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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生物安全问题层出不穷，蜂蜜掺假事件、“染色馒

头”事件、镉超标大米、毒面膜、甲醛超标等问题层出不穷，让消

费者忐忑不安。此时，对卫生检验与检疫的要求日益严苛，对

有害物质进行早期标准化检测对人类健康、社会和谐具有重要

意义。本校自设立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以来，本着严谨教学、

注重实践的理念，用心培养一批又一批高素质的卫检人才。卫

生检验与检疫专业的目标是培养兼具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能

力，能胜任疾病预防控制、环境监测、食品检验等方面工作的复

合型高级人才。针对其专业特点，主要开设《卫生检验检疫》

《化学分析与仪器分析》《临床检验基础》等课程，其中《化学分

析与仪器分析》是卫生检验与检疫本科教育阶段必修的一门重

要课程［１］。

化学分析与仪器分析是分析化学的两大组成部分。其中

化学分析是将目标物的化学反应作为基础的分析方法，其使用

的仪器设备相对简单，通常用于常量分析，具有准确度高的特

点。而仪器分析是将物质的物理及物理化学特性作为基础的

分析方法，在微量和痕量物质的检测上有明显优势［２３］。两种

方法各有所长，相辅相成。灵活创新地掌握化学分析与仪器分

析的课程内容，对学生的继续教育和就业工作都具有极大的促

进作用。要达到满意的教学效果，需要教师与学生共同努力，

相互配合，教学相长。在不断的教学实践中，授课教师努力完

善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模式，探索提高教学效果的新方法，并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

１　坚持以课本知识为基础，强化学生对重点内容的掌握

１．１　化学分析　无论科技如何进步，创新如何突破，先进的技

术始终需要经典的理论体系来支撑，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就

是这个道理。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必须确保学生牢牢掌握基

础的理论知识。四大滴定方法（酸碱滴定法、沉淀滴定法、配位

滴定法、氧化还原滴定法）的原理是化学分析中定量分析的重

点内容［４］，如果学生掌握好这些内容，势必为他们的理论水平

打下良好的基础。在学生的无机化学教学阶段，已经讨论过四

大滴定的原理即四大平衡，因此，教师可以在之前的基础上结

合分析化学的应用特点，重点讲授滴定分析的特点、滴定突越、

滴定曲线、指示剂的变色原理等，进而引导学生发现其各自的

特点。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使学生更好地接受这些互相关联

的内容并融会贯通。

１．２　仪器分析　仪器分析的主要内容包括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法，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分子荧光分析法，高效液相色谱分

析法，电位分析法，质谱分析法等分析方法［５］。在教师讲授过

程中，将传授内容尽可能的联系实际应用，会收到意想不到的

效果。例如，将原子光谱聚焦到居民饮用水的安全检测上，用

于检测居民自来水中各种金属元素含量，这样一个与居民生活

息息相关的示例可以让学生理解起来更加容易。又如，将分子

光谱内容与土壤、水处理超滤膜等环境样品的检测相联系，通

过这样的选材，必定会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更好的教学

效果。

１．３　样品处理　课本中样品的采集、制备、分离和富集的内容

偏少，容易引起学生对这些内容的忽视。但在实际分析过程

中，样品的采集、制备、分离和富集却是非常重要的步骤，将直

接影响到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并且也是分析过程中最困难、最

复杂的步骤［６］。随着分析科学的发展，分析手段的智能化，这

些步骤变得更为举足轻重。学生在实验课中所用样品大多为

已经准备好的较纯样品，学生并未参与样品的前期准备过程。

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强调样品的准备是研究工作的前

提保证，强化学生相关意识。在此，可以将头发微量元素分析

引入进来，将头发的前处理与仪器分析结合，使学生深刻体会

整个分析过程。

另外，如果教师照搬化学分析和仪器分析课本上的内容进

行讲解，对于一个刚刚接触它的学生来说，会显得空洞和无趣。

而兴趣是学习最好的老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关键的突破

口。例如教师在讲授蛋白质分析的时候，可以与近年来的三聚

氰胺假奶粉事件相关联，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好奇心。

２　避虚就实，弱化公式的推导，加强公式的应用和实际问题的

处理能力

　　无论是化学分析，还是仪器分析，都存在公式繁多的问题。

如果教师在教学中，集中精力把计算公式的推导过程讲解透

彻，学生很可能无法抓住重点，在处理相关问题时无从下手或

者顺手乱套公式。因此，教师在讲授公式时，应当引导学生对

这些公式的理解，更多地要让学生知道各个公式的适用条件，

将公式与一些实例相结合，让学生应用时做到有的放矢，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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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讲解基本理论知识时，可以

联系临床上的实际应用，引入一些利用分析化学解决实际问题

的例子，引导学生灵活地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医学实际问题中。

在选取案例时，应从分析化学在临床检验、生物、药物等各领域

中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果入手。例如，在讲解配位滴定分析时，

可以联系血钙含量的测定；讲解酸碱平衡时，可以联系临床上

体液的酸碱平衡；讲解氧化还原滴定分析时，可以联系样品维

生素Ｃ水平的测定；讲解离子选择电极时，可以介绍酶电极在

医学研究和临床诊断上的应用。

３　讲授专业新技术，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在这个信息全民共享的时代，科学研究的行业动态都体现

在各大主流科研杂志的最新期刊上，然而我们的课程教材内容

不可能实时更新，必然会出现滞后性，所以在教学工作中，除了

基础的专业知识，应当补充化学分析和仪器分析最新的科研成

果和内容，让学生了解行业的最新动态［７８］。教师查阅文献后，

在课堂上与学生分享，能够达到开拓学生视野、激发学生科研

兴趣的目的［９］。例如，在讲授色谱时，教师可以通过互联网从

期刊中选取利用该方法进行生物检测的前沿文章，在课堂上深

度剖析讲解，通过这样的方式，既能够使学生深刻地体会和牢

记该技术的来龙去脉，更能够体会到这些理论的实际运用价

值，从而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学习动力。

４　强调自主学习，实施翻转课堂式教学

　　如何培养学习的自主性和自觉性、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是

值得授课教师深思的问题，也是医学生培养过程中至关重要的

部分［１０］。翻转课堂指重新分配课堂内外的时间，把学习的决

定权从教师手中转移给学生［１１］。通过这样的模式，大大精简

了教师讲授的内容，而把更多的问题留给学生自主学习。学生

可以通过网络视频、讲座、文献检索等方式进行探究性学习。

学习的方式、节奏，以及呈现知识的方式更加多元化、更具灵活

性。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则采用讲授法和协作法来辅助学生，

促进其自主化学习，目的是让学生通过探究性学习获得更真实

的知识。例如，可以把学生分成４人小组，每周各小组选取一

个与分析化学相关的热门话题，例如化妆品中有害物质的检

测、假蜂蜜的分析方法等，每个小组进行汇报讲解，形式不限，

之后，可由学生自由提问，相互讨论。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可

以将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同时更加清楚自己所学知

识的实用性，有助于将相关知识理解得更加透彻。

５　重点培养实践能力，巩固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化学分析与仪器分析是一门极具实践性的课程
［１２］。实验

课程要求熟练基础操作、掌握基本方法、尝试科学研究［１３］。教

学过程中可以将实验课分成两段式：预备性阶段和完整实验阶

段。在第１阶段中主要以基础操作练习为重点内容，要严格要

求学生，做到人人动手，注意思考，注重实验操作的规范性，培

养良好的实验习惯。在该阶段的学习中，学生需要牢牢掌握实

验的基本知识及基本操作。例如，化学分析实验中，以天平的

使用、滴定操作和未知酸的测定为重点，通过这一阶段的学习，

学生能学会基本操作，并体会到“定量”分析的意义。在第２阶

段中，重点内容是掌握实验方法和技巧，同时学生应具备熟练

使用仪器，把握整体实验思路及对实验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的能

力。另外，教师要精心设计实验内容，改进一些陈旧落后的实

验。例如，在配位滴定法的实验中，将对水中钙离子含量的测

定，改为对药店销售的补钙剂中钙含量的测定，这样既贴近生

活，又能够激发学生的实验兴趣。在指导实验课时，对于验证

性实验，教师需认真讲解，规范示教，并要求学生反复练习直到

完全掌握。对于应用性实验，则可放心大胆地让学生运用自己

所学知识，独立完成实验设计，教师对不合理之处给予指导，帮

助学生完成实验。这样，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

际问题的处理能力。

总之，教学既是不断传承也是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过程。

授课教师通过不断总结和改进已有的教学成果，完善自身专业

水平，拓展知识面，丰富课程内容，使教学更富科学性、逻辑性、

创新性和趣味性。此外，配合新颖的教学模式，调动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加强实验教学，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实

验技能和设备操作，在此基础上，开设综合创新实验，提高学生

的科研能力，激发学生的科研兴趣，最终提高化学分析和仪器

分析课程的整体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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