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机化学 2》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有机化学 2 课程类别（必修/选修）：必修 

课程英文名称：Organic Chemistry 2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40/3/2.5 其中讨论学时：1 

先修课程：无机化学、分析化学、仪器分析等 

授课时间：1-16 周，星期一：5-7 节 授课地点：松山湖校区 6B302 

授课对象：2015 级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计划班） 

开课院系：化学工程与能源技术学院 

任课教师姓名/职称：周显宏/副教授 

联系电话：13669882033（短号 7336） Email:  2002004@dgut.edu.cn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1.每次上课的课前、课间和课后，采用一对一的问答方式；2.充分利用

现代网络资源，进行远程答疑；3.课外在 12F203 进行答疑。 

课程考核方式：开卷（   ）     闭卷（ √ ）   课程论文（  ）   其它（  ） 

使用教材： 

《有机化学》，张文勤，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7.第 5 版。 

教学参考资料： 

（1）《有机化学》，高鸿宾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5 .第 4 版。 

（2）《有机化学学习指南》，张文勤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3）《基础有机化学》（第 4 版）上、下册,邢其毅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 

（4）《有机化学》(第三版)，莫里森[美]编,复旦大学翻译，科学出版社,1996。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计划班）专业必修课程，目标是培养具有较广泛的

专业知识结构的精细化工人才。《有机化学》是一门培养化学化工类各专业学生系统深厚的化学

基础知识的重要学科基础课。主要介绍各类有机化合物的分类、命名、用途、来源、制备、物性、

结构、化学性质、立体化学、反应机理、波谱技术、合成分离鉴定等。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系

统地掌握有机化学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后续专业课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培养

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严谨的科学态度、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和勇于创新的科学

精神，为学生从事应用化学与精细化工产品的开发和生产、管理和营销打下良好的基础。 

课程教学目标： 

1.系统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

同时从不同角度加强对一些有机化学中基本

概念（电子效应、空间效应、结构对性质的

影响）的理解； 

2.掌握有机化合物的系统命名原则； 

3.掌握有机化合物的结构特征、有机结构理

论，尤其是各类化合物的结构与反应性关系、

有机分子的立体化学概念； 

本课程与学生核心能力培养之间的关联： 

 核心能力 1. 运用数学、物理、化学、化工基础

科学理论和工程知识的能力。 

 核心能力 2. 设计与执行实验与仪器操作、分析

与解释实验数据的能力。  

 核心能力 3.运用特定领域之专业知识以进行策

划及执行专题研究能力。 

 核心能力 4.具备工程设计方法与管理的能力并

运用于工程实务之能力。 



4.掌握有机化合物的化学性质、各类官能团

的特性、各种类型有机反应的反应机理、反

应条件及其影响因素； 

5.熟悉有机化合物的用途、来源和制备方法、

天然产物、有机化合物的分离鉴定、结构测

定、运用波谱技术测定有机化合物的结构；

初步掌握有机合成技术。 

6.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提高学生

工程实践能力，具备较高的有机化学方面的

专业素养。 

 核心能力 5.具备计划管理、有效沟通与团队合

作的能力。  

 核心能力 6. 运用基础理论以创新思考及独立

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核心能力 7．具备英语听说和读写能力，了解化

工技术对环境、社会及全球的影响，并培养持续学

习、自主学习的习惯与能力。 

 核心能力 8．理解工程伦理，及安全、卫生、环

保等社会责任，具备良好的国际视野。 

理论教学进程表 

周次 教学主题 
教学

时长 
教学的重点与难点 

教学 

方式 
作业安排 

1 有机化学 1 复习 3 
有机化学 1 教学内容重点与难点

的掌握分析与总结。 
讲授 

P225 习题：（一）,（四）,

（六）,（十一）,（十六）,

（十七）。 

2 

卤代烃 

3 
卤代烷的化学性质；亲核取代反应

机理；影响亲核取代的因素；消除

反应的机理；消除反应的取向；影

响消除反应的因素； 双键位置对

卤原子活泼性的影响。 

讲授 

P277 习题：（二）,（六）,

（十）,（十四）,（十七）, 

（十八）,（十九）, （二

十）,（二十一）。 

3 3 

4 

有机波谱分析 

3 分子吸收光谱和分子结构；红外光

谱；核磁共振谱；紫外吸收光谱；

质谱。 

讲授 
P302 习题：（一）,（二）,

（三）,（四）,（五）,（六）。 5 3 

6 醇和酚 3 

醇和酚的结构、波谱性质、化学性

质；醇和酚的共性与个性；酚芳环

上的反应。 

讲授 

P346 习题：（一）,（三）,

（十）,（十四）,（十五）, 

（十六）。 

7 醚和环氧化合物 3 

醚和环氧化合物的命名、结构、制

法、物性与波谱性质；醚和环醚的

化学性质。 

讲授 
P365 习题：（二）,（四）,

（五）,（六）。 

8 

醛、酮和醌 

3 醛和酮的结构、制法、物性与波谱

性质、化学性质；α-H 的反应；氧

化与还原。α.β-不饱和醛、酮的特

性。 

讲授 

P409 习题：（一）,（二）,

（五）,（七）, （八）,（九）,

（十）,（十一）, （十二）,

（十三）,（十四）, （十

五）。 

9 3 

10 羧酸 3 
羧酸的结构、制法、物性与波谱性

质、化学性质：羧基中氢的反应，
讲授 

P433 习题：（一）,（二）,

（五）,（七）, （九）,（十）,



羰基碳上的反应，脱羧反应，羧酸

的还原反应，羧酸的 α-H 的反应。 

（十一）, （十二）,（十

三）。 

11 羧酸衍生物 3 

羧酸衍生物的命名、物性与波谱性

质、 化学性质；碳酸衍生物。 
讲授 

P452 习题：（一）,（二）,

（四）,（七）, （八）,（九）,

（十）。 

12 β-二羰基化合物 3 

酮式烯醇互变异构；乙酰乙酸乙酯

和丙二酸二乙酯合成及应用；

Michael 加成。 

 

讲授 
P466 习题：（一）,（四）, 

（六）,（七）。 

13 

有机含氮物；  

含 S、P、Si 化合

物； 

杂环化合物； 

3 

芳香族硝基化合物；胺；胺的制备，

胺的反应，季铵碱的消除及

Hofmann 规则；重氮和偶氮化合

物。五元、六元杂环：呋喃、吡咯、

噻吩、吡啶的结构与化学性质。含

S、P、Si 化合物。 

讲授 

自学 

P509 习题：（一）,（二）,

（八）,（十）, （十六）,

（十七）, （十八）。 

P535 习题：（一）,（三）,

（四）,（六）。 

P556 习题：（一）,（三）,

（五）,（七）, （十四）。 

14 讨论与总结 1 

总结讨论与《有机化学》总复习要

求。 
讨论 

P570 习题：（一）,（五）,

（六）,（八）。 

P592 习题：（二）,（三）,

（五）,（六）。 

P620 习题：（一）,（二）,

（七）,（八）, （九）。 

14 
类脂、糖； 

氨基酸、蛋白质、

核酸 

 

类脂、糖；氨基酸、蛋白质、核酸

的结构与化学性质；以及生理功

能。 

自学 
15 

16 

合计： 40    

成绩评定方法及标准 

考核内容 评价标准 权重 

课后作业 

每次讲课完毕，教师均会根据所讲内容以及需要延伸

的内容，提出具体要求，布置相关作业，作业的评分

标准为（A、B、C）三个等级，其中 A 代表 100 分，

B 代表 85 分，C 代表 60 分，取每次成绩的平均分，

本学期 6 次平均成绩再按成绩比例折算后计入总成

绩。 

10% 

随堂测验 随堂作业测验 6～8 次，取每次测试的平均分 10% 

课程出席率 缺席 1 次扣平时分 5 分，缺席 3 次以上不及格处理 10% 

期末考核 按照期末考试成绩进行评价，百分制。 70% 



大纲编写时间：2017.3.12 

系（专业）课程委员会审查意见： 

 

 

我系（专业）课程委员会已对本课程教学大纲进行了审查，同意执行。 

 

 

系（专业）课程委员会主任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