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生精品课程简介

课程名称：金属有机化学与催化 课程代码：1000111 选课人数： 36
开课学院：化学与化工学院 授课教师：李晓芳

育人要点 成效简介

教师风范

面向一群渴求知识的学生，唯以准备精致的课程与教授知识的热情去面对他

们。根据学生反馈与本人课后反思，本人一贯坚持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教学目标。

在课堂上以饱满的热情讲授每一堂课，课堂上讲课逻辑思维清晰，同时伴有和学

生的互动与沟通，课堂气氛活泼幽默又具有收获；课后精心准备下一堂课的内容，

同时及时接受学生的反馈与意见，调整讲课进度与讲课难度，保证课堂上让绝大

多数学生有所收获，有所提高。

以多媒体和互联网为教学辅助技术手段，将课堂内容以最好的形式展现给学

生，每堂课的课件与视频会放入公共邮箱，供学生课后自学或作为科研资料。建

立的课堂专属微信群供学生学习交流、给学生课后答疑解难和及时发布上课与考

试信息等。

价值塑造

本课程从 2012 年面向研究生开设至今已成为化学专业研究生专业基础课之

一，自课程开设以来课堂内容，讲课风格与授课方式受到许多学生的好评与喜爱。

许多学生尤其是有机化学专业的学生能将课堂所学与自己的科研方向很好地结

合，或者是对研究生的科研起到帮助和引领的作用。希望通过将《金属有机化学

与催化》建设成为精品课程，从而协助和推动学院在研究生教学方面的改革与发

展，能在研究生优质课程的建设上做出表率。也希望通过将本课程建设成为精品

课程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学生，使更多的研究生从课程中有所收获和受益。

知识教育

课程以讲授金属有机基础理论和结合学生所研究课题做文献汇报两方面为

主。讲授金属有机基础理论知识部分：介绍金属有机化合物的历史、当今发展及

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介绍金属有机化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及基本四大基元反应；介

绍金属有机化合物的催化反应及应用。

文献及论文汇报：金属有机化学应用广泛，包括：金属有机框架（MOF）的

合成与应用、配位聚合反应、催化反应等许多方面。文献汇报旨在希望学生能将

课堂所学的金属有机化学的知识与自己将来所研究的课题能很好的结合，并对将

来的学习研究起到推动和帮助。



实践能力

（创新性、

批判性、

颠覆性

思维培养）

在有机化学的发展过程中，金属有机化合物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有机反应中，

因此，也产生了许多高效的金属有机化合物催化的新反应。2005 年的诺贝尔化

学奖是关于过渡金属催化的烯烃复分解反应，2010 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是关于过

渡金属催化的偶联反应。

理论知识培养部分：（1）本课程将主要向学生介绍金属有机物历史和发展、

介绍金属有机化合物的基本理论和四大基元反应、主族和副族金属有机化合物的

性质，从而使学生建立起来基本的金属有机化学知识体系和框架（2）介绍近些

年金属有机化学的发展与应用，从而反映出金属有机化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

对基础理论研究的科学意义，也在于它对推动我们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日

常生活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希望通过精品课程的建设，将这一优质课程推广给更

多的化学与化工专业的研究生，这不仅仅是金属有机化学专业知识的学习与知识

面的拓展，更是对研究生科研思维的启发与培养。

科研综合素质培养部分：（1）培养学生自主研究式学习的能力，教学理念和

教学模式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导向的转变；学生的主要学习

时间从短暂的课堂延伸到课外；从教材知识的单一讲授拓宽到培养学生的综合科

研素质。（2）学生科研综合能力的培养，通过一学期理论课程的学习，最后的文

献和论文汇报培养的是学生知识的整合、文献的查阅与整理、文章的书面表达等

科研综合素质。

在这个过程中突出学生设计能力、缜密的归纳分析能力、综合能力、研究创

新能力和动手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在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科研素养方面得到良

好的强化和积累。

1. 课程内容

1.金属有机化学概述

1.1 金属有机化合物的定义

1.2 金属有机的历史及当今发展

1.3 金属有机化合物所获诺贝尔奖的成果介绍

1.4 分子轨道理论及晶体场理论

1.5 配位键的类型及 18 电子规则

2.金属有机化学基元反应

2.1 配体的配位与解离

2.2 氧化加成与还原消除

2.3 插入与反插入

2.4 配体官能团化

3.主族金属有机化合物的性质

3.1 锂的有机化合物性质

3.2 硅的有机化合物性质

3.3 镁的有机化合物性质

3.4 铝的有机化合物性质

3.5 锡的有机化合物性质

4.过渡金属有机化合物的性质

4.1σ-烃基过渡金属有机络合物

4.1.1σ-烷基过渡金属有机络合物

4.1.2σ-芳基过渡金属有机络合物

4.2 过渡金属杂环络合物

4.3 过渡金属羰基化合物

4.4 过渡金属烯烃配合物



4.5 过渡金属炔烃配合物

4.6 茂过渡金属络合物

5.金属有机化合物的催化反应应用

5.1 钯催化交叉偶联反应

5.2 烯烃的复分解反应

5.3 不对称催化氢化

6.金属有机化合物在聚合上的应用

6.1 齐格勒-纳塔型催化剂

6.2 茂型和非茂型催化剂的发展

6.3 稀土金属催化烯烃、炔烃的配位聚合反应

7.结合金属有机化学和学生自己研究课题的文献与论文汇报

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

考试方式：结课论文（占 40%）

考 勤：占 20％

讨 论 课：1 次（占 40％)

学院意见
学院领导： 年 月 日

识别下方二维码可参与课程的互动评价：

对研究生课程建设任何意见建议，请联系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mayc@bi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