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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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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化工原理实验” 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并且在化工设计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 因此让学生学好

这门课程显得尤为重要。 针对传统高等师范院校的 “化工原理实验” 课程的教学特点以及在传统教学方式中

出现的问题, 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对现有的教学方法进行改革, 运用 Labview 软件进行辅助教学, 理论联系实

际, 点燃学生的学习热情, 采取互动教学模式, 同时改变考核方式, 经过一定时间的实践, 教学质量得到了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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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emical
 

engineering
 

principle
 

is
 

a
 

comprehensive
 

and
 

practical
 

course,
 

which
 

has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in
 

many
 

aspects.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students
 

to
 

learn
 

the
 

subject
 

well.
 

In
 

order
 

to
 

solve
 

all
 

kinds
 

of
 

problems
 

i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process,
 

a
 

new
 

teaching
 

mode
 

needs
 

to
 

be
 

developed
 

urgently
 

to
 

reform
 

the
 

existing
 

teaching
 

methods,
 

using
 

of
 

Labview
 

soft-
ware,

 

combining
 

the
 

theory
 

with
 

the
 

practice,
 

igniting
 

the
 

enthusiasm
 

of
 

students,
 

and
 

reforming
 

the
 

way
 

of
 

examination
 

are
 

the
 

main
 

methods.
 

After
 

this
 

new
 

teaching
 

mode
 

has
 

been
 

applied
 

for
 

some
 

time,
 

the
 

teaching
 

effect
 

has
 

been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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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view( Laboratory
 

Virtual
 

instrument
 

Engineer-
ing

 

Workbench) 是一种图形化编程语言的开发环

境,它广泛地被工业界、学术界和研究实验室所接

受,是一个标准的数据采集和仪器控制软件[1] 。 随

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Labview 软件已经

应用于各种实验仪器中。 在近三十年的工业发展过

程中,它也逐渐被应用到了化工行业的各个方面,为

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 因此,将 Labview 软件

的应用和化工原理实验教学课程相结合,显得很有

必要。
“化工原理实验”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它

用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和工程实验方法来解决化工

及相关领域的实际工程问题。 “化工原理实验”要

解决的是多因素、多变量、综合性与工业实际相关的

问题,具有显著的现实性和特殊性[2] 。
在我们以往的“化工原理实验”课堂教学中,教

学的基本模式是:学生预习课程─教师讲述理论─
演示操作─学生自己操作─教师检查结果。 这种教



学模式并没有受到学生的欢迎,学生的普遍感受是

“枯燥乏味”,“缺乏上课热情”,“学完就忘” 等等。
其结果是学生“机械地”记忆了一些概念、原理和公

式,缺乏对它们的理解和应用。 另外,此课程操作性

很强,学生人数多,教师和学生无法很好地进行互

动,由于课时多,也很难减轻教师的教学劳动强度,
 

改进教学效果。 通过 Labview 软件辅助教学,
 

可以

缩短讲授理论知识的时间[3 ] 。 而学生则可以在实

验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从实验数据中寻找客观规律

上,
 

避免了为使实验数据与规律相符而伪造数据的

现象[ 4 -6 ] 。

1　 虚拟仪器及在化工检测中的应用进展

化工原理实验中,有很多参数需要记录,比如:
温度、压力、流速、流量等等,而且这些参数之间又互

相影响,在进行方案的优化过程中又要考虑很多因

素,这就使得其过程非常复杂,难以手工计算。 随着

人类社会进入 21 世纪,
 

工业、商业、农业都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
 

信息技术在以上领域中发挥了巨大作

用,
 

其中包括缩短工作时间、节省费用、降低成本、
增加工程可行性等。 因此,将 Labview 软件应用于

“化工原理实验”课程的教学中很有意义。
1. 1　 虚拟仪器

为了代替人来完成各种操作、测试和分析,虚拟

仪器技术(Virtual
 

instrument)自 1986 年问世以来得

到了广泛应用。 虚拟仪器技术使得实验操作得到了

精准的重复性和可设计性,因此极大地提高了生产

效率。
所以,世界多国的企业家都已将 LabVIEW 图形

化工具应用于化工产品的设计和生产,从而节省了

生产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 虚拟仪器提供的各种

工具能满足我们任何项目的需要[ 7] 。
1. 2　 虚拟仪器在化工原理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化工原理实验” 课不同于基础课实验[ 8] ,如
“分析化学”、“有机化学”、“高分子化学”、“物理化

学”等课程的实验,它是一种侧重于设计性和工程

性的实验。 如果在“化工原理实验”课程教学过程

中应用了 Labview 软件,那么其教学质量就会得到

极大的提高。
Labview 软件能将教学内容和实际生产结合起

来。 具体而言,每台仪器只能进行一个特定的实验,
新的实验需要更换新的仪器,这样就显得很浪费。
关键在于,这样的实验教学使学生无法系统性地了

解到“化工原理实验”这门课程的实际意义。 主要

原因是,实验数据相互独立,没能形成整体,这就容

易让学生的思维方式固化,无法形成整体思维,最后

结果有可能是使学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这个问题可以被虚拟仪器技术解决。 虚拟仪器

技术可以把大量的实验操作浓缩为一个简单的“软

件操作”,其应用灵活,可操作性强,便于实现。 具

体而言,虚拟仪器具有如下的特点:(1)操作方便,
性能强大,可以节省专业知识的讲授时间;(2)随着

数字化技术的升级不断“进化”;(3)可操作性强,系
统性强;(4)测量数据更容易集成、分析、存储和显

示等[9 ] 。

2　 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

2. 1　 采用案例教学模式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里,学校要求教师严格按照

教学进度、教学大纲来开展教学,而这门课的教学内

容大都是一些经典的化工原理实验教学案例,这样

就会导致学生和当代化工生产实际脱节的结果。 因

此采用实例教学法教学,打破原来的教学方法,用
Labview 软件来设计出各种新型的实验模型,让学生

充分了解到化工生产实际,并且灵活变化各个元件、
仪表、线路的位置,让学生活学活用,熟练掌握从理

论应用到实践的本领。
2. 2　 采用互动教学模式

大学生已经不需要再像中学生那样的教育模

式,因为他们已经具备了初步的知识学习能力。 我

们把学习气氛建立在“遇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模式之下,并不急于给学生公布问题的答

案,而是让学生通过自我发现、思考、讨论来解决问

题。 以填料塔返混实验为例,在保证安全的条件下,
让学生自己对着设计图去思考,逐渐让学生在实践

中形成“将设备先运行起来,保证气路和水路畅通”
的使用理念,而不是简单地把这个知识点讲给学生

听。 通过这种教学手段的改革,我们发现通过学生

的互助学习,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比以往更快些,并
且学生之间的感情也由此加深了,从而达到了双赢

的效果[ 10-11 ] 。
具体方法是,以“流体流动阻力实验” 为例,先

将实验原理讲给学生,让学生用 Labview 自发设计

程序图,然后看运行结果,并不断优化实验程序,最
终达到正确模拟仪器实际运行的效果,从而强化了

学生的学习效果。 这样,将以前学生被动接受知识

的模式转化为主动获取知识的模式,让学生积极参

与到教学活动中去,让学习变得富有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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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根据教学成果的前后对比,2014 级化工专业学

生的“化工原理实验”优秀率已经比 2013 级化工专

业学生的成绩由 15%提高到了 35%。 同时,学生的

学习热情高涨,并且纷纷表示,他们在大四找工作的

时候,很好地应用到了所学的知识。 这种新的教学

模式对学生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使得整个教

学过程变得更加贴近实际,更加实用。 同时,这种

“双向,互动”的教学模式,使得整个教学活动的学

习气氛得到了很好的改善,这对提高教学效果也有

着很大的作用。
在以往的学习气氛中,学生主要是被动学习,教

学方法单一,学生的精神压力大,学习效果一般。 而

这种“双向,互动”的教学模式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

情,增加了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信息沟通程度,让教师

及时解决了学生的学习难题,也使得整个教学过程

的气氛变得活泼起来,这也为教师解决了教学倦态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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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启发学生理解无损检测复杂工程问题的特点,
引导学习无损检测复杂工程问题的分析方法,并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现问题解决。 实验教学表明,
学生参与热情得到激发,分析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的能力得到提升,有助于培养应用型和创新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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