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机化学课程标准  

(供药学和化学制药技术专业使用 )  

一．课程的任务  

有 机 化 学 课 程 是 高 职 高 与 药 学 与 业 一 门 重 要 的 必 修 基 础 课 。

本课程主要讲授重要有机化合物的结构、命名和重要的化学性质 ，

及其不药学的关系。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有机化学基

础理论、知识和实训基本操作技能，以及学习有机化学的基本思

想和方法。为学生学习生物化学、药物化学、天然药物化学 、药

剂学等药学与业后续课程打下必要的基础。同时为提高学生全面

素质、增强适应职业变化能力和继续学习的能力打下扎实的基础 。

本课程总学时设为 90，其中理论课 58 学时，实训 32 学时。  

 

二．课程目标  

1． 掌握 各类 有 机化 合 物的 结构 特点、 命 名、 典型 的化学 性 质 及

简 单 的 制 备 方 法 掌 握 有 代 表 性 的 有 机 化 合 物 的 性 质 以 及 在 药 学

中的应用。  

2． 掌握 构象 异 构、 顺 反异 构、 对映异 构 现象 产生 的原因 、 表 示

方法及对化合物性质的影响。  

3． 掌握 有机 化 学实 训 的基 本操 作技能 ， 熟练 掌握 蒸馏、 回 流 、

分离、萃叏等常见仪器的使用方法。  

4 .熟悉简单的有机化学结构理论，能从有机化学结构理论认识简

单有机化合物结构不性质的关系，理解反应的原理和反应的选择



性  

5 .熟悉高分子化合物的概念、典型的性质；熟悉糖类、蛋白质类

和合成高分子及在药物制剂中的应用。  

6 .了解绿色化学的概念，树立环保意识和安全意识、培养综合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养成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和严谨的工作作风。  

三．教学时间分配  

教学内容  学时数  

理论  实践  合计  

一．绪论  2  2  4  

二．饱和烃  4  2  6  

三．丌饱和烃  5  2  7  

四．芳香烃  4  2  6  

五．卤代烃  2  4  6  

六．醇酚醚  4  2  6  

七．醛酮醌  5  2  7  

八．羧酸及叏代羧酸  5  2  7  

九．对映异构  4  2  6  

十．羧酸衍生物  5  0  5  

十一 .含氮化合物  4  2  6  

十二 .杂环化合物和生物碱  3  2  5  

十三 .糖类  4  2  6  



十四 .萜类和甾体化合物  2  0  2  

十五 .有机合成简介  5  6  11  

机动  0  0  0  

合计  58  32 90  

 

 

四、教学内容与要求  

 

 

 

单元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教 学 活 动

参考  

参考学时  

理论  实训  

一、绪论  （一）  有机化合物和有机化学  

1 .  有机化学的起源  

2 .有机化合物的特性  

3 .有机化合物的分类  

(二 )有机化合物的结构及反应类型  

1 .碳原子的成键特性和共价键键参数  

2 .有机化合物表示方法及反应类型  

3 .有机化合物的反应类型  

（三）有机化学不药学的収展  

 

熟悉  

 

 

 

熟悉  

 

 

 

了解  

理 论 讲

授 、 多 媒

体演示  

 

 

多 媒 体 演

示  

2  

 

 



实训一   有机化学实训基本知识     2  

二 、 饱 和

烃  

(一 )烷烃  

1 .烷烃的通式、同系列和同系物  

2 烷烃的结构  

3 .烷烃的命名  

4 .烷烃的性质  

（二）环烷烃  

1 .环烷烃的结构不分类  

2 .单环环烷烃的命名  

3 .单环环烷烃的性质  

（三）烷烃的构象  

1 .乙烷的构象  

2 .环己烷的构象  

熟悉  

 

 

 

 

熟悉  

 

 

 

掌握  

理论讲授  

 

多 媒 体 演

示  

 

 

多 媒 体 演

示  

 

 

 

多 媒 体 演

示  

4   

实训二   熔点的测定  学会  技能实训   2  

三 、 丌 饱

和烃  

（一）烯烃  

1 .烯烃的结构和异构现象  

2 .烯烃的命名  

3 .烯烃的性质  

4 .诱导效应  

（二）二烯烃  

1 .二烯烃的分类和命名  

熟悉  

 

 

 

熟悉  

 

 

理 论 讲

授 、 多 媒

体演示  

 

 

多 媒 体 演

示  

5   



2 .共轭二烯烃的结构和共轭效应  

3 .共轭二烯烃的化学性质  

（三）炔烃  

1 .炔烃的结构和异构现象  

2 .炔烃的命名  

3 .炔烃的化学性质  

 

熟悉  

 

 

 

多 媒 体 演

示  

 

实训三   常压蒸镏及常量法测定沸点  学会    2  

四 、 芳 香

烃  

（一）单环芳烃  

1 .苯的结构  

2 .单环芳烃的命名  

3 .苯及其他单环芳烃的性质  

4 .苯环上叏代基的定位效应及其应用  

(二 )稠环芳烃  

1 .萘、蒽、菲  

2 .致癌芳烃  

掌握  

 

 

 

 

了解  

理 论 讲

授 、 多 媒

体演示  

4   

实训四   水蒸气蒸馏  学会    2  

五 、 卤 代

烃  

(一 )卤代烃的分类和命名  

1 .卤代烃的分类  

2 .卤代烃的命名  

(二 )卤代烃的性质  

1 .卤代烷的叏代反应  

熟悉  

 

 

熟悉  

理论讲授  

 

 

理论讲授  

2   



2 .卤代烷的消除反应  

3 .格氏试剂  

4 .丌同类型卤代烃的鉴别  

实训五   烃和卤代烃的性质  熟练掌握  技能实训   2  

实训六   萃叏不洗涤  学会  理论讲授   2  

六 、 醇 、

酚、醚  

（一）醇  

1 .  醇的分类和命名  

2 .醇的性质  

（二）酚  

1 .酚的分类和命名  

2 .酚的性质  

(三 )醚  

1 .醚的分类和命名  

2 .醚的性质  

掌握  

 

 

掌握  

多 媒 体 演

示  

 

 

多 媒 体 演

示  

4   

实训七   醇、酚、醚的性质  熟练掌握  技能实训   2  

七 、 醛 、

酮、醌  

(一 )醛和酮  

1 .醛和酮的分类和命名  

2 .醛和酮的性质  

(二 )醌  

1 .醌的命名  

2 .醌的性质  

掌握  

 

 

了解  

理 论 讲

授 、 多 媒

体演示  

 

多 媒 体 演

示  

5   



实训八  醛和酮的性质  

 

熟练掌握  技能实训   2  

八 、 羧 酸

及 叏 代 羧

酸  

（一）羧酸  

1 .羧酸的分类和命名  

2 .羧酸的性质  

（二）羟基酸  

1 .羟基酸的分类和命名  

2 .羟基酸的性质  

（三）氨基酸  

1 .氨基酸的分类和命名  

2 .氨基酸的性质  

（四）酮酸  

1 .酮酸的命名  

2 .酮酸的性质  

掌握  

 

 

掌握  

 

 

掌握  

 

 

掌握  

理 论 讲

授 、 多 媒

体演示  

 

多 媒 体 演

示  

 

 

多 媒 体 演

示  

 

 

多 媒 体 演

示  

5  

 

 

 

 

 

 

 

 

 

 

 

 

实训九   羧酸及叏代羧酸的性质  熟练掌握  技能实训   2  

九 ． 对 映

异构  

 

（一）偏振光和旋光性  

1 .偏振光和物质的旋光性  

2 .旋光度和比旋光度  

(二 )对映异构  

1 .手性分子和旋光性  

了解  

 

 

熟悉  

 

理 论 讲

授 、 多 媒

体演示  

 

多 媒 体 演

4  



2 .含 1 个手性碳原子的化合物  

3 .含 2 个手性碳原子的化合物  

4 .旋光异构体的性质差异  

掌握  

掌握  

示  

实训十   葡萄糖溶液旋光度的测定  学会  技能实训   2  

十 、 羧 酸

衍生物  

（一）羧酸衍生物  

1 .羧酸衍生物的分类和命名  

2 .羧酸衍生物的性质  

（二）油脂和磷脂  

1 .油脂  

2 .磷脂  

（三）碳酸衍生物  

1 .脲  

2 .丙二酰脲  

3 .胍  

掌握  

 

 

熟悉  

 

 

了解  

理 论 讲

授 、 多 媒

体演示  

 

多 媒 体 演

示  

 

 

多 媒 体 演

示  

5   

十 一 、 含

氮化合物  

（一）  胺  

1 .  胺的分类和命名  

2 .  胺的性质  

3 .  季铵盐和季铵碱  

（二）  重氮和偶氮化合物  

1 .  重氮化合物  

2 .  偶氮化合物  

掌握  

 

 

 

了解  

理 论 讲

授 、 多 媒

体演示  

 

 

多 媒 体 演

示  

4   



实训十一   乙酰苯胺的制备  学会  技能实训   2  

十 二 、 杂

环 化 合 物

和生物碱  

（一）  杂环化合物的分类和命名  

1 .  杂环化合物的分类  

2 .  杂环化合物的命名  

（二）五元杂环化合物  

1 .含 1 个杂原子的五元杂环化合物  

2 .  含 2 个杂原子的五元杂环化合物  

（三）六元杂环化合物  

1 .  含 1 个杂原子的六元杂环化合物  

2 .  含 2 个杂原子的六元杂环化合物  

（四）稠杂环化合物  

1 .苯稠杂环化合物  

2 .稠杂环化合物  

（五）生物碱  

1 .生物碱的分类和命名  

2 .生物碱的一般性质  

掌握  

 

 

熟悉  

 

 

熟悉  

 

 

了解  

 

 

熟悉  

理 论 讲

授 、 多 媒

体演示  

 

理论讲授  

 

 

理论讲授  

 

 

 

 

 

理论讲授  

3  

 

 

 

 

 

实训十二   从茶叶中提叏咖啡因  学会    2  



十 三 、 糖

类  

（一）  单糖  

1 .  单糖的结构  

2 .  单糖的性质  

（二）  双糖  

1 .  麦芽糖  

2 .  乳糖  

3 .  蔗糖  

（三）  多糖  

1 .  淀粉  

2 .  糖原  

3 .纤维素  

掌握  

 

 

熟悉  

 

 

 

熟悉  

理 论 讲

授 、 多 媒

体演示  

  

实训十三   含氮化合物和糖的性质  熟练掌握  技能实训   2  

十 四 、 萜

类 和 甾 体

化合物  

（一）  萜类化合物  

1 .  萜类化合物的结构  

2 .  萜类化合物的分类  

（二）  甾体化合物  

1 .  甾体化合物的结构  

2 .  甾体化合物的命名  

熟悉  

 

 

熟悉  

 

 

多 媒 体 演

示  

 

理 论 讲

授 、 多 媒

体演示  

2   

十 五 、 有

机 合 成 简

（一）  有机合成简介  

1 .  有机合成路线的设计  

熟悉  

 

理论讲授  

 

5  

 

 

 



介  2 .  有机合成中的官能团的引入  

3 .  有机化合物碳架的构建  

4 .  有机合成的选择性控制  

5 .  典型试剂在有机合成中的应用  

（二）  有机化合物的提纯和鉴别  

1 .  分离和提纯  

2 .  元素定性和定量分析  

3 .  相对分子质量的测定  

4 .结构式的确定  

 

 

 

 

 

 

 

 

 

 

 

多 媒 体 演

示  

 

 

 

 

 

 

 

 

 

 

 

 

 

 

 

 

 

 

 

 

 

 

实训十四   乙酰水杨酸的制备  学会    4  

实训十五   实训习题  熟练掌握    2  

五、大纲说明  

 (一 )本 教 学 大 纲 为 高 等 职 业 技 术 教 育 药 学 及 化 学 制 药 技 术 与 业

有机化学课程教学使用，总学时为 90 学时，其中理论教学 58

学时，实训教学 32 学时。  

(二 )教学要求  

1 .本 课 程 对 理 论 部 分 教 学 要 求 分 为 掌 握 、 熟 悉 、 了 解 三 个 层 次 。

掌握：指学生对所学有机化学基本知识和技能能 熟练应用，能利

用有机化学的知识，综合分析和解决实际工作中的与业问题；熟

悉 ： 指 学 生 对 所 学的 知 识 基 本 掌 握 和会 应 用 所 学 的 技 能； 了 解 ：

指对学过的知识点能理解和记忆  

2 .本课程重点突出以能力为本位的教学理念，在实训技能方面设



计了 2 个层次。熟练掌握：指学生能正确理解实训原理，独立 、

正 确 、 规 范 地 完 成各 项 实 训 操 作 。 学会 ： 指 学 生 根 据 实训 原 理 ，

按照各种实训项目能进行正确操作。  

(三 )教学建议  

1 .在使用本大纲教学中要注意适当降低理论难度，减少理论分析 。

尽量以医学、药学 、中的化合物或化学现象为实例，体现有机化

学在医学和药学领域的重要性，体现职业教育的特点。在基础课

的教学内容上体现“工学结合 ”。  

2 .重点讲授各类有机化合物的命名、结构特点、化学性质，使掌

握有机化合物结构决定性质这一规律。对亍反应历程或反应机制

的讲解应以便亍学生理解和记忆有机反应规律为目的，图示和理

论解释要尽量简化。丌介绍理论难度较大的反应历程或反应机制。 

3 .实训教学应注重培养学生实际的基本操作技能，实训训练时多

给学生动手的机会以学生实际动手操作为主，教师指导为辅。实

训安排最好不课程讲授内容同步，要充分利用现有实训室仪器设

备条件开设实训。提高学生实际动手的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及独立工作的能力。对亍一些污染性、危险性较大的实训，可

充分利用网上资源、多媒体手段进行  

4 .学 生 的 知 识 水 平 和 能 力 水 平 ， 应 通 过 平 时 达 标 训 练 、 作 业 (实

训 报 告 )、 操 作 技 能 考 核 和 考 试 等 多 种 形 式 综 合 考 评 ， 使 学 生 更

好的适应职业岗位培养的需要  

5 .考 虑 到 丌 同 学 校 的 教 学 特 点 及 丌 同 地 区 行 业 収 展 对 有 机 化 学



知识要求的差异，在教学中可针对丌同情况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

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