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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联盟“无机化学与化学分析教学”研修班在西北大学举办 

8月 10日-14日，西北地区“无机化学与化学分析教学”研修班在西北大学太白校区成

功举办，此次培训班由西北地区高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联盟发起组织，西北大学教师发展中

心承办。来自西北五省 40所高校的 50余名高校教师参加培训。 

西北大学副校长王尧宇教授出席开班典礼 

  针对此次培训，西北大学教师发展中心科学论证培训方案、精心设置培训主题、严格遴

选授课教师，围绕教学能力提升、学科前沿等主题，分别邀请了中科院院士郑兰荪教授、国

家级教学名师史启祯和唐宗薰教授，以及厦门大学、西北农林科大学和西北大学的专家教授，

通过开展名师示范课、名师交流研讨、前沿科学报告、实地参观学习等方式开展培训。培训

发挥了名师的示范引领作用，提升了参训教师的教学能力与水平，深受广大青年教师的好评。     

    
                            （西北大学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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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区高等学校教师教学发展中

心联盟 

 

西北地区高等学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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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培训班学员谈体会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张思锐 

  在研修班培训期间，我感觉，每天都是忙碌

而充实的，因为每一天都要面对不同风格的教学

名师、聆听不同研究方向的专家学者的谆谆教

诲，每一天都能听到不同类型的培训内容，每一

天都能感受到思想火花的碰撞与冲击。在这里，

我进一步了解和掌握了无机化学教学的内涵和

前沿知识，反思了以往教学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西安科技大学 刘静 

郑兰荪院士的授课文理相通，由浅入深，循

循善诱，幽默风趣。高老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讲课娓娓道来，不急不缓。唐老师制作了 200 张

幻灯片，花了整整一上午的时间，给大家讲解了

无机化学中非常关键的问题，他的解释严谨认真，

有理有据。大师们各自都有各自的风格特点。但

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对于知识吃透了，能够融   

会贯通，如数家珍，在授课中给学生讲的时候，

能够掰开揉碎，富有技巧，这种示范课让我拓展了自己的视野和知识面。这样与名师面对面

交流的机会太难得了，我真想让我们系上教研室的老师们都来听课。 

 

陇东学院 李莹莹 

史启祯先生是我非常敬佩的人，而且我

目前所授的无机化学及分析化学采用的就是

史先生编写的教材，从其编写的书的内容上

就可以看出，史先生是一个治学严谨，精益

求精的人，通过他给我上的酸碱这一课更能

验证这一点。通过史先生这一课使我深深认

识到，教书育人不是光把书本上的内容照本

宣科教给学生就可以，而是时刻要怀着一种

批判的眼光，对所有的知识都应该提出一个

问号，对于一个定义是否准确？一个表格的数据为什么这样排列？在史老师讲课之前，我从

来没考虑过，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也会经常给自己多提一些这样的“为什么”。 

 

咸阳师范学院 徐维霞 

唐宗薰教授的示范课“在《无机化学》课程中加强对热力学问题的教学”，幽默风趣的

上课风格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唐宗薰教授从热力学角度给我们定量地而非定性地比较

国家级教学名师、西北大学史启祯教授作报告 

中科院院士、厦门大学郑兰荪教授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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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了过渡金属元素、镧系元素性质的规

律性变化，而过去这一部分的主要从原子

的电子结构角度来阐明的，这也进一步说

明挑战经典、化学创新的重要性。唐老师

睿智的思维及把难理解的问题简单化地呈

现出来的能力，使得学生都能很容易的接

受所学内容，作为一名老师，我们应该向

唐老师这种认真、敬业、对教师职业孜孜

不倦的追求而学习。 

新疆农业大学 刘尊奇 

吴彪教授的报告是无机化学前沿科学

报告阴离子化学。在这次报告之前我一直认

为一提到配位化学就一定是中心金属离子

和有机配体之间的配合，但吴教授颠覆了我

之前的固有观念，将阴离子作为中心原子周

围用其他的有机化合物作为配体，通过氢键

配位，而形成以阴离子为中心的配合物。同

时，吴教授讲授了配合物发展的最前沿研

究，给我了非常多的科研启发，同时打开了我研究的另一个方向。       

 

宁夏师范学院 安玉民 

高胜利教授讲授的是“《无机化学》研究

式教学——试谈教育观念、理念、方法之改

变”。高老师从“教师、教材、教法”三个方

面以幽默诙谐、通俗易懂的语言给我上了一

节精采绝伦的示范课。通过这节课，我明白

教育最本质的意义在于培养人才，教师的主

导作用更是基础培养的关键。高校教师要有两个强有力的翅膀——教学和科研；教材乃教学

之本，要多方汲取营养；教法要提倡大纲式教学，还要具有“批判性思维”的教学理念。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刘波 

王进义老师关于科研前沿报告让我感受到

王老师渊博的学识，而更重要的是作为科研型

教师，注重尊重实验结果本身是至关重要的。

科研结果没有好坏高低之分，挖掘其中更深的

规律、探究其原理并加以利用才是科学研究成

功的关键。而且王老师对学生的管理模式，也

非常值得我们年轻教师在今后科研中借鉴和

应用。 

国家级教学名师、西北大学唐宗薰教授作报告 

“杰青”获得者、西北大学化材院吴彪教授作报告 

陕西省教学名师、西北大学高胜利教授作报告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王进义教授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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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师范学院 刘新文 

王文渊老师的研究方向很新，第一次感受

这样的研究，这个研究挑战了多年陈旧化学知

识的学习，我深深感到，我们的教学和教师自

身的知识和学习落伍了，应该多参加这样的研

修班学习，并把最新发展传递给同行，并传递

给朝气蓬勃、充满好奇心的学生。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鱼婷                     

厦门大学的朱雅仙教授讲解“无机化学教

学中的几点体会”，朱教授的讲解我觉得十分地

接地气。如果说郑院士的讲解是从大量科研实

践中发现的科研问题出发，那么朱教授的讲解

就是从生活实践中一些常见事物出发。所讲解

的无机化学问题都是发生在老百姓生活中常见

的、关心的。这样的教学，这样的讲解不但让

化学类的学生觉得化学很有用，学习化学很有

趣，也会让其他非化学类的学生觉得化学无处

不在。 

 

西北师范大学 姚小强 

沈烨华教授就“地方综合性大学创新人才

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作了交流，西北大学

无机及分析化学教学团队结构合理，老中青结

合，教学梯队完善，值得我们借鉴。非常欣赏

有经验的老教师将自己的教学经验及教学理念

毫无保留地传承给青年教师。另外，学校所营

造的良好的教学、科研氛围对于青年教师形成

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延安大学 崔华莉 

崔斌教授向大家介绍了西北大学化材院实验室的情况，

并带领我们参观了基础实验室，通过

与实验教师的交流讨论，让我看到了

差距，当然除去一些客观因素外，我

们还是要在教学和教法上下大功夫，

对于实验内容的选择、实验室管理以

及学生的实验成绩考核应该视自己

学校的情况并借鉴西北大学的先进

之处制定合理的方案。 

西北大学科技处处长、沈烨华教授作报告 

厦门大学朱雅仙教授作报告 

西北大学王文渊教授作报告 

 

 

西北大学崔斌教授现场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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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武戊良 

 

短短的五天学习时间，聆听到像郑院士

和国家级教学名师史先生等这样超高水平

的名师讲课，亲身感受我们这个领域权威的

大家风范，让我受益匪浅，更是给我们青年

教师上了教师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课。虽然

每个名师上课的风格不同，但开阔了我们视

野，增长了知识，更让我们有了求知的兴趣。

这次培训虽然时间短暂，但我认为对像我们

这样刚从事教学的青年教师来说很有必要，

也很重要。 

 

兰州交通大学 宋学琴 

在这几天的培训中，几位教授一直在倡导研究性教学，就是提倡把教学研究作为科学研

究那样去做。所以我们也应该围绕一门课程建立一个研究小组，通过申请各级教学项目，认

真完成项目来达到对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

的创新。正如史启祯教授所说的“科研和教

学两只翅膀都要硬起来”。在教学中，应该

不断地加强科学研究，只有在一定的领域有

了比较深的认识，才能将其更好的融入到教

学工作中。正如吴彪教授、王文渊教授、王

进义教授那样，他们正是因为在各自的领域

有了大的成果和突破，在教学的过程中，将

自己的科研结合进去，才能将知识点讲解得

清晰透彻，并且课堂中向学生渗透研究的新

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