸,即为阿司匹林。它的首次合成是在1853年由法国科学家查

尔斯·格哈特完成,但此时并未得到广泛使用。后来,德国拜耳

公司职员费利克斯·霍夫曼的父亲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

没有特效药医治。他在前人的基础上重新研究乙酰水杨酸的合

成,将其用于父亲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取得了很好的疗效。过

了两年,乙酰水杨酸被投入市场。直到今天,它仍被广泛使用,

除了止痛、退热和消炎外,还可用于心脏病、中风、结肠癌等

方面。 

在乙酸乙酯合成实验教学中,引用化学家袁承业的故事。袁

承业是中国萃取剂化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长期从事萃取剂

化学和有机磷化学研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建立并领导了核

燃料萃取剂研究组,解决中国国防工业的急需。二十世纪七十年

代,他研制成功分离稀土及钴镍的多种萃取剂,为祖国做出了重

要的贡献。 

2 教学中引入化学史的形式 

2.1课堂中运用化学史知识 

新生对大学的一切知识都很好奇,最初的教学中大部分学

生能努力听讲,但因为化学知识较抽象,内容偏重于概念和理论,

学生很难与实际生活与生产相结合。加上教学时间紧,教师在课

堂上忙于讲授理论知识和练习题,学生觉得枯燥无味,慢慢便失

去了兴趣。 

如果教学中引入化学史,那课堂将充满趣味性,学生的好奇

心和积极性将大大增加,教学效果自然会提升。因此,教师在讲

授化学内容时引入相关的化学史知识是非常必要的。 

如今的网络时代,优质的文字资源和视频资源很丰富。那么

教师的授课如何才能吸引学生？这需要多思考。学生可能知道

某一个化学家事例,但他很难全面了解相关内容。所以每一个化

学事例都需要教师前期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广泛搜集资料,将其

进行整理。课上,时而讲故事般把事例娓娓道来,时而需要与知

识点完全切合简短描述。资料准备的越充分,讲解的越生动,融

入的越好,学生才会越感兴趣,对学生的触动才更明显。 

2.2教材中更新化学史形式 

目前高职院校使用的化学教材中,关于化学史知识的内容

偏少,可能在绪论中有介绍,也可能在后面的章节穿插其中或以

二维码形式出现,偏向于时间链式的粗略介绍,形式比较刻板,

没有趣味性,没有引导性,很难激起学生的兴趣。因为正常授课

时间有限,教师只能花很少的时间在化学史的讲解上,更多的化

学史需要学生自学。如有一本高质量的《基础化学》教材,学生

的学习自主性会大大提高。 

在编写化学类教材时,每个章节都可以从一个化学史例引

出该章节内容,从该物质的发现到作用,适当延伸到其它学科,

如药物化学、食品化学、环境化学等,然后一点点深入到化学物

质的结构和性质。学生拿到这类教材,完全可以自学,主动感受

化学史教育的魅力。 

当然,这对教材编写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教材编写者

掌握更多的化学史知识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方能编写出高

质量的《基础化学》教材。 

2.3编写适用的化学史教材 

为了提高《基础化学》中化学史的教学效果,除了更新化学

类教材中的化学史内容和形式,还可以编写纯粹的化学史教材。 

化学史教育目前已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重视,很多国家将其

视为一门独立的课程,用以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现行化学史书

籍不少,但他们更适合有化学基础的学生和老师阅读。因招生政

策的变化,高职生中有很多文科生或化学基础薄弱的学生,针对

这些问题,高职教师可以编写适合自身教学的化学史教材。  

化学的各个分支并不是完全独立,而是相互渗透的。化学史

教材的编写应该将各个分支的化学史知识很好的融合在一本教

材中。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系统地了解化学史,而且有利于学生

了解整个化学学科的内涵乃至科学的内涵。  

3 教学中引入化学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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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唤起学生的创造动机 

由本文第一部分的化学史案例可感受到,案例就像故事,比

起化学知识,有趣多了。 

教育不仅是科学,而且是一门艺术。爱因斯坦指出：“兴趣

是最好的老师”。纯理论的化学教学内容,如果平铺直叙,千篇一

律地讲解,很容易让学生感到枯燥无味。教学中适时适量地穿插

些的有关化学史的故事,可以使本课程富于趣味性、启发性。学

生置身于化学史的发现过程中,可以品尝到科学研究、探索的乐

趣,在内心深处与化学家产生强烈的共鸣,从而产生求知欲,激

发出创造勇气和潜能。 

3.2培养学生科学思维和辩证思维 

由本文第一部分的化学史案例可看出,大部分的化学史

都与实验相关,其中一部分成果还是偶然发现的,如黄鸣龙还

原法。  

在学习化学时,学生容易被大量的理论知识弄的晕头转向,

而形成重理论轻实验的现象。化学史的引入可以在一定程度纠

正这种想法。化学史的引入,可以使学生们从案例中感受化学是

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科学,实验结果用理论知识去解释去总结,

新知识新猜想用实验去证明。理论与实验的结合是自然而然发

生的。此外,看似偶然的发现,其实存在有一定的必然性。学生

通过化学史的学习,还能体会事物内部的客观发展规律。 

3.3培养学生坚韧的意志与品质 

从化学史事例中可知道,科学家献身科学的感人事迹不

胜枚举,他们实事求是、一丝不苟、持之以恒,具有无穷的榜

样力量。 

《基础化学》一般开设在大一年级。大一新生刚入学,对新

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以及不同于以往的教学方法有不同的适应能

力。大学的生活相对自由,一些学生意志薄弱,无法合理安排大

学生活,没有奋斗目标,很容易在学习中掉队。该课程教师对学

生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教师应在课上或课前不失时机地传授

给学生一些化学史,让学生明白每一个科学发现和发明都凝结

着化学家的辛勤汗水,每一次成功都包含着化学家们在求索道

路上的无数次失败和重重困难。如“氩”元素的发现和诺贝尔

的经历。 

通过化学史的学习,学生的认知将逐渐转变,明白成功并不

是随随便便就能做到的。同时,化学史的学习可以潜移默化的提

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培养了学生热爱知识、乐观向上、不畏艰难

的心理素质。 

3.4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思想,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 

在《基础化学》绪论部分,教师可通过造纸、火药、味精等

化学史的介绍,说明中华民族对人类的文明和发展做出了辉煌

的贡献,让学生重温我国在化学领域的辉煌成就,激发学生爱国

思想,增强学生民族自豪感。 

化学家的故事,帮助学生树立“为中华之崛起"的责任感、

使命感,激发他们报效祖国,同时促成其忧患意识。当下优越的

社会主义制度,高瞻远瞩的科教兴国战略和宽松的学术环境,无

一例外都在给予大家更多奋斗的机会。国家发展需要我们努力

奋斗,只有潜心学习,才能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4 结论 

《基础化学》课程教学中,我们不仅要传授学生知识技能,

还要帮助学生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价值观。这需要高校

教师适时开展育人教育,添加化学史知识是有效途径之一。它真

实、生动而有趣味性,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学生对化

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帮助学生了解化学学科的内涵,培养学生

的人文底蕴,使学生成长为有知识有技术有信仰的全面复合型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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