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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高分子化学是高分子材料专业研究生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主要学习新聚合方法、聚合机理及其在高分子

合成中的应用。根据该课程专业特点和教育发展要求,从发展与完善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式,建立多元考核模式及注重

师生互动四个方面进行了课程教学改革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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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分子材料广泛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及能源、通讯、
医学和军事等领域。高分子材料合成一直都是材料开

发领域的研究热点,近代高分子化学正是介绍高分子

材料新的聚合方法、聚合机理及其在合成特定、特殊结

构高分子上应用的课程。因此该门课程对高分子材料

专业研究生培养具有基础性重要作用,学生通过学习

可进一步系统地掌握高分子领域新的合成原理及方

法,为日后从事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了更好

地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本文结合

近几年来的教学改革实践,总结了本校该课程的教学

改革措施。

1 课程教学内容改革

本课程主要介绍了高分子材料合成领域中出现的

最重要新技术和新方法,包括离子型活性聚合、基因转

移聚合、自由基活性可控聚合、等离子体聚合、模板聚

合、开环歧化聚合等聚合新技术,以及高度支化聚合物

的合成、大分子引发剂和大分子单体的制备与应用等

前沿性知识。从课程内容设置看,内容涉及面广,理论

知识较多,讲述起来过于枯燥。因此为了更好地提高

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能在有限的学

时内更好地掌握课程内容,尤其是涉及到高分子材料

领域的新合成方法及原理,以及几大类新型高分子材

料的制备手段,我们结合高分子材料合成领域最新研

究成果及理论,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目标,对现有

的课程教学内容进行了改革。

本课程整体主线是分子量及结构可控的高分子合

成反应,因此在把握主线基础上,对有些教学内容进行

了删减,如将现有教材中较为生僻的内容“开环歧化聚

合”等章节取消;同时增加了生物体内的聚合反应等与

生物科技相关的内容,充实了“自由基活性可控聚合”
等内容。此外,紧跟高分子科学发展步伐,跟踪学科研

究前沿,及时将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教学中

适时介绍给学生,如添加迭代化学、医用高分子的合成

和应用,以及高分子构象控制与超分子构筑等内容。
弥补了现有教材内容上的局限,拓宽了学生的视野。

2 课程教学方式改革

在实际教学中以能力培养为核心和解决问题为目

标,改进课程教学的基本步骤、资料准备、操作与时间

控制等环节,并探索教学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的解

决方法。课程实施程序的改革以现实问题设置为引

导,改变传统的以理论体系学习为引导;通过对现实问

题及案例分析引导来进行相关理论与知识的学习、归
纳与总结,让理论知识通过学生亲身、直接的经验来学

习和检验,注重学生感性认识及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

培养。在教学过程中加强与学生的交流,鼓励学生思

考,大量应用讨论式教学方法,这特别适用于研究生教

学。让学生围绕最新的高分子前沿知识,在课后查阅

相关资料;让学生查找与某一知识点相关的前沿科研

成果如基团转移聚合法在高分子活性可控中的应用,
做成幻灯片,然后在课上以主题讲座的形式向全体同

学汇报、讲解,并回答教师和其他同学的提问,同时组

织全体同学积极参与讨论。这既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又开阔了其视野,使学生在深刻掌握相关知识的

同时,又锻炼了研究生查阅文献和做学术报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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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师讲解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学生探

索式学习方式,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新能力。
为此增加了如下两种教学方式:(1)高分子合成案例分

析。让学生扮演科研人员,根据高分子化学相关知识,
对高分子合成案例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法。例如,
以嵌段共聚物合成为目标,分析不同方法的优缺点,不
但可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而且能够了解各种合成

方法的具体工艺。通过一系列的案例分析,提高了学

生的知识整合及实践的协同,进而提升了学生的创新

能力。(2)结合学生在本科毕业专题阶段已完成的课

题或硕士阶段将要进行的课题,根据近代高分子化学

相关知识,提出相应的改进方案或解决方法。例如可

联系学生本科毕业专题的实验内容,结合本课程所学

的新合成方法,提出新的实验方案,并与以前的方案进

行对比分析,既能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又能将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
通过采用上述教学方法,让学科知识的学习隐含

在了问题解决与团队合作中。这一方面可暴露学生存

在的各种疑问和思维障碍,另一方面可展示出学生的

独特性与才智。在老师的引导下学生自己发现并分析

问题,自主查阅文献资料并与其他老师和同学交流。
通过自己对问题的讲解,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及应用,
增强了创新能力。

3 课程考核形式改革

采用传统的应试考试方式,学生为了应付考试易

出现死记硬背。通过改变由期末考试成绩说了算的评

价考核模式,建立多元、多项目组成的考核评价体系。
即新的考核评价体系主要由期末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

两部分组成,各自所占的比重均为50%;期末采取闭卷

考试,内容中减少了基础知识题目所占比例,增加综合

型题目及一些科研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内容。平时成

绩的比重较前有较大提高,抛开传统考勤、作业和课堂

表现,关注学生参与课题研讨及高分子合成案例分析

的情况。
经改革后的具体成绩评定方法如下:(1)闭卷考试

成绩:根据学生对试卷的回答情况评分,计入总成绩的

50%;(2)学生课题研讨成绩:安排6次课题研讨环节,
根据每个学生的理论水平及课题表现进行打分,计入

总成绩的30%;(3)高分子合成案例分析成绩:根据学

生课堂表现及课下查找文献资料的情况进行打分,计

入总成绩的20%。
这样,在更全面的评价体系下对学生的考核不局

限于考试成绩,而是在学习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多方

面能力,从而能够激励学生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和运

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 课程教学实施主体改革

明确教学是教师和学生的双向共同活动,只有教

师和学生通力合作才能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在教学

过程中不断向学生阐明“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

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道理。积极鼓励学

生投入到教学活动中来,从单一的讲授主体转到核心

教授主体下的多方参与管理。强调以学生主动学习为

主,通过学习者的自主探究和小组合作来解决问题。
在自主探究过程中学生是问题与知识的发现者,对自

己的任务有责任与担当;老师是起引导作用的指导者,
完成从“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同

时在教学过程,由课程负责人主导课程教学的开展与

主要讲授,同时有其他学科的专业教师参与指导。

5 结语

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必须适应社会对人才培养的

需求,符合科学发展规律。以人为本,转变教学理念,
完善立体化教学方式与手段,实行研究式教学新模式。
先进的教学手段只有同科学的教学方法相结合,才能

真正发挥现代教育手段的效用;且先进的教学手段、教
学方法必须与教学内容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

展现出优质的教学效果。因此只有应用系统方法才能

深入分析课堂教学各要素间的组合连接关系;只有实

现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综合配

套与整体优化,才能形成课堂教学系统的最佳结构,从
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课堂教学改革。近代高分子化学

课程教学改革是高分子材料专业研究生质量工程建设

中的重要组分部分,今后我们将从如何提高学生学习

兴趣着手,不断提高其专业素质,对教学过程进一步深

入研究和探索,及时总结经验,进一步转变教学理念,
从而使课程改革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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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ReformofContemporaryPolymerChemistryCourse
WANGXu-man,ZHANGCai-ning

(CollegeofTextileandMaterial,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Xi'an710048,China)

  Abstract:Contemporarypolymerchemistrywasaprofessionalbasiccourseforgraduatestudentsmajoringinpolymermaterials.

Thecoursefocusedonnewpolymerizationmethods,polymerizationmechanismandtheirapplicationinpolymersynthesis.According
tocoursecharacteristicsandeducationdevelopmentrequirements,explorationandpracticeofthecurriculumteachingreform were

carriedoutfromthedevelopmentandimprovementofteachingcontent,thereformofteachingmethods,theestablishmentofmulti-

pleassessmentmodelandemphasizingontheinteractionbetweenteachersand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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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让靛蓝染料更“绿色”

  媒体发表的一篇论文报告了一种从基因改造的细
菌中生产靛蓝染料的环保方法。牛仔面料的代表性蓝
色通常来自于靛蓝。这种合成和应用靛蓝染料的生物
方法避免了对有害化学物的需求。

天然的靛蓝来自植物,人们几千年来一直从植物
中提取靛蓝用作蓝色染料。然而,现代社会对这种染
料的需求使人们在工业规模上用化学合成方法制造靛
蓝。该过程用到多种危险化学物,可对环境造成破坏。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JohnDueber及同事
利用经基因改造的细菌———它们可产生一种相关化合

物吲哚酚———创立了一种生产靛蓝的“绿色”方法。吲
哚酚本身并不稳定,但是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酶,该酶
可通过将吲哚酚与一个糖分子连接在一起,使其稳定。
这种酶遇细菌产生尿蓝母,它可以被轻易分离并长期
保存。之后,当要染色的时候,另一种酶直接在布料上
将尿蓝母转变成人们熟悉的靛蓝。

研究人员提出,他们生产靛蓝的方法现在应用于
工业生产虽然还不现实,但是从长远来看,或许可以提
供一种替代当前化学生产过程的更加可持续和环保的
方法。 (来源:中国科学报)

超高速数码喷印设备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项目
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近年来,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的研发应用极大
提升了纺织品附加值,拓展了纺织品应用领域。随着
市场形势的巨大变化,常规纺机装备出现滞销,个性化
差异化需求增多。

在1月8日举行的2017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由
浙江大学、宁波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杭州宏华数码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完成的“超高速数码喷印设备关
键技术研发及应用”项目获得技术发明二等奖,备受业
界关注。

超高速数码喷印存在着数据流量大、喷印面料易
形变、喷印质量自动检测困难等重大技术难题,其技术
被日本和欧洲企业所垄断,在国内难以推广,迫切需要
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高速数码喷印设备。该项

目突破多项数码喷印关键工艺技术。
项目发明了超大流量数码喷印数据实时并行处理

引擎,实现了数码喷印数据的超高速实时处理和传输;
针对喷印时面料形变和喷头堵塞的难题,发明了基于
视频的喷印过程实时监测与控制方法;发明了基于图
像质量评价模型的喷印图像质量缺陷自动检测方法,
并通过视频编码和网络传输,对设备的工作状态进行
远程监控,成功地研制了超高速数码喷印设备。

该项目产品和技术被列入工信部工业节能“十二
五”规划和环保部年度《国家鼓励发展的环境保护技术
目录》,为我国的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做出重要贡献。
专家评价认为,技术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总体水平达
到国际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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