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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分析》是一门理论联系实际的课程。关于这门课程

的描述，各高校老师普遍反映其内容多、课时少、实验教学仪

器少。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仪器分析》课程不仅需要

将仪器分析方法的原理传授给学生，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熟悉

所使用仪器的结构，在此基础上熟练应用，应对各种分析检

测的要求。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将知识传授给学生，教会

每一个学生，是每个仪器分析老师的心愿。“授之以鱼不如授

之以渔”。教谁？教什么？如何教？如何教好？都是值得思考

的问题。

1.培养什么人

目前掌握仪器分析理论与技能已成为科研型人才应具

备的基本素质[1]，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是各

类院校的培养目标。基于工程认证大环境，应培养工程师型、

应用型人才[2,3]。基于双一流学科建设国际化背景，培养具有

工程实践能力、团队合作和国际视野的人才[4]。但单一的培养

过硬的仪器分析技术是片面的。因为能用到仪器分析理论与

实践的人，不论在任何行业领域，其岗位都是重要的，它关乎

人民健康或生命安全。所以，应更注重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

思想道德素质，严谨求实的作风。最终培养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使其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2.怎样培养人

近年来，对于仪器分析课程的教学改革，许多学校都进

行了积极的探索与研究。

教师们以学生为中心，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

方法上采取了启发式问题法、案例法、讨论法、实验法、任务

驱动法等。如：新疆医科大学厚博学院袁洁等采用“慕课 +
讨论式”教学模式、兰州大学张海霞等探索小组讨论式教学。

湖南农业大学食品科学技术学院赵倩等采用了“一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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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基本点”的教学方法、重庆工商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卓

琳等以案例法为主体，将问答法，讨论法等手段应用于教学，

同时对实验教学、多元化考核体系改革进行了探讨。东莞理

工学院黄斯珉等、浙江万里学院夏静芬等探讨了 PBL（基于

问题的学习）教学法在仪器分析课程中的应用。宁波大学王

邃等采用 PCIE 模式教学法进行全方位系统探索教学改革。

陕西师范大学李照等尝试将 OBE（成果导向教育理念）应用

于课程教学改革探索。宝鸡职业技术学院马云梅等研究了基

于“工作过程”教学模式。天津商业大学王颖等进行了基于

“共鸣式智慧型教学”的课程教学改革探索。南开大学化学学

院王荷芳按照 O-AMAS 理念进行教学设计。湘潭大学陈效

兰等探讨了仪器分析课程问题导向式教学模式[5]。贵州大学

刘克等运用交互式教学，结合国内外的仪器发展现状，对学

生进行讲解[6]。惠州学院廖芳丽等将思维导图引入课堂教学

[7]。广东海洋大学杨志友等探讨了建立科学思维模式的课程

教学改革 [8]。浙江工业大学周庆华等研究了成果导向教学

（OBTL）模式在仪器分析课程中的应用[9]。

在教学内容设计上，从身教、言教、课教方面落实“课程

思政”，将科学精神、创新思维、实践思维、国家战略、中国国

情、爱国情怀、工程伦理等要素融入课程内容，培养学生发

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实事求

是的精神。如：上海电力大学蔡毅飞为实现“三全育人”的理

念，采用多种教学手段，探讨如何合理地将思政元素融入仪

器分析课程[5]。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张桂斋等探讨了新农科背

景下课程思政融入教学 [10]。贵州医科大学迟明艳等研究了

“大思政”格局下的课程教学改革[11]。湖南科技学院肖新生等

研究了课程思政研究与实践[12]。湖南农业大学罗洲飞等[13]、湖

南科技学院肖新生等 [14]运用“互联网+”技术，推动课程思政

的改革。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杨富国等采用热点前沿问题与课

程基本理论相结合的方式，对电化学部分的教学模式进行了

改革。广东药科大学葛跃伟等基于多年的教学实践，对课程

中波谱分析部分的侧重点进行了研究，为其后续课程学习奠

定良好基础。烟台大学刘永明等以电位滴定终点确定方法研

究为例，将创新能力培养融入课程教学。齐齐哈尔大学王欣

等探讨课程内容与最新科研接轨，提高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必

要性。

在教学手段上，教师们积极探讨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模式，积极采用了中国大学 MOOC、智慧树、学习通等平台

配合微信、钉钉、腾讯会议等多种手段，保证教学质量。如：亳

州学院燕傲蕾等采用了“学习通”教学平台、苏州科技大学曹

丰等、长沙医学院陈文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太原科技

大学冯玉如等在课程中尝试基于 AR(增强现实)理念创造的

微信小程序，从而提高学习效率。江苏医药职业学院昌美玉

等将 CHEM OFFICE 软件应用于仪器分析相关课程内容教

学。沈阳工业大学张进等依托中国大学 MOOC 网，探讨一体

化线上教学新模式。首都师范大学叶能胜等以仪器分析为

例，探讨疫情期在线教学等。郑州大学王瑞勇等对课程进行

了混合教学模式的实践与探索。南通大学刘泉等、北京中医

药大学袁瑞娟等介绍了利用微信辅助仪器分析课程的教学

模式。西京学院葛媛等构建了混合式教学模式。湖北中医药

大学李菀探索了微助教平台对仪器分析课程在线教学的效

果。山西医科大学边霞等研究了基于 E-LEARNING 平台的

仪器分析课程混合式教学。北部湾大学赵森等研究在“雨课

堂”平台下进行仪器分析混合式教学。

此外，双语教学、教材建设都为提升学生能力的有效教

学提供了参考。山东中医药大学张国英等对双语教学进行了

实践与探索。湖南工学院王庆等从工程认证角度，提出改革

探讨，培养工程师型人才[2]。浙江外国语学院翁立洋等对国内

外仪器分析教材进行了对比研究。浙江农林大学郭明等探讨

了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双语教学情况，“产学研用”背景下的课

程教学机制研究。

在课程中，积极接受监督，畅听各方面的反馈意见，及时

改进教学方法。贵州师范学院刘蕊等从学生角度提出教学中

存在问题，探讨了课程的改革方向 [15]。南开大学王荷芳等探

讨了课程教学中有效测评及反馈改革[16]。北京林业大学孙长

霞等以学生的调查问卷为研究个案，提出改善现行课程的相

应对策[17]。

在课程考核方面，西北民族大学李振华等采用多元化教

学手段、对课程考试等方面的改革方式进行探讨 [18]、江西农

业大学汪小强等通过建立多元化的评估体系，全方位客观评

价学生综合素质[19]。

好的教学，离不开好的老师。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马玉刚

认为对授课教师提出一定的要求，才能达到教学目的 [20]。

针对实验教学的改革，南开大学王雁南等探讨课程在大

课程教材·Course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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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仪器共享平台开展教学，取得一定效果 [21]。湖南科技学院

李中燕等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探讨实验教材编写[22]。河

北科技大学刘宝友倡导绿色实验，改革了实验教学内容 [23]。

武警后勤学院李惠惠等 [24]探讨了微课和实操相结合的教学

方法。浙江农林大学郭明等开展了全媒体时代背景下实验教

学改革[25]。衡阳师范学院谭宇星等探索将有机化学实验产物

用仪器分析实验分析检测的联合综合性实验的改革[26]。

3.为谁培养人

仪器分析课程具有跨学科、多交叉、实践性强和实用性

强的特点，所以课程应用面广。如中北大学赵斌等依托高层

次科研基地，探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仪器分析类课程教

学改革[27]。表 1 列出了部分学校开设仪器分析课程的情况。

表 1 部分学校开设仪器分析课程情况

此外安徽粮食工程职业学院 [28]、南阳职业学院 [29]等高职

院校也开设了此课程。上至研究生下至高职生，都开设了这

门课程。说明此门课程至关重要。

在新时代新农科背景下，农业院校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

人才支撑。新工科背景下，高等学校为地方经济建设培养应

用型技术人才 [30]，更重要的是为国家社会需要培养合格人

才。

4.结语

针对新工科、新农科，双一流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仪器分

析课程需顺应时代发展，不断提升教学质量，为区域经济发

展，社会需要培养思想过硬、理论过硬、技术过硬的复合型、

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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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专业

1 新疆医科大学 全校本科生

2 亳州学院 生物技术、生物工程

3 西北民族大学 制药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环境工程

4 哈尔滨商业大学 药学、中药学、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环境工程

5 洛阳理工学院 应用化学、环境工程、生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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