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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机合成是是有机化学工作者改造世界、创造未来最重要的手段。本课题教学设计是基于核心素养背景下,融入现

代教育理念,采取比较教学方式,帮助学生学会运用逆合成分析法设计有机合成路线的基本技能,培养学生创造思维和创新能

力,同时渗透热爱化学、热爱科学的思想教育,构建核心素养视域下化学比较教学模式,打造化学教学“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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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导思想与理论依据 

布鲁纳认知结构理论认为,学习就是学生参与构建知识

体系的过程。在教学中,教师要从学习过程、直觉思维、内

在动机、信息提取几个方面入手,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学习、

生成知识、构建知识体系。皮亚杰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个

体在认知生长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更加关注学习者如何以原

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知识。 

《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强调要“了解

烃类及衍生物的重要应用以及烃的衍生物合成方法；根据信息能设

计有机化合物的合成路线。”有机合成的核心素养主要包括：一是

通过对有机合成概念、原理、过程、规律等知识的学习与理解,形

成从化学视角认识事物、探索规律、合成新物质的思想观念；二是

通过简单有机物合成教学及运用,从有机合成思维角度,掌握研究

物质世界的科学思维和基本方法；三是通过具体的探究活动形成应

用所学知识与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和合成新物质新材料,培养学生的

科学素养和创新精神,促进学生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和优秀品格。 

2 教学背景分析 

2.1 教材分析 

有机合成是有机物性质的应用,是有机化学工作者改造世界、

创造未来最重要的手段。教材要求学生熟练掌握烃及其衍生物的

组成、结构、性质、相互衍生关系以及重要官能团的引入和消去,

帮助学生学会运用逆合成分析法设计有机合成路线的基本技能,

为学习“第五章进入合成有机高分子化合物的时代”奠定基础,

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设计新物

质的意识。同时,对学生渗透热爱化学、热爱科学的思想教育。 

2.2 学情分析 

学生在通过对前两章及本章前三节的学习,从而存在期

待对“有机合成”的心理好奇,故本节在教学时既要对前面

的知识作系统性回顾,又要有新的突破,如掌握逆向分析法

在有机合成中的应用、会设计简单的有机合成路线、具备一

定的解题思维能力和合成新物质的创新精神。 

3 教学目标设计 

3.1 通过比较学习、小组讨论、归纳整理知识,培养学

生掌握烃及烃的衍生物性质及官能团相互转化的一些方法。 

3.2 通过对有机物的合成方法、路线、过程的学习,培

养学生的逆合成分析法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信息迁移能力。 

3.3 结合生活生产实际,分析新闻资料,选择合成路线,让

学生关注某些有机物对环境和健康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安全

生产与使用问题,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创新精神。 

4 教学策略与方法选择 

根据本节课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知识结构和学生层次

及思维发展等因素,采取比较教学、启发教学、探究教学等

教学策略,融合比较学习、合作学习、问题探究、创新设计

等学习方法,落实教学重点“归纳官能团相互转化的方法”,

突破教学难点“利用有机物的结构、性质寻找合成路线的最

佳方式”,打造核心素养视域下化学比较教学“金课”。 

教学流程：情境导入→自主学习→比较探究→成果分享

→生成知识→创新实践。 

5 教学过程设计 

教学环节 1：情境导入 

[实物展示]展示一个聚氯乙烯成分的“塑料袋”。同学

们,你们知道这个塑料袋的成分是什么吗？如果条件允许,

你们能不能以乙醇为原料,合成聚氯乙烯呢？(请一名学生

代表到黑板板演合成过程)。 

教师：刚才某同学板演的聚氯乙烯合成过程,就是有机

合成。那么究竟什么叫有机合成、有机合成有什么意义、如

何设计有机合成中路线及注意事项有哪些、这类题该如何解

答？我们将在这节课给予解决。 

教学环节 2：自主学习 

[板书]第四节  有机合成 

学生：自主学习(阅读教材)P64 相关内容,结合已有知

识,找出有机合成的定义、任务、过程。 

[板书]一、有机合成 

(1)有机合成：有机合成是利用简单、易得的原料,通过

有机反应,生成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化合物。 

[过渡] 教师强调有机物的结构主要指碳架结构和官能

团,引出有机合成的任务。 

[板书]二、有机合成的任务：目标化合物分子骨架构建

和官能团的转化。 

教师：有机合成中分子骨架构建包括增长(缩短)碳链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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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碳链成环,这点通常会有信息提示,只要同学们能灵活应

用就行,而对于官能团的引入或转化就必须要记住了。 

教学环节 3：比较探究与成果分享 

[思考与交流] 常见官能团的引入方法(小组比较学习,

合作探讨官能团的引入,并写出相关化学方程式)。 

(1)碳链上引入 C=C 的三种方法： 

(1) (2) (3)  。 

(2)在碳链上引入-X 的三种方法： 

(1)  (2)  (3)  。 

(3)在碳链上引入-OH 的四种方法： 

(1)  (2)   (3)   (4)   。 
[设疑]请同学们列举-CHO、-COOH 等其他官能团的引入

方法,相关化学方程式。 

学生：汇报分享比较学习成果,教师评价总结。 

教师：除了官能团的引入,同样也可通过反应消除官能团,

主要包括以下方法：通过有机物加成可消除不饱和键；通过消

去、氧化或酯化可消除羟基；通过消去或取代可消除卤原子。 

[练习 1] 教材 P67 第一题(注：将以 2-丁烯为原料,改

为以乙醇为原料)。 

教师：点评练习结果,归纳有机合成过程。 

6 有机合成过程 

[投影] 有机合成过程示意图(略)。 

教师：有机合成的过程是利用简单的试剂作为基础原料,

通过有机反应链上官能团或一段碳链,得到一个中间体；在

此基础上利用中间体上的官能团,加上辅助原料,进行第二

步反应,合成第二个中间体,经过多步反应,按照目标化合物

的要求,合成具有一定碳原子数目、一定结构的目标化合物。 

[过渡] 同学们,把“有机合成过程示意图”倒过来看一

看,你有什么发现？ 

[投影] 逆合成分析示意图： 

 

教师：结合“逆合成分析示意图”提出逆合成分析法。 

[板书] 二、逆合成分析法 

(1)合成设计思路：目标化合物→中间体1→中间体2→基础原料。 

(2)逆合成分析法：运用逆向思维方式,将目标化合物依

次倒推,分别寻找上一步反应的中间体,从而确定最适宜的

基础原料、辅助原料和合成路线的合成分析法。 

[师生互动] 思考交流完成教材P66“学与问”,从绿色化

学的角度考虑,在设计有机合成的路线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板书] 三、有机合成的注意事项——“五原则” 

(1)起始原料要廉价、易得、低毒性、低污染。 

(2)应尽量选择步骤最少的合成路线。 

(3)合成路线要符合绿色、环保的要求。 

(4)合成反应要操作简单、条件温和、低耗能、易于操作。 

(5)要按一定的顺序和规律引入官能团,不能臆造不存

在的反应事实。 

教学环节 4：生成知识 

[练习 2] 请以乙烯为原料合成草酸二乙酯。 

[投影] 分析思路：草酸二乙酯→草酸→二乙醇→…→乙醇。 

[学生活动] 分组书写上述各步的化学反应方程式。 

教师：点评书写结果,结合此题的解题思路,巩固“逆合

成分析法”。 

教学环节 5：创新实践 

[练习 3] 下列有机物结构图,是我们班某同学设计(或

查资料收集)的(也可以鼓励同学们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力、

创新力,现场设计可能存在的有机物结构式),你们能不能以

以乙醇为原料,把它们“制造”出来呢？ 

 

[学生活动]分组设计上述有机物合成路线,书写各步的

化学反应方程式。 

学生：汇报,展示和分享有机合成创新实践成果。 

教师：点评学生的创新设计思路,结合学生创新实践成果,

小结“有机合成”教学,构建有机合成知识体系,培养学生的科

学素养和创新精神,促进学生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和优秀品格。 

[作业]略。 

[教学反思] 本节课通过创设情境导入新课,采取自主学

习、比较学习、合作探究等方式,把课堂交给学生,把过程交给学

生,把结论交给学生,让学生在自主学习、比较学习、小组合作讨

论的学习过程中获得知识,体验快乐,达成预期的教学效果,培养

终身学习、自主发展、合作参与、创新实践的良好习惯和个人修

养。最后,以创新实践案例及评价,小结“有机合成”教学,构建

有机合成知识体系,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和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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