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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本研究旨在探索全面构建公共选修课程000.化学与健康/的教学框架&.化学与健康/公选课的是利用化学知识和

原理为手段$紧紧围绕*健康+教育主题普及健康知识的一门课程&在该课程构建过程中$利用其多学科相互融合的特点$通

过构建*三位一体+的课程教学体系$并合理设计实践教学活动$逐步引导学生增强健康意识$纠正不良生活习惯$树立科学的

现代健康观念$最终达到全面提升学生身体素质的目的&本课程的设计理念充分体现了现代高等教育中健康教育的综合性'

科学性'可操作性和导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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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高等教育

的普及化$中国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和健康问题受到

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

-

&根据我国教育部等部委历年

来组织实施的*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以及教

育部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体育卫生艺术教育研究

中心共同调研形成的.

!""$B!"#"

年国家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测试数据分析报告/显示%近三十年来$我

国大'中学生总体发育水平不断提高$常见病患病率

有所下降$但是心肺功能指标仍然维持在较低水平$

由于饮食摄入不均衡造成的超重肥胖和低体重营养

不良的*双峰分化+现象日益突出$血压调节机能不

良普遍存在等,

!B%

-

&

青少年时期的心肺功能下降'错误饮食观念$将

会在中年后诱发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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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素质的整体性下降$更为癌症等致命性疾病埋下

隐患&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得不到重视$从个人角

度来看$将会给其自身中老年后的身体健康埋下隐

患$降低生活质量!从社会整体角度来看$将会大大

增加我国未来的医疗和养老经费的支出$并影响到

我国人力资源强国战略的顺利实施&这些问题时刻

提醒我们$不但要加强大中学生体育活动和体能锻

炼的力度$更要对其进行健康教育$帮助其树立正确

的现代健康观念$从而全面提升国民健康水平$这已

经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在新时期面临的一项重要

任务,

&BC

-

&

为了解决目前教育领域存在的这一问题$提高

学生的身体素质$自
!""A

年起$笔者所在学校连续

在专科层次开设.化学与健康/公选课&.化学与健

康/是一门利用化学知识和原理$研究人体健康领域

常见问题的课程&本课程旨在从化学学科的角度$

向学生介绍现代营养科学知识$帮助学生了解人体

的合理营养需求$常见疾病的预防与辅助治疗$并普

及我国传统医学健康理念$达到纠正错误生活观念$

增强疾病防范意识$提高身体素质的目的,

F

-

&该课

程由化学与化工系.化学与健康/课程组承担具体教

学与建设任务$在历年来的选课学生中获得了广泛

的好评!并于今年成功立项进行本科层次的课程教

学与建设&根据该课程的特点$结合兄弟院校相应

课程建设的做法$现针对本科教学层次特点进行课

程教学框架的重新构建$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方

式$构建*三位一体+的课程教学体系$在教学过程中

合理设计教学实践活动$达到在学生中树立现代健

康理念的教学目标$充分体现健康教育的综合性$科

学性$可操作性和导向性&

一"多学科交叉融合'体现健康教育的综

合性

.化学与健康/是一门以化学知识为基础$围绕

健康教育这一核心内容$共同探索和研究与健康密

切相关的各类生活中常见问题的一门课程&课程内

容涉及健康人体中元素的新陈代谢和自我调节$保

障人体正常生长发育和维持生命健康所需的七大类

营养要素$生活中常见疾病的预防与辅助治疗$中国

传统医学基本健康理念的普及等多个方面的知识和

内容&课程内容选题广泛$涉及化学'生理学'公共

卫生与预防医学'营养学'中医学等多个学科的交叉

与相互融合$充分体现了健康教育的综合性&现以

*人体中的沉淀溶解平衡+章节中牙齿的保护,

F

-为例

进行说明"表
#

#&

表
#

!

(牙齿的保护)教学组织模式及涉及相关学科

教学内容 涉及学科

#

牙釉质的主要成分%羟基磷灰石 生理学

!

羟基磷灰石的代谢平衡%

U,

#"

"

ZQ

#

!

"

HZ

&

#

F

j$Q

j

脱矿
' ()))

再矿化
#"U,

!j

j!Q

!

ZjFQHZ

!B

&

化学

%

#

#脱矿"龋齿#的原因%

,@

口腔为弱酸性环境$

J

QiF@&

"

F@G

!

R@

口腔中的酶分解食物产生代谢有机酸&

!

#再矿化的可能性%若口腔中钙离子'磷酸根的浓度高于牙釉质间隙中相应离子的浓度$可以

促进再矿化&

公共卫生与

预防医学

&

保护牙齿$促进牙釉质再矿化$根据牙齿的特点选择牙膏%

#

#含钙牙膏$可以促进牙釉质再矿化$适合各类人群!

!

#含氟牙膏$可以促进牙齿表面形成更加耐酸腐蚀的氟钙磷灰石$增加牙釉质的抗酸能力$但

因其自身含氟$不适用于高氟地区人群!

%

#重点%无论使用何种牙膏$要想达到促进牙釉质再矿化的目的$一定要保证反应时间充

足000刷牙至少需要
%

分钟&

化学

公共卫生与

预防医学

C

传统中医理论认为饭后用茶水漱口可以保护牙齿$解释原因%茶水中含氟$用它漱口的确可以

起到促进牙釉质再矿化的目的&

中医学

化学

!!

该章节的内容$从化学的角度解释了龋齿的产

生原因$并进一步分析如何预防龋齿$将化学'生理

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以及中医学的相关内容有

机的结合成为整体$共同服务于*人体硬组织000牙

齿沉淀溶解平衡+这一教学内容$帮助学生树立良好

的口腔卫生观念&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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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构建(三位一体)的课程教学体系'体

现健康教育的科学性

本课程从化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出发$全面构

筑*三位一体+的课程教学体系%向学生介绍了与人

类健康密切相关的各类生命物质的结构'性质和生

理功能$通过讨论'实验'调查等方式$使其快速了解

各类化学物质对健康状况的影响$能够提出科学合

理的摄取方案$并有效预防有毒物质对人体的危害!

针对现代社会人群居住相对集中的特点$普及传染

病的预防'和环境消毒等公共卫生健康方面的化学

知识!结合中国传统医学健康理念$强调人与自然界

的和谐统一$明确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最终达到

提高学生健康素养$增强学生的健康意识的目的&

课程教学体系的具体构建方式见表
!

&

表
!

!

化学与健康课程(三位一体)教学体系示意图

三位 一体

#@

人体健康基

!

本要素
!!

元素与人体健康

6营养与人体健康

!@

疾病的预防与

!

辅助治疗
!

常见病的预防与辅助治疗

慢性病的预防与辅助治疗
*

+

,

传染病的预防与辅助治疗

%@

中国传统医学

!

基本健康理念
!

基本概念

辨证施治
*

+

,

-

.

/天人合一的健康之路

!

%00

树立 现代科学

健康理念

本课程将人体健康基本要素'疾病的预防与辅

助治疗'中国传统医学基本健康理念这*三位+有机

结合$共同为本课程的目标服务$达成*一体+000为

学生树立现代科学健康理念的教育目的&

三"合理设计实践教学活动'体现健康教

育的可操作性

本课程按照教学内容安排$共设计
A

个课外实

践教学活动&利用课外实践的方式$不仅可以帮助

学生理解课程中所涉及的化学健康理论$更重要的

是帮助其掌握如何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解决现实生

活中健康问题的能力&现以*营养与健康+章节为

例$对教学实践活动的组织与实施过程进行说明"表

%

#&

授课前$组织学生根据自身每日膳食情况制作

*一周膳食追踪调查表+!本章节课程授课结束后$在

学生掌握各类营养物质对人体生理活动和健康影响

的基础上$引导其根据前期制作的*一周膳食追踪调

查表+计算每日能量及营养物质的摄入情况$并对照

标准参考值进行反思!随后$根据营养学原则$为自

己制作一份*一周营养膳食安排表+$并遵照实行&

该教学实践能够让学生熟练掌握本部分课程的知识

点$并学会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简单营养餐的合理安

排$达到均衡每日营养摄入$全面提升身体素质的

目的&

表
%

!

实践教学组织与实施过程示例

#(营养与健康)章节$

实践教学组织顺序 实践教学内容

#

准备基本数据资料
根据自身情况制作*一周膳食

追踪调查表+

!

反思日常饮食习惯
根据所学营养学知识$计算每

日能量及营养物质摄入情况

%

建立正确饮食观念
制作*一周营养膳食安排表+$

并遵照实施

四"树立现代健康理念'体现健康教育的

导向性

课程内容整体上导向性强$教学内容贴近生活$

具有较强的时代感$能够帮助学生逐步学会分析和

解决在健康方面存在的问题$树立正确的现代健康

理念&人体健康基本要素部分主要包括%酸性体质

的纠正$牙膏的选择$微量元素的补充$*全营养素+

的得失$地方病的防治$如何健康减肥$饮用水的合

理选择$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等问题!疾病的预防与

辅助治疗部分主要包括%乳糖不耐受症的处理方式$

智力差异存在的原因$精神压力的对抗方法$睡眠障

碍的清除$吸烟对健康的影响$酗酒对健康的影响$

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糖尿病的预防$雾霾对人体健

康的影响$传染病的预防$环境消毒的方法等!中国

传统医学健康理念部分主要包括%常见基本概念的

解释$中西医的差异$利用中医健康理念进行辩证施

治$天人合一的健康理念等&现以酗酒对健康的影

响部分中*酒驾的危害+

,

A

-为例进行说明"表
&

#&

该章节的教学内容能够让学生了解到饮酒对神

经系统的伤害&由于饮酒后$人体神经系统正常的

信号传递功能被抑制$即便人体自身自我评价属于

*仍然清醒+$但是神经反射能力下降$导致运动神经

和视神经的*反应迟钝+&通过*组织学生计算酒后

驾车导致的反应延迟距离+这一教学活动$让学生明

白酒后驾车的危害%瞬间的反应迟钝将会酿成严重

的交通事故&通过进一步组织学生学习我国现行法

律关于酒驾的相关规定$给学生敲响警钟&汽车作

为现代人生活中的代步工具$已经越来越普及&目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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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许多高校大学生都在大学阶段考取了驾驶证&因

此本章节的教学内容能够引导学生在未来的生活

中$避免社会上常见的过量饮酒'不文明斗酒等陋

习$避免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犯罪行为$充分体现

了本课程社会价值的导向性&

表
&

!

(酒驾的危害)教学组织模式%

A

&

教学组织顺序 教学基本内容

#

讲授基原理

U,

!j是人体中功能最多的信使%

#

#可以起到传递生命信息$调节机体内生理活动的作用!

!

#神经细胞处于静止状态$

U,

!j储存在神经末梢!

%

#当有刺激产生时$

U,

!j被释放出来$作为信使传递给相邻的神经细胞$使得信号得到迅速传

递$从而完成相应生理活动!

&

#酒精进入人体内后$促使细胞膜上的
U,

!j通道开放$使得
U,

!j大量进入细胞膜内$参与血

管平滑肌松弛导致的血管扩张&此时$神经末梢储存的
U,

!j迅速被消耗$正常的信号传递功

能被抑制&

!

介绍现有实验成果

#

#饮酒导致人体运动反射神经迟钝$其相比正常人的神经反射能力下降
#"d

"

#Cd

&饮酒

后驾车$驾驶人即便认为自身已经做出刹车反应$实际上已经相比于正常人慢了近
!

秒!

!

#饮酒也将导致视神经系统信号传递障碍$对光的适应能力变差$这将给酒后夜间驾车带来

更大的危害&

%

组织学生自主

分析酒驾危害

计算%

#

#城市道路上$若车速为
F"

公里(小时$酒后驾车将会导致的反应延误距离是多少5 "

%%

米#

!

#高速公路上$若车速为
#""

公里(小时$酒后驾车将会导致的反应延误距离是多少5 "

CF

米#

&

了解我国现行

法律规定

饮酒驾驶机动车辆"血液中酒精含量
i!"7

>

(

#""7-

"

$"7

>

(

#""7-

#$罚款
#"""

元0

!"""

元'记
#!

分并暂扣驾照
F

个月"违法行为#!

醉酒驾驶机动车辆"血液中酒精含量
1

$"7

>

(

#""7-

#$吊销驾照$

C

年内不得重新获取驾照$经

过判决后处以拘役$并处罚金"犯罪行为#&

!!

.化学与健康/公选课的开设$有利于我国高校

健康教育类课程的规范化$有利于在大学生中切实

推进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和普及&该课程有助于在

校学生对健康理念拥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不懈的追

求&通过向学生介绍现代健康理念和标准$使学生

掌握基本的正确健康理论$认识到拥有健康的身体

和强健的体魄$能够更加从容面对现代快节奏生活$

提升生活质量的意义$从而培养科学的健康生活方

式&更重要的是通过本课程在健康理念方面的实践

教学$利用*参与式+'*体验式+的教学模式$能够帮

助学生学会思考$能够利用所学健康知识$积极主动

的解决生活中出现的与健康相关的各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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