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生课程《绿色化学与创新思维方法》优秀教学案例 

石油化工学院 冯辉霞教授  

 

《绿色化学与创新思维方法》是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硕士研究生公共选修课。

以绿色化学涉及的研究领域为主线，以化学与人类健康以及相关行业的绿色无污

染为中心，科学地阐述了一种能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它吸收了当代

化学、物理、生物、材料、信息等学科的最新理论和技术，具有明确的科学目标

和社会需要，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本课程建有丰富的线上教学资源，于 2018

年入选甘肃省创新创业慕课，在智慧树在线平台开放，旨在使研究生明确绿色化

学兴起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树立绿色化学的观念，在研究和工作中努力促进

化学和化工的绿色化，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课程设计 

1、课程目标 

知识目标：掌握绿色化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等基础知识，了

解绿色化学应用及发展前景，认识绿色化学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影响。 

能力目标：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知识应用、团队合作、创新思维等方面能力

和意识。 

素质目标：本课程将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有机融合贯穿于整个教学活动中，

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个性发展、创新意识等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2、教学过程与管理 

 

（1）教学资源准备充分，教学内容丰富。 

（2）问题驱动，启发思维。学生分组学习，每个学习单元设置热点问题，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互动讨论，课下查阅资料，课上开展线上翻转报告活动。进行

了两轮次 14个主题发言，分享了 70余篇文献。 

（3）专创融合，协同育人。教学过程中，结合教学内容，将专创融合、科

教协同育人理念贯穿这个教学过程中。设计了 4 大类，6 个主题，35 个热点问

题。 

二、课程特点 

课前学习：学生分组学习，查阅文献，撰写学习报告。 

课中组织：教师教授重点，问题驱动，分组讨论，学生交流汇报学习成果，

教师现场点评，重点开展思政教育、专创融合，促进后续改进。 

课后评价与反馈：开展过程性和多样化的学习评价，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促

进学生自主学习，将学习评价与反馈贯穿于学习过程始终，不断修正完善，形成

一套科学合理的学习效果评价体系。 

   

    



 

    三、组织与管理成效 

1、引导自主学习，加强课程过程管理 

线上教学教师全程出镜，有序发布签到情况、听课时长等，设定提问环节，

学生出镜发言，进一步加强了线上课堂管控力度，也做到了及时关注学生的学习

状态； 

 

2、加大师生间的互动交流，实时掌握学生学习感受，不断优化授课方案，

提升教学效果，学生学习成效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