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分子化学》教学资源建设成果总结 

以培养知识、能力、思维和素质协调发展的高分子合成材料应用型人才为目

标，建设“基础-应用-拓展-检验”为主线的《高分子化学》优质教学资源：注

重基础知识的联系与巩固、突出教学案例的分析与应用，融入拓展知识的学习

与思政，强化专业知识的检验与评价。教学资源的应用将教学与科研、最新科技

成果相结合，积极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意识，提

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表达沟通和团队合作能力，开拓学生认知视

野，提升学习效率，全面提高教学质量。  

《高分子化学》教学资源是在完善课程目标（包括知识目标、能力目标、技

能素养）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的。 

课程目标：培养学生能够选择恰当的单体、引发剂、聚合方法合成聚合物的

能力，具有能够控制各种聚合反应的聚合速率的能力、控制聚合物分子量的能力，

具有必备的高分子化学知识和良好的技能素养。  

1.知识目标 

（1）各种合成机理适用的单体、引发剂、聚合方法； 

（2）各种合成机理的聚合动力学； 

（3）各种合成机理的聚合速率； 

（4）各种合成机理的聚合物分子量及分布。 

2.能力目标（层层递进） 

能力目标见图 1。 

 

 

图 1  能力目标 



•  （1）合成聚合物能够对聚合方法进行恰当选择和优化 

① 根据聚合物性能要求择优选择单体、引发剂； 

② 会择优聚合方法。 

•  （2）对聚合过程能准确进行分析 

•     ① 会分析聚合动力学； 

•     ② 会计算聚合速率和分子量。 

•  （3）能够对聚合速率进行控制 

•     ① 清楚聚合速率的影响因素； 

•     ② 会通过影响因素设置恰当的工艺条件控制聚合速率。 

•  （4）能够对聚合物分子量进行控制 

•     ① 清楚聚合物分子量的影响因素；   

•     ② 会通过影响因素设置恰当的工艺条件控制聚合物分子量。 

3.技能素养 

 （1）聚合方法应用；（2）竞争与创新意识；（3）沟通与团队意识；（4）表达

与写作素养；（5）自主学习。 

 

图 2 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见图 2。该课程含八章内容，基础资源、拓展资源、检测资源中的

在线测试均是按章建设。 

一、教学资源成果 

（一）基础资源 

1. 知识拓扑图（八章） 

建立了每一章所有知识点的线索关系，学生对于每一条知识链和知识链间的

联系理解更加清晰，不易混淆，对知识点的掌握更加扎实，有利于对教学案例的

分析。 

2. 重点难点（八章） 

将每章的重点与难点和知识拓扑图相结合，更加容易把握重点与难点的知识

脉络，利用知识点间的关系解决重点与难点问题。 

3. 名词解释（八章） 

高分子化学课程概念多，每节课都会涉及到若干概念，分散在不同知识点中，

为了便于学生巩固概念，在课程资源建设中设立了名词解释。 

4. 动画演示（21个） 

    聚合过程抽象，对于初学者来说难以理解，即使有实验课，观察到的也是最

终产物，无法观察中间过程，动画演示能让学生感知整个反应历程，对抽象的理

论知识感性化；有些反应过程极为迅速，时间非常短，我们采取将 PPT教案中一

幅静图制作成多幅静图，在固定位置进行动画播放，不受时间限制，便于学生理

解整个快速反应的中间历程。 

（二）核心资源 

1. 教案课件（八章） 

教案课件重点突出，学生可以利用该资源进行自学。 

2. 案例库（25个案例） 

案例来源于已实现工业化的生产，各章案例分布见表 1。 

采取将案例任务化的形式，依据对学生能力目标的要求，大致分解为四项任

务： 

任务 1  确定聚合单体、引发剂、聚合方法 

任务 2  分析聚合过程 



任务 3  控制聚合速率 

任务 4  控制聚合物分子量 

表 1  案例 

课程内容 案例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逐步聚合 

案例 1 尼龙-66的合成 

案例 2 芳香族聚砜酰胺溶液缩聚 

案例 3 聚碳酸酯的界面缩聚 

案例 4 酯交换法合成 PET 

案例 5 醇酸树脂的合成 

案例 6 酚醛树脂的合成 

案例 7 浇注型聚氨酯橡胶生产 

案例 8 单体配料比与聚合物分子量的关系 

案例 9 聚合物分子量的控制 

案例 10 醇酸树脂的合成 

第三章 自由基聚合 

第五章 聚合方法 

案例 11 低密度聚乙烯的生产 

案例 12 苯乙烯熔融本体聚合 

案例 13 氯乙烯本体聚合 

案例 14 有机玻璃的生产 

案例 15 苯乙烯悬浮聚合生产 

案例 16 醋酸乙烯酯的溶液聚合 

案例 17 丙烯腈水相沉淀聚合 

第四章 自由基共聚合 

案例 18 氯丁橡胶乳液聚合 

案例 19 丁腈橡胶乳液聚合 

案例 20 苯丙乳液聚合 

案例 21 苯乙烯-丙烯腈悬浮共聚 

第六章 离子聚合 
案例 22 阴离子嵌段共聚制备 SBS热塑性弹性体 

案例 23 阴离子聚合制备丁苯橡胶 

第七章 配位聚合 
案例 24 淤浆法合成高密度聚乙烯 

案例 25 淤浆法合成聚丙烯 

第八章 聚合物的化学反应 

案例 21 苯乙烯-丙烯腈悬浮共聚 

案例 22 阴离子嵌段共聚制备 SBS热塑性弹性体 

案例 23 阴离子聚合制备丁苯橡胶 



通过案例组织课上课下的有效讨论： 

（1）每章反应机理讲授结束之后，以任务的形式进行课下小组讨论，学生

通过查阅资料，形成小组讨论报告，课上汇报 5min。 

（2）每章讲课前，下发案例，在每个任务讲授结束后，学生分组讨论每一

项任务是怎么做的？为什么这么做？结果是什么？最后形成小组报告，课上汇报

5-8min。 

汇报结束，其他组或教师提问题互相交流，最后教师总结并进行点评。 

    案例分析讨论促进学生利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

所以然，从而反向促进理论知识更加扎实。在小组分析讨论中，促进小组成员合

理分工任务，加强团队合作，交流互助，循序渐进提高学生思考问题的逻辑性，

对成果进行总结凝练的能力。课上汇报给学生提供展示自己的机会，充分锻炼表

达能力。 

3. 实验库 

以聚合方法为主线设定实验项目，实验项目见表 2。 

表 2  实验项目 

反应机理 聚合方法 实验项目 学时 备注 

连锁聚合 

本体聚合 有机玻璃的制备及性能检测  
与高分子物理

结合的实践周 

悬浮聚合 苯乙烯珠状聚合   

溶液聚合 
醋酸乙烯酯的溶液聚合及聚

乙烯醇的制备 
 

 

乳液聚合 
醋酸乙烯酯的乳液聚合  两种乳液聚合

机理不同 苯乙烯的乳液聚合  

逐步聚合  脲醛树脂的合成   

聚合物的化学反应  胶水的制备   

所有项目均为综合设计创新型实验，实践周实验设计思路:单体提纯——反

应条件讨论——聚合反应；课程实验设计思路不考虑单体提纯。加强理论与实践

的结合，用理论知识设计反应条件，控制反应速率与终产物的分子量；通过最终



实验结果分析设计的合理性，分析实验成功与失败的原因，进一步加强学生在实

践技能、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全面训练。 

4. 作业习题库（八章，附答案） 

每章作业习题附有答案，便于学生自我发现问题和学习。 

（三）拓展资源 

建设扩充知识面的素材资源库、专题讲座库、专业知识检索期刊。 

1．素材资源库 

（1）高分子重要人物（30名高分子专家、学者） 

让学生了解高分子材料研究的重要专家和学者在研究高分子材料过程中是

如何取得研究成功的，遇到困难是如何解决的。在学习过程中让学生逐步树立起

不畏艰难、永往直前的勇气。 

（2）高分子常识 

包括高分子科学简史、高分子材料发展史大事记、我国高分子科学发展的概

况、常用聚合物名称缩写、普通高分子材料的简易鉴别方法。 

高分子科学简史、高分子材料发展史大事记、我国高分子科学发展的概况能

够让学生了解国际和国内高分子发展的状况，并结合课程内容，让学生体会到我

做什么可以推动我国高分子行业的发展。 

学习高分子材料领域必须掌握很多聚合物名称的英文缩写，而高分子化学是

引领学生进入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领域的第一门专业基础课，在这门课程中，

也会循序渐进的涉及到一部分聚合物的英文缩写，对于初学者来说掌握缩写有一

定难度，学生可多看“常用聚合物名称缩写”，在不知不觉中形成记忆，没有必

要专门死记硬背，为后续其他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基础。 

普通高分子材料的简易鉴别方法可以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了解实验室中各

种常用合成高分子材料如何鉴别，拓宽专业知识面。 

素材资源库中高分子重要人物、高分子科学简史、高分子材料发展史大事记、

我国高分子科学发展的概况这些内容，一方面，学生课下利用闲散时间就可以了

解；另一方面，课上可以将这些内容与某些课程内容结合，贯穿讲解，融入课程

思政元素，引导学生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增强学生的国家情怀，建立民族自豪感；



从材料合成的可持续发展角度培养学生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等，培养具有创新

意识和家国情怀并重的工程师。 

2.专题讲座库 

主要涉及高分子前沿、科技与人类方面的内容。包括记忆功能高分子材料、

智能高分子凝胶、功能高分子的制备方法、树枝状聚合物、无皂乳液聚合、超支

化聚合物等内容。能够开阔学生视野，进一步拓宽知识面。 

3.专业知识检索期刊 

推荐有关高分子合成的 9个中外文期刊及网站链接。 

（四）检测资源 

1.试题库（11 套试题） 

2.在线测试题库（八章） 

在线测试题以选择题、判断题为主，每章学习结束，即可从题库中抽取试题

进行在线测试（目前通过“学习通”完成）。测试结束，学生立刻知道成绩和答

案，从而评价自己各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并且根据存在的问题及时解决；同时教

师也能迅速能看到所有学生的得分情况及每个题目的答对率，发现学生存在的问

题并进行进一步说明与讲解，同时能够反思针对这些问题在教学中如何进行改进。 

二、教学资源实践效果 

1.学生基础理论知识更加扎实，能够建立良好的分析问题的思路、并用扎实

的理论知识去解决实践问题。 

2.拓宽学生视野，学习积极性、主动性提高。 

3.案例分析讨论学生参与度高，积极活跃；在课堂上展示汇报 PPT制作精美、

简明扼要；部分学生汇报思路清晰、表述准确、交流自如。 

4.学生期末考试中对于综合应用问题的回答得分率普遍提高。 

5.学生认为采用案例与任务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学习目标性更加明确。 

6.便于学生和教师对学习过程双向管理，做到持续改进。 

三、成果创新点 

1.建设了“基础-应用-拓展-检验”为主线，以应用为核心的《高分子化学》

教学资源——基础资源、核心资源、拓展资源、检验资源。 



基础资源注重基础知识的联系与巩固、核心资源突出教学案例的分析与应用，

拓展资源融入拓展知识的学习与思政，检测资源强化专业知识的检验与评价。 

2.建立了教师引导下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环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1）教学任务贯穿于案例中，学生学习目的性明确，学习积极性提高。 

在教学中强化基础理论，以真实案例、任务为突破口，以思路建立为重点，

将聚合方法、材料制备、材料的性能和应用相结合，紧密结合工业生产实际，突

出工程教学理念。采用讲授与讨论等手段相结合，进行多方位教学。 

（2）学中做，做中学，灵活应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 

重视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相结合，用理论解释实践，用实践验证理论，加强

学生在技能、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全面训练。 

（3）拓宽学生视野，吸引学生学习兴趣，注重课程思政。 

借助于素材资源库、专家讲座库、学科知识专业检索系统，学生积极查阅中

外文资料，以学生作报告的形式，开展课堂讨论，增加课本上未包括的最新知识，

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同时，将这些资源贯穿于授课中，推进具有“国际视野、中

国情怀、社会责任感”高素质人才的培养。 

3.促进学生巩固知识，教师改进教学。 

资源中案例分析、章节总结、在线测试有助于学生发现不足，及时弥补；

有助于教师及时发现学生存在问题，反思教学过程，进行教学方式方法的改进。 

四、成果应用推广情况 

1.成果应用情况 

（1）拓宽学生视野，学习积极性、主动性提高。 

（2）学生期末考试中对于综合应用问题的回答得分率普遍提高。 

2.成果推广情况 

我院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与应用化学专业 160-240人/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