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用有机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应用有机实验

课程代码：152103489

学分/学时：32 （其中理论0时，实验32学时，上机0学时，课外0学时）

开课学期： 7

适用专业：化学

先修课程：有机化学、有机合成、波谱分析

后续课程： 毕业论文

课程负责人：马梦林

开课单位： 理学院

一、课程性质和教学目标

课程性质：

课程的性质为一创新设计性实验教学课，教学的目的是通过实验，使学生训

练并掌握有机化学实验的基本技能，学会正确选择的有机化合物的合成、分离、

提纯和分析鉴定的方法。通过实验，培养学生观察现象，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验中

所遇到问题的能力。同时它也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严格认真的

科学态度与良好的工作习惯的一个重要环节。

教学目标： 

实验课程的教学目标要求完成几个反应条件成熟但并不苛刻，实验结果可

检验的不同类型的有机合成实验，锻炼学生设计实验的能力。

（1）学生根据实验指导书或教师的指导，按照有关的实验方法和步骤进行

实验，验证所学的科学知识、客观规律，加深和巩固对所学知识的认识和了解，

学会查找常见有机物的物理常数。（对应毕业要求：3、5）



（2）综合性实验就是把学生学过的多方面知识、多学科内容、多因素影响，

统筹考虑、综合应用开展实验，从而培养学生综合训练、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对应毕业要求：3、5）

二、课程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小4号黑体）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实验学

时
内容提要 实验类型 实验要求

1
安息香的辅酶合

成
8

学习安息香缩合的原理，掌

握安息香缩合反应的实验

操作方法,学习有机合成中

连续化操作的方法.

设计型 必做

2
苯片呐醇及苯片

呐酮的制备与红

外光谱的测定

8 学生自拟 设计型 选做

3
二苯乙二酮合成

及薄层跟踪
8

学习安息香被氧化生成α-

二酮的操作方法；学习薄层

分析法检测有机反应进行

程度。

设计型 必做

4
二苯基羟乙酸合

成及红外光谱测

定

8

学习用二苯乙二酮在氢氧

化钾作用下重排制备二苯

基羟乙酸的原理及操作方

法；学习红外光谱测定方法

，将自己作的红外光谱图与

二苯基羟乙酸标准图谱对

比，找出各主要吸收峰的归

属。

设计型 选做

5
2-氨基-1, 3, 4-
噻二唑（敌枯唑）

的合成

8 学生自拟 设计型 选做

6
7-羟基-4-
甲基香豆素的合

成

8 学生自拟 设计型 选做

7
3-α-
呋喃基丙烯酸的

制备及UV测定
8

学习以呋喃甲醛和乙酸酐

为原料，在碱性条件下经Pe
rkin缩合反应制备3-α-
呋喃基丙烯酸的原理及操

作方法；同时，利用中和滴

定法测定产品的纯度。

设计型 必做

三、教学方法



实验室自主选择和创新设计实验方式开展教学

四、考核及成绩评定方式

1、课程教学 

评价环节 评估培养要求

预习报告（共计20
分）

设计实验能力 （3）(10分)、（5）(10分)

实验一 （3）(2.5分)、（5）(2.5分)
实验二 （3）(2.5分)、（5）(2.5分)
实验三 （3）(2.5分)、（5）(2.5分)

实验操作（共计20
分）

实验四 （3）(2.5分)、（5）(2.5分)
实验一 （3）(2.5分)、（5）(2.5分)
实验二 （3）(2.5分)、（5）(2.5分)
实验三 （3）(2.5分)、（5）(2.5分)

实验结果与分析（

20分）

实验四 （3）(2.5分)、（5）(2.5分)
实验一 （3）(5分)、（5）(5分)
实验二 （3）(5分)、（5）(5分)
实验三 （3）(5分)、（5）(5分)

实验报告（40分）

实验四 （3）(5分)、（5）(5分)

五、附《课程教学目标-培养要求关系表》

培养要求

教学目标

具有良好的

人文和科学

素养，具有社

会责任感

掌握数学、物

理学等方面

的基础知识

和计算机技

术

掌握化学的

基础知识、基

本原理和基

本实验技能；

归纳、整理、

分析实验结

果，撰写论文

，参加学术交

流的能力

了解化学的

前沿领域、应

用前景和最

新发展动态

及化学相关

产业的发展

情况

掌握中外文

资料查询、文

献检索以及

运用现代信

息技术获得

相关信息的

基本方法；具

有一定的实

验设计，

教学目标1 √ √

教学目标1 √ √

（教学目标及培养要求应更换成具体的文字描述，教学目标需在对应的培养要求下划“√”

）



六、参考教材及学习资源

实验讲义：化学实验中心自编

参考书：

[1] 李珺、张逢星、李剑利，综合化学实验，科学出版社，2011。

[2] 吴世晖、周景尧、林子森，中级有机实验，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

[3] 北京大学化学系编，有机化学实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4] 张友杰、李念平，有机波谱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5] 

实用精细化学品手册编写组，实用精细化学品手册（有机卷），北京：化学工业

出版社，1996，1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