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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化学 A》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大学化学 A 

University Chemistry A 

课程代码  10711001  课程性质  通识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通识必修课程  先修课程  中学化学 

学分/学时  4 学分/64 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64 学时/0 学时 

适用专业 
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口腔

医学、检验医学等 
开课单位  化学化工学院 

课程负责人  王自军  审定日期  2022 年 12 月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临床医学、口腔、预防、检验医学等医学相关专业大一的通识教育课程，由无机化

学和有机化学两部分内容组成，承担着中学化学与大学化学的衔接作用，又是生物化学等其它相

关化学课程的基础。使学生理解无机化学基本概念、理论及“量”的计算，理解有机化合物的结

构及主要性质，培养学生应用化学知识综合分析和解决化学与医学之间相关问题的能力。通过科

学家事迹的了解，对学生进行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教育，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和培养学

生积极进取、不畏艰难的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大学化学的基本理论、原理和性质解释一般化学现象和变化规律。 

目标 2：应用无机化学中的基本理论和有机化合物的结构性质解决一些基本的化学问题。 

目标 3：培养学生利用大学化学的原理进行综合化学分析及计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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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1．溶液与溶胶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1、课程教学内容的安排和课程教学大纲的解读，课程学习要求

2、理解：分散系的基本概念；掌握物质的溶解度、溶液的组成

量度及计算；溶液的渗透压力的概念。 
3、应用：物质的组成量度及渗透压相关计算。 
4、通过讲授科学家的典型事例培养学生积极进取、不畏艰难的

科学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 

1.分散系的分类和物质的溶解度

概念 
2.溶液的组成量度和渗透压力概

念及相关计算 
3.近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典型

科学家的事迹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

媒体教学；网络教学辅助。

2．学习任务：课程作业；课

堂练习。 

4 学时 

2.化学反应速

率和化学平衡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1、理解：化学反应速率的概念和表示方法；化学平衡的概念和

反应平衡常数与平衡移动的相关概念。 
2、应用：反应级数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及相关计算：影响化学反

应速率和化学平衡的因素及其相关计算。   
3、通过讲授科学家的典型事例培养学生积极进取、不畏艰难的

科学精神。 

1.化学反应速率的概念 
2.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因素 
3.化学平衡的概念及影响因素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

媒体教学；网络教学辅助。

2．学习任务：课程作业；课

堂练习。 

4 学时 

3.电解质溶液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1、理解：酸碱质子理论的基本概念和水的解离平衡；缓冲溶液

的概念和缓冲作用机制；难溶电解质的溶度积概念及沉淀的生

成和溶解有关理论。 
2、应用：一元弱酸弱碱、两性物质及缓冲溶液的酸度的计算；

难溶电解质的溶度积相关的简单计算。 
3、了解：多元弱电解质的解离平衡、缓冲溶液在医学上的意义。

1.电解质溶液和酸碱质子理论基

本概念 
2 酸碱及两性物质溶液酸度计算

3.缓冲溶液的概念及计算 
4.难溶强电解质沉淀平衡及计算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

媒体教学；网络教学辅助。

2．学习任务：课程作业；课

堂练习。 

9 学时 

4.化学热力学

基础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1、理解：热力学函数的基本概念和常用术语，热力学第一定律，

Hess 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与 Gibbs 函数变判断化学反应的方

向的应用。 
2、应用：热力学第一定律、.Hess 定律和化学反应热的计算；

应用 Gibbs 函数变判断化学反应的方向。   
3、了解：Gibbs 函数变和熵的基本概念和反应的自发性。 
思政：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的能力和工匠精神。 

1.热力学函数的基本概念和常用

术语 
2  .热力学第一定律、.Hess 定律

和反应热的计算 
3.  热力学第二定律和反应自发

性的关系 
4.热力学定律得讲解过程引导学

生思考研究过程的艰难，从而培

养学生不畏艰难的工匠精神。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

媒体教学；网络教学辅助。

2．学习任务：课程作业；课

堂练习。 

3 学时 

5.氧化还原反

应  及电极电

位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1、理解：氧化还原反应的基本概念；原电池、电极电位、电动

势的基本概念；Nernst 方程式和溶液中各物质的浓度对电极电

2、位的影响。 
应用：原电池反应和符合的书写；电极电位、标准电极电位

Nernst 方程式及其计算；电动势的相关计算并能判断氧化还原

反应的自发反应方向。 
3、培养学生积极进取、不畏艰难的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 

1.氧化还原反应的基本概念 
2.  原电池与电极电位的概念及

其计算 
3 .Nernst 方程式的应用 
4.  讲授 Nernst 理论的研究过程

及公式推导，引导学生思考树立

严谨的科学态度。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

媒体教学；网络教学辅助 
2．学习任务：课程作业；课

堂练习。 

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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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原子结构和

共价键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1、了解：核外电子运动基本特征；共价键参数；分子轨道理论。

理解：原子轨道、波函数、电子云的相关概念；共价键的基本

理论、现代价键理论和杂化轨道理论；分子间的作用力基本理

论；元素性质的周期性变化。 
2、应用：核外电子运动状态四个量子数的取值；原子的电子组

态和元素周期表中的排布；分子间的作用力的判断。 
3、通过讲授科学家的典型事例培养学生积极进取、不畏艰难的

科学精神，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树立严谨的科学态度。 

1.核外电子的运动状态 
2.  原子的电子组态及元素周期

表 
3.  共价键和  分子间的作用力 
4.发现原子结构及元素周期律的

科学家的典型事迹，中国的科学

家徐光宪的研究事迹。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

媒体教学；网络教学辅助。

2．学习任务：课程作业；课

堂练习。 

6 学时 

7.链烃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1、了解：链烃的分类、物理性质和主要的链烃的应用； 
2、理解：链烃：烷烃、烯烃、二烯烃和炔烃的结构；理解自由

基型取代反应的历程；烯烃、炔烃和二烯烃的亲电加成反应的

历程；共轭二烯烃的共轭效应。 
3、应用：链烃：烷烃、烯烃、二烯烃和炔烃的命名；烷烃的化

学性质；烯烃、炔烃和二烯烃的主要的加成反应和氧化反应；

末端炔烃的酸性；以及链烃类物质的鉴别。 

1.链烃的结构和命名 
2.链烃的物理和化学性质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

媒体教学；网络教学辅助。

2．学习任务：课程作业；课

堂练习。 

6 学时 

8.环烃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1、了解：脂环烃和芳香烃、稠环芳香烃的分类和物理性质。 
2、理解：脂环烃和芳香烃的结构；脂环烃小环开环反应；苯的

亲电取代的反应历程和定位规律。 
3、掌握：脂环烃和芳香烃的命名；环烷烃的化学性质（自由基

取代反应和开环的加成反应）；苯的亲电取代反应；不同物质的

分类鉴别。 
4、培养学生严谨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思维，辩证唯物

主义世界观，树立严谨的科学态度 

1.脂环烃和.芳香烃的结构和命

名 
2.脂肪烃和芳香烃的主要性质 
3.通过芳香性的研究过程分析剖

析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

媒体教学；网络教学辅助。

2．学习任务：课程作业；课

堂练习。 

6 学时 

9..醇、酚和醚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1、了解：醇酚醚的分类、结构和物理性质；重要的醇、酚和醚

以及在医药上的应用。 
2、理解：醇酚醚的结构；醇的亲核取代反应和脱水反应（消除

反应）的历程，醇的氧化反应类型。 
3、应用：醇酚醚的命名；醇的亲核取代、消除和氧化反应，酚

的亲电取代反应；醚键的断裂反应以及分类鉴别。 

1.醇、.酚和.醚结构和命名 
.2.醇、.酚和.醚主要性质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

媒体教学；网络教学辅助。

2．学习任务：课程作业；课

堂练习。 

6 学时 

10..醛、酮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1、了解：醛、酮的分类和物理性质；重要的醛酮化合物。 
理解：醛、酮的结构；醛、酮的羰基亲核加成反应历程。 
2、应用：醛、酮的命名；醛、酮的羰基亲核加成反应、氧化反

应和 a‐活泼氢反应；醛酮的分类鉴别。 
3、通过讲授科学家的典型事例培养学生积极进取、不畏艰难的

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 

1.醛、酮分类和命名   
2.醛、酮结构和主要性质 
3.不同人名反应的发现过程及科

学家典型事例。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

媒体教学；网络教学辅助。

2．学习任务：课程作业；课

堂练习。 

6 学时 

11..羧酸、取代

羧酸和羧酸衍

生物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1、了解：羧酸、取代羧酸和羧酸衍生物的分类、结构和物理性

质及其重要的化合物的特性及应用。 
2、理解：羧酸、取代羧酸和羧酸衍生物的结构；羧酸、取代羧

酸和羧酸衍生物的酸性比较；羧酸衍生物的水解活性；酮式和

烯醇式的互变异构。 

1.羧酸、.取代羧酸和.羧酸衍生

物的结构和命名 
2. .羧酸、.取代羧酸和.羧酸衍生

物主要性质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

媒体教学；网络教学辅助。

2．学习任务：课程作业；课

堂练习。 

4 学时 



  4

3、应用：典型羧酸、取代羧酸和羧酸衍生物的命名；羧酸、取

代羧酸和羧酸衍生物的酸性和取代反应；羧酸脱羧反应、还原

反应和 a‐H 取代反应；各类物质的分类鉴别。 

12. .含氮和杂

环化合物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1、了解：胺、酰胺和杂环化合物的分类和物理性质及其重要的

化合物的特性及应用；生物碱的概念及应用。 
2 理解：胺、酰胺和杂环化合物的结构；胺类、酰胺和杂环化

合物的碱性；杂化化合物的亲电取代定位规律和芳香性。 
3、应用：典型胺、酰胺和杂环化合物的命名；胺的酰基化反应、

与亚硝酸反应和芳胺特殊反应；、杂环化合物亲电取代反应。 

1.胺、.酰胺和杂环化合物的结

构、命名和主要的性质 
2.  生物碱的概念和典型性质 
3.科学家科学事迹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多

媒体教学；网络教学辅助。

2．学习任务：课程作业；课

堂练习。 

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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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2 个部分，分别为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 

1、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40%，包括课堂练习和课程作业。平时成绩 100 分中课堂练习 50 分，

占总成绩 20%；课程作业 50 分占总成绩 20%。 

2、期末考试占总成绩 60%，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进行。 

3、为确保学生学习成效，本课程的期末考试卷面成绩达标线为 50 分。期末考试卷面成绩低

于 50 分者，过程性考核成绩不计入总评成绩，直接以期末考试卷面成绩记为总评成绩。 

  具体见下表： 

课程目标 

评价方式及比例（%） 

成绩比例 

（100%） 
平时成绩（40%） 

期末考试成绩 

（60%） 
课堂练习（%）  课程作业（%）

课程目标 1  5  5  15  25 

课程目标 2  5  5  15  25 

课程目标 3  10  10  30  50 

合计  20  20  60  100 

（二）评价标准 

课程

目标 
考核依据 

评分标准 

优 

（90‐100 分） 

良 

（75‐89 分） 

中/及格 

（60‐74 分） 

不及格 

（0‐59 分） 

课程

目标 1 

能够理解大学化学的

基本理论、原理和性

质解释一般化学现象

和变化规律。 

能够基本系统理

解大学化学的基

本理论、原理和

性质，并能应用

原理独立解释一

般化学现象和变

化规律。 

能够较为熟悉且

理解大学化学的

基本理论、原理

和性质，并能应

用原理解释 60%
以上的一般化学

现 象 和 变 化 规

律。 

能够理解 40%以

上的大学化学的

基本理论、原理

和性质，并能应

用原理解释 40%
以上的一般化学

现象和变化规

律。 

能够理解 40%以

下的基本理论、

原理和性质，不

够熟悉且不能熟

练应用化学原理

解释一般化学现

象和变化规律。 

课程

目标 2 

能够应用无机化学中

的基本理论和有机化

合物的结构性质解决

一些基本的化学问

题

能够基本熟悉应

用的无机化学中

的基本理论和有

机化合物的结构

性质解决一些基

本的化学问题。 

能够较为熟练的

应用无机化学中

的基本理论和有

机化合物的结构

性质解决一些基

本的化学问题。 

能够应用 40%以

上的无机化学中

的基本理论和有

机化合物的结构

性质解决一些基

本的化学问题。 

能够应用 40%以

上的无机化学中

的基本理论和有

机化合物的结构

性质解决一些基

本的化学问题。 

课程

目标 3 

培养学生利用大学化

学的原理进行综合化

学分析及计算的能

力。 

能够基本熟悉应

用以上的大学化

学的原理进行综

合化学分析及计

算。 

能够较为熟练的

应用大学化学的

原理进行综合化

学分析及计算。 

能够应用 40%以

上的大学化学的

原理进行综合化

学分析及计算。 

能够应用 40%以

上的大学化学的

原理进行综合化

学分析及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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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堂练习评分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 

优 

（90‐100 分） 

良 

（75‐89 分）

中/及格 

（60‐74 分） 

不及格 

（0‐59 分） 

课程目标 1：理解大学化

学的基本理论、原理和性

质解释一般化学现象和

变化规律。练习：化学基

本理论和主要有机化合

物的结构及典型性质的

掌握。 

练习完成进

度 
提前完成  按时完成  延时完成 

部分完成或未

完成 

基本理论和

结构性质掌

握 

80%以上的基本

概念、原理清

晰，结构性质准

确 

60%以上基本

概念、原理较

为清晰，结构

性质较为准确

40%以上基本

概念、原理较

为清晰，且结

构性质不够准

确 

40%以下基本概

念、原理清晰，

且结构性质分

析模糊 

课程目标 2 应用无机化学

中的基本理论和有机化

合物的结构性质解决一

些基本的化学问题。练

习：化学基本量的公式使

用和简单计算及有机化

学结构性质的归纳和鉴

别。 

练习完成进

度 
提前完成  按时完成  延时完成 

部分完成或未

完成 

基本理论的

掌握和公式

及计算正确 

80%以上的简单

公式使用正确，

计算过程正确，

结构及性质区分

清晰明确 

60%以上简单

公 式 使 用 正

确，计算过程

较为正确，结

构及性质区分

较为清晰明确 

40%以上简单

公式使用和计

算过程正确，

结构及性质区

分不够清晰明

确 

40%以下的简单

公式使用和计

算过程混乱，且

结构及性质总结

和归纳混乱 

课程目标 3 培养学生利用

大学化学的原理进行综

合化学分析及计算的能

力。练习：化学相关“量

“综合计算及有机化合

物性质综合分析。 

练习完成进

度 
提前完成  按时完成  延时完成 

部分完成或未

完成 

综合分析及

计算掌握 

80%以上的公式

综合计算过程

正确，化学分析

综合归纳基本

准确 

60%以上的公

式综合计算过

程较为正确，

化学分析综合

归纳较为准确 

公式综合计算

过程不够完整

和准确，化学

分析综合归纳

不够准确 

公式综合计算

过程混乱，化学

分析综合归纳

模糊不清晰 

2.  课程作业评分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 

优 

（90‐100 分） 

良 

（75‐89 分）

中/及格 

（60‐74 分） 

不及格 

（0‐59 分） 

课程目标 1：理解大学化

学的基本理论、原理和

性质解释一般化学现象

和变化规律。作业：溶

作业完成进度  提前完成  按时完成  延时完成  补交或未完成

基本概念掌握  80% 以上概念

清晰 
60%以上概念

清晰   
40% 以上概念

清晰   
40%以下概念

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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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中的各类反应相关量

度计算和无机及分析中

的基本理论、原理及应

用能力；要有机化合物

的结构及典型性质区

分。 

解题思路正确

性和是否能提

出不同的解题

思路 

公式使用明确， 
80% 以上分析

及计算基本正

确。能够提出多

种不同的解题

思路，并且解题

思路合理 

公式使用基本

正确 60%以上

的分析计算正

确。能够提出

1 种不同的解

题思路，并且

解题思路合理

公式错误率高， 
40% 以上的分

析计算正确。能

够提出 1 种或

多种不同的解

题思路，但解题

思路部分或者

合理性不足 

错 误 使 用 公

式，  40%以下

的分析计算正

确。不能提出

不同的解题思

路 

课程目标 2 应用无机化

学中的基本理论和有机

化合物的结构性质解决

一些基本的化学问题。

作业：化学基本“量“的

公式使用和简单计算及

有机化学结构性质的简

单鉴别和规律性总结。 

作业完成进度  提前完成  按时完成  延时完成  补交或未完成

基本理论掌握 
80% 以上概念

清晰 
60%以上概念

清晰   
40% 以上概念

清晰   
40%以下概念

清晰   

解题思路正确

性和是否能提

出不同的解题

思路 

公式使用明确， 
80% 以上分析

及计算基本正

确。能够提出多

种不同的解题

思路，并且解题

思路合理 

公式使用基本

正确 60%以上

的分析计算正

确。能够提出

1 种不同的解

题思路，并且

解题思路合理

公式错误率高， 
40% 以上的分

析计算正确。能

够提出 1 种或

多种不同的解

题思路，但解题

思路部分或者

合理性不足 

错 误 使 用 公

式，  40%以下

的分析计算正

确。不能提出

不同的解题思

路 

课程目标 3 培养学生利

用大学化学的原理进行

综合化学分析及计算的

能力。作业：化学相关

“量“综合计算及有机

化合物性质综合分析。 

作业完成进度  提前完成  按时完成  延时完成  补交或未完成

基本理论掌握 
80% 以上概念

清晰 
60%以上概念

清晰   
40% 以上概念

清晰   
40%以下概念

清晰   

解题思路正确

性和是否能提

出不同的解题

思路 

公式使用明确， 
80% 以上分析

及计算基本正

确。能够提出多

种不同的解题

思路，并且解题

思路合理 

公式使用基本

正确 60%以上

的分析计算正

确。能够提出

1 种不同的解

题思路，并且

解题思路合理

公式错误率高， 
40% 以上的分

析计算正确。能

够提出 1 种或

多种不同的解

题思路，但解题

思路部分或者

合理性不足 

错 误 使 用 公

式，  40%以下

的分析计算正

确。不能提出

不同的解题思

路 

3．期末考试评分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评分标准 

优 

（90‐100 分） 

良 

（75‐89 分）

中/及格 

（60‐74 分） 

不及格 

（0‐59 分） 

课程目标 1：理解大学化

学的基本理论、原理和性

质解释一般化学现象和

变化规律。 

做题规范性、

解题思路合理

性、正确性 

做题基本规范、

合理、完整、正

确 

做 题 较 为 规

范、合理、完

整、正确 

做 题 不 够 规

范、合理、完

整、有一定错

误 

做 题 很 不 规

范、缺少步骤，

错误较多 

课程目标 2 应用无机化

学中的基本理论和有机

化合物的结构性质解决

一些基本的化学问题。 

做题规范性、

解题思路合理

性、正确性 

做题基本规范、

合理、完整、正

确 

做 题 较 为 规

范、合理、完

整、正确 

做 题 不 够 规

范、合理、完

整、有一定错

误 

做 题 很 不 规

范、缺少步骤，

错误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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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3 培养学生利

用大学化学的原理进行

综合化学分析及计算的

能力。 

做题规范性、

解题思路合理

性、正确性 

做题基本规范、

合理、完整、正

确 

做 题 较 为 规

范、合理、完

整、正确 

做 题 不 够 规

范、合理、完

整、有一定错

误 

做 题 很 不 规

范、缺少步骤，

错误较多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  唐玉海、章小丽.医用化学(第 2 版)［Ｍ］.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16.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  陆涛.有机化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 

[2].魏祖期.基础化学（第八版）［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 

[3].唐玉海.章小丽，医用化学学习指导［Ｍ］.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4].张生勇.有机化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5].何炜、游文玮.有机化学学习指导［Ｍ］.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大纲修订人签字：闫豫君                                                                  修订日期：2022 年 12 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王自军                                                                  审定日期：202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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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化学 B》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大学化学 B 

University Chemistry B 

课程代码 10711002 课程性质 通识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通识必修课 先修课程 中学化学 

学分/学时 3 学分/48 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48 学时/0 学时 

适用专业 生物类、食品类、植产类、

检验等 
开课单位 化学化工学院 

课程负责人 王自军 审定日期 2022 年 11 月 

 

一、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生命科学、检验学、食品与工程科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动物科学、农学、林学、

园艺学等学科非化学专业的通识教育课程。在大学一年级开设。课程内容主要包括无机化学、分

析化学和物理化学的基本概念、理论与运算。通过学习，让学生认识无机及分析化学的应用领域，

培养学生对物质世界的正确认识，使学生在科学思维能力方面获得相应的训练和提高；并进一步

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技能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理解无机及分析化学的基本原理解释一般化学现象和变化规律。 

目标 2：运用化学基本原理和方法来分析一些基本的化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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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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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酸碱平衡 课程目标 1、2 

1.理解酸碱质子理论的基本概念； 
2.理解一元弱酸弱碱的解离平衡及酸度计算

的应用； 
3. 理解缓冲溶液的概念及其计算的应用； 
4. 理解酸碱滴定的基本原理及应用； 

1．酸碱理论 
2．一元酸碱 pH 的计算； 

3．缓冲溶液 

4．酸碱滴定法 

1．课堂讲授； 
2.多媒体教学； 
3.大学网络平台辅助； 
4．课堂讨论及练习； 

教师布置课后作业 

8 学时 

8．沉淀溶解平衡 

 
课程目标 1、2 

1. 理解溶解度和溶度积； 
2. 理解沉淀的生成和溶解有关理论及其简单

计算的应用； 
3. 理解两种沉淀之间的转化及其计算的应

用； 
4. 理解沉淀滴定法的应用 

1．溶解度和溶度积的概念及其相

互关系 
2．溶度积原理及其计算 

3．沉淀转化及其计算 

4. 沉淀滴定法的应用 

1．课堂讲授； 
2.多媒体教学； 
3.大学网络平台辅助； 
4．课堂讨论及练习； 
教师布置课后作业 

6 学时 

9．配合物及其配位

平衡 
课程目标 1、2 

1．了解配合物的组成 
2．理解配合物的命名及其应用 
4．了解配位平衡及其有关计算 
5．了解配位滴定的原理及应用 

1．配合物的命名 

2．金属指示剂 

1．课堂讲授； 
2.多媒体教学； 
3.大学网络平台辅助； 
4．课堂讨论及练习； 

教师布置课后作业 

6 学时 

10．氧化还原平衡 课程目标 1、2 

1．理解氧化还原反应的基本概； 
2．了解原电池的构造； 
3. 理解电极电势的概念及其计算的应用； 
4. 理解电极电势的应用； 
5. 了解氧化还原滴定的基本原理； 

1．氧化还原反应的概念 
2．电极电势概念及其简单计算 

3. 电极电势的应用 

4. 氧化还原滴定法 

1．课堂讲授； 
2．多媒体教学； 
3．大学网络平台辅助； 
4．课堂讨论及练习； 
教师布置课后作业 

8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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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2 个部分，分别为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具体要求及成绩评定方法如下： 

1、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40%，包括课堂练习和测试、课后作业成绩等。 

平时成绩 100 分（40%）：课堂练习和测试占 20 分，包括回答问题、参与讨论、章节测试；

作业占 20 分。如果出现书写过程和错点完全相同的作业，则同时降分。 

2、期末考试 100 分（60%）：期末考试卷面成绩占总成绩的 60%。期末试卷成绩大于等于 50

分，方可将平时成绩计入总评成绩；未达标者平时成绩不计入总评成绩，直接以期末试卷卷面成

绩计为总评成绩。 

具体见下表： 

课程目标 

评价方式及比例（%） 

成绩比例（%）

课堂练习和测试  课后作业 期末考试成绩 

课程目标 1  10  10 20  40 

课程目标 2  10  10  40  60 

合计  20  20  60  100 

(二）评价标准 

1.  课堂练习和测试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评价标准 
权重

（%）优 

（90‐100 分）

良 

（75‐89 分） 

中/及格 

（60‐74 分） 

不及格 

（0‐59 分） 

课程目标 1 
考查化学“量”的

概念 

课 堂 互 动 良

好，作业正确，

总结到位 

课堂互动一般，作

业基本正确，总结

基本到位 

有较少课堂互动，

作业错误较多，总

结不够到位 

无课堂互动，作业

未完成，总结欠缺
10 

课程目标 2 

考查四大平衡及

滴定原理和应用

能力及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课 堂 练 习 正

确，作业正确，

思维导图清晰 

课堂练习和作业

基本正确，思维导

图较为清晰 

课堂练习和作业

有一定错误，思维

导图不够清晰 

课堂练习和作业

未完成，思维导图

很不清晰 
10 

2、课后作业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评价标准 

权重

（%）优 

（90‐100 分）

良 

（75‐89 分） 

中/及格 

（60‐74 分） 

不及格 

（0‐59 分） 

课程目标 1 
考查化学“量”的

概念 

作业正确，总

结到位，小测

验正确率高 

作业基本正确，小

测验正确率较高 
作业错误较多，小

测验正确率一般 

作业未完成或未

交，小测验正确率

较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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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2 

考查四大平衡及滴

定原理和应用能力

及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作业正确，思

维导图清晰，

小测验正确率

高 

作业基本正确，小

测验正确率较高 

作业有一定错误，

小测验正确率一

般 

作业未完成或未

交，小测验正确率

较低 
10 

 

 

3、期末考试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评价标准 
权重

（%）优 

（90‐100 分）

良 

（75‐89 分） 

中/及格 

（60‐74 分） 

不及格 

（0‐59 分） 

课程目标 1 
考查化学“量”的

概念 
做题规范、合

理、完整、正确

做题基本规范、合

理、完整、正确 

做题较规范、合

理、完整、有一定

错误 

做题不够规范、缺

少步骤，错误较多 30 

课程目标 2 

考查四大平衡及滴

定原理和应用能力

及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做题规范、合

理、完整、正确

做题基本规范、合

理、完整、正确 

做题较规范、合

理、完整、有一定

错误 

做题不够规范、缺

少步骤，错误较多 30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呼世斌，无机及分析化学（第四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 王运、胡先文 主编，无机及分析化学（第五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 

2. 浙江大学，邬建敏、沈宏主编，无机及分析化学（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3. 南京大学《无机及分析化学》编写组，无机及分析化学（第五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5 

4. 贾之慎主编，无机及分析化学（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大纲修订人签字：边 丽                    修订日期：2022 年 10 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王自军                   审定日期：2022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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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化学 C》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大学化学 C 

University Chemistry C 

课程代码  10711003  课程性质  通识教育课程 

课程类别  通识必修课程  先修课程  中学化学 

学分/学时  2 学分/32 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32 学时/0 学时 

适用专业  农水、土木、给排水  开课单位  化学化工学院 

课程负责人  王自军  审定日期  2022 年 11 月 

一、课程简介 
《大学化学 C》是水建学院、机电学院以及医学院部分专业的一门通识教育课程。在大学一

年级开设。通过学习让学生熟悉元素周期律，初步了解物质结构、酸碱平衡、沉淀平衡以及电化

学基础等基本化学原理。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掌握无机化学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和基本

计算，并了解这些知识在科学研究和生产上的应用，培养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观以及基本的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和日后能独立开展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 

二、课程目标 

目标 1：运用大学化学的基本原理解释一般化学现象和变化规律。 

目标 2：理解大学化学的基本原理，能利用这些原理和方法来分析一般化学问题。 

 



 

 

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配 

1．绪论  课程目标 1 

1．全面认识教材

的知识体系 
2．理解章节内容

的相互关系 
 

1．教材体系介绍

及引入 
2．章节内容的关

系 
 

1．课堂讲授； 
2．多媒体教学； 
3．大学网络平台辅

助； 
 

1 学时 

2.  水化学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1.  理解弱电解质

的电离平衡，及

影响电离平衡移

动的因素； 
3.  熟悉 Raoult 
定律；渗透压力

及其与浓度、温

度的关系； 
4.  理解溶度积规

则及其应用，熟

悉有关计算。   

1.  稀溶液的通

性  ； 
2.  水溶液中的

单相离子平衡； 
3.  难溶电解质的

多相离子平衡； 
4.  水污染及水环

境的保护，厚植

“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生

态文明理念。 

1.  课堂讲授； 
2.  多媒体教学； 
3.  大学网络平台辅

助； 
4.  课堂讨论及练

习；教师布置课后作

业。 

10 学时 

3.  电化学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1.  理解氧化还原

的基本概念，理

解标准电极电势

的意义； 
2.  利用标准电极

电势来判断氧化

剂和还原剂的相

对强弱、氧化还

原反应方向和计

算平衡常数； 
3.  理解Nernst方
程式的应用。 

1.  氧化还原反应

在生产生活中的

重要性，尤其是

跟电化学的紧密

联系，引出并深

入学习原电池的

组成和原理； 
2.  电极电位及其

计算； 
3.  电动势和电极

电势在化学上的

应用； 

1.  课堂讲授； 
2.  多媒体教学； 
3.  大学网络平台辅

助； 
4.  课堂讨论及练

习；教师布置课后作

业。 

10 学时 

4.  物质结构基

础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1.  理解四个量子

数的物理意义及

其取值； 
2.  核外电子排布

原理；元素周期

表和元素周期

律； 
3.  熟悉离子键和

共价键基本特性

及它们的区别；

熟悉分子间作用

力的概念及应

用。 

1.  原子结构的近

代发展史（不同

历史时期各位化

学家们对原子结

构发展做出的贡

献），概念变迁

史； 
2.  多电子原子的

电子分布方式和

元素周期系； 
3.  化学键与分子

间相互作用力； 

1.  课堂讲授； 
2.  多媒体教学； 
3.  大学网络平台辅

助； 
4.  课堂讨论及练

习；教师布置课后作

业。 

11 学时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包括 2 个部分，分别为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具体要求及成绩评定方法如下： 

1.  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40%，包括课堂练习和测试、课后作业成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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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成绩 100 分（40%）：课堂练习和测试占 20 分，包括回答问题、参与讨论、章节测试；

课后作业占 20 分。如果出现书写过程和错点完全相同的作业，则同时降分。 

2.  期末考试 100 分（60%）：期末考试卷面成绩占总成绩的 60%。期末试卷成绩大于等于 50

分，方可将平时成绩计入总评成绩；未达标者平时成绩不计入总评成绩，直接以期末试卷卷面成

绩计为总评成绩。 

具体见下表： 

课程目标 

评价方式及比例（%） 

成绩比例（%）

课堂练习和测试  课后作业  期末考试成绩 

课程目标 1  10  10  20  40 

课程目标 2  10  10  40  60 

合计  20  20  60  100 

（二）评价标准 

1.  课堂练习和测试评价标准 

课程

目标 
考核依据 

评价标准 
权重

（%）优 

（90‐100 分）

良 

（75‐89 分） 

中/及格 

（60‐74 分） 

不及格 

（0‐59 分） 

课程

目标 1 
考查化学“量”的概念 

课 堂 互 动 良

好，作业正确，

总结到位 

课堂互动一般，作

业基本正确，总结

基本到位 

有较少课堂互动，

作业错误较多，总

结不够到位 

无课堂互动，作业

未完成，总结欠缺 10 

课程

目标 2 

考查氧化还原和物质

结构的原理和应用能

力及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课 堂 练 习 正

确，作业正确，

思维导图清晰 

课堂练习和作业

基本正确，思维导

图较为清晰 

课堂练习和作业

有一定错误，思维

导图不够清晰 

课堂练习和作业

未完成，思维导图

很不清晰 
10 

2.  课后作业评价标准 

课程

目标 
考核依据 

评价标准 

权重

（%）优 

（90‐100 分）

良 

（75‐89 分） 

中/及格 

（60‐74 分） 

不及格 

（0‐59 分） 

课程

目标 1 
考查化学“量”的概念 

作业正确，总

结到位，小测

验正确率高 

作业基本正确，小

测验正确率较高 
作业错误较多，小

测验正确率一般 

作业未完成或未

交，小测验正确率

较低 
10 

课程

目标 2 

考查氧化还原和物质

结构的原理和应用能

力及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作业正确，思

维导图清晰，

小测验正确率

高 

作业基本正确，小

测验正确率较高 

作业有一定错误，

小测验正确率一

般 

作业未完成或未

交，小测验正确率

较低 
10 

3.  期末考试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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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目标 
考核依据 

评价标准 
权重

（%）优 

（90‐100 分）

良 

（75‐89 分） 

中/及格 

（60‐74 分） 

不及格 

（0‐59 分） 

课程

目标 1 
考查化学“量”的概念 

做题规范、合

理、完整、正确

做题基本规范、合

理、完整、正确 

做题较规范、合

理、完整、有一定

错误 

做题不够规范、缺

少步骤，错误较多 20 

课程

目标 2 

考查氧化还原和物质

结构的原理和应用能

力及解决实际问题的 

做题规范、合

理、完整、正确

做题基本规范、合

理、完整、正确 

做题较规范、合

理、完整、有一定

错误 

做题不够规范、缺

少步骤，错误较多 40 

五、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源 
（一）建议教材 

1.  杨秋华主编．大学化学（第 2 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  大连理工大学无机化学教研室编，无机化学（第五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  天津大学无机教研室编，无机化学（第五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3.  北京师范大学编，无机化学（第五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大纲修订人签字：边丽                                          修订日期：2022 年 10 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王自军                                      审定日期：2022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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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化学实验 A》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大学化学实验 A 

University Chemistry Experiment A 

课程代码 10711005 课程性质 通识必修课程 

课程类别 通识教育课程 先修课程 大学化学 A 

学分/学时 1 学分/32 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0 学时/32 学时 

适用专业 医学、口腔、预防等 开课单位 化学化工学院 

课程负责人 王自军 审定日期 2022 年 10 月 

 
一、课程简介 
《大学化学实验 A》是为临床医学专业、口腔医学专业、预防医学专业和影像医学专业等

非化学专业的学生开设的一门化学实验课程。通过系统地、科学地安排各项实验项目，训练学生

掌握化学实验的基本操作技能，验证化学基础理论知识并加深对理论的理解，使学生掌握大学化

学的基本实验方法和操作技能，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为

学生学习后续实验课程和开展科学研究夯实基础。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2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扎实掌握化学实验的基本操作方法和技能，能够解决化学实验操作中出现的一般问

题，学会分析评价实验数据和现象，增强运用所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目标 2：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精神和解决实验各种实际问题的

能力。 



 

 

三、实验教学内容 
实验项目 

实验类

型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实验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

时

实验性

质

实验室安全教育 综合性 课程目标 1、2

1.了解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 
2.掌握实验室安全知识； 
3.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4.培养学生环境保护意识、生态意识

和社会责任。 

1.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介

绍，教学大纲解读； 
2.实验室安全知识介绍。 
 

1. 教学活动：教师讲解。

2. 学习任务：小组讨论。
2 必做 

仪器认领、洗涤 
溶液的配制 

验证性 

 
 
 
 

课程目标 1、2

1.学习移液管、容量瓶、电子天平的

使用方法； 
2.掌握浓度配制方法和基本操作； 
3.了解特殊溶液的配制的基本原理

和方法； 
4.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树

立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

法论。 

1.仪器认领、洗涤及规范实

验操作； 
2.溶液配制。 

1. 教学活动：小组合作。

2. 学习任务：实验报告。
3 必做 

粗食盐的提纯 
 

综合性 

 
 
 

课程目标 1、2

1.理解粗食盐的提纯及其纯度检验

的方法； 
2.掌握溶解、过滤、蒸发、结晶和气

体的发生和净化等基本操作； 
3.了解重结晶基本原理； 
4.培养学生环境保护意识、生态意识

和社会责任感。 

1.粗食盐的提纯； 
2.检验产品纯度。 

1. 教学活动：小组合作。

2. 学习任务：实验报告。
3 必做 

凝固点降低法测

分子量 
综合性 

 
 
 
 

课程目标 1、2

1.掌握凝固点降低法测分子量的原

理和方法； 
2.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树

立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

法论。 

1.安装实验装置； 
2.水及溶液的凝固点的测

定； 
3.数据记录与处理，计算结

果。 

1. 教学活动：小组合作。

2. 学习任务：实验报告。
3 必做 

醋酸电离度和电

离常数的测定 
综合性 

 
 

课程目标 1、2

1.理解弱酸的电离度和电离常数测

定原理和方法； 
2.了解酸碱滴定原理，滴定操作及滴

定终点的判断方法； 
3.掌握 pH 计的使用； 
4.培养学生动手和独立分析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获得测定醋酸溶液

的 pH 的技能。 

1.醋酸溶液浓度的测定； 
2.配制不同浓度的 HAc 溶

液； 
3.测定醋酸溶液的 pH，计算

醋酸的电离度和电离平衡常

数。 

1. 教学活动：小组合作。

2. 学习任务：实验报告。
3 必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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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点的测定 验证性 

 
 

课程目标 1、2

1.了解熔点测定意义，理解两种测定

方法基本原理； 
2.掌握测定熔点方法操作技术。 

1.熔点管的制备：样品的装

填； 
2.熔点测定装置的搭建。 

1. 教学活动：小组合作。

2. 学习任务：实验报告。
3 必做 

折光率的测定 
 

验证性 

 
 
 

课程目标 1、2

1.了解折光仪的工作原理和仪器构

造； 
2.掌握折光仪的操作方法； 
3.培养学生动手和独立分析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获得折光率的测定

的技能。 

1.了解测定物质折光率的意

义及折光仪的构造； 
2.利用折光仪测定不同液体

的折光率。 

1. 教学活动：小组合作。

2. 学习任务：实验报告。
3 必做 

柱色谱分析 
 

综合性 

 
 

课程目标 1、2

1.掌握色谱分析的原理、实验方法；

2 分离氨基酸的操作技术； 
3.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树

立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

法论。 

柱层析：装柱、加样、洗脱，

分离。 
1. 教学活动：小组合作。

2. 学习任务：实验报告。
3 必做 

硫酸铜的提纯 综合性 

 
 
 

课程目标 1、2

1. 了解结晶水合物结晶水含量的测

定原理和方法； 
2. 进一步理解电子天平的使用，学

习研钵、干燥器等仪器的使用方法；

3. 掌握恒重基本操作； 
4.培养学生动手和独立分析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获得重结晶提纯有

机化合物的技能。 

1.粗硫酸铜的称量和溶解；

2.沉淀、过滤； 
3.蒸发和结晶； 
4.减压过滤； 
5.称重计算产率。 

 

1. 教学活动：小组合作。

2. 学习任务：实验报告。
3 必做 

己二酸的制备 综合性 

 

课程目标 1、2

1.学习用氧化法由环己醇合成己二

酸的原理和方法； 
2.理解电动搅拌，浓缩抽滤等操作技

术； 
3.培养学生动手和独立分析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获得有机化合物制

备的技能。 

1.安装己二酸合成装置； 
2.合成己二酸操作； 
3.产品结晶抽滤称重； 
4.计算产率。 

1. 教学活动：小组合作。

2. 学习任务：实验报告。
3 必做 

蒸馏及沸点的测

定 
 

验证性 课程目标 1、2
1.了解测定沸点的意义； 
2.理解测定沸点方法及操作。 

1.蒸馏装置的安装； 
2．常压蒸馏分离工业酒精中

的乙醇，并记录沸程。 

1. 教学活动：小组合作。

2. 学习任务：实验报告。
3 必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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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反应速率与

化学平衡 
 

验证性 课程目标 1、2

1.掌握化学反应速率及化学平衡的

原理及实验方法； 
2.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统筹思维以

及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获得测定化学反应速率与化学平衡

的技能。 

1.化学反应速率，浓度、温

度、催化剂对化学反应速率

的影响； 
2.化学平衡，浓度、温度对

化学平衡的影响。 

1. 教学活动：小组合作。

2. 学习任务：实验报告。
3 选做 

从茶叶中提取咖

啡因 
 

综合性 课程目标 1、2

1.通过从茶叶中提取咖啡因，掌握几

种从天然产物中提取、 纯化有机物

的方法；  
2.学会升华的基本操作和索氏提取

器的使用； 
3.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统筹思维以

及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获得天然产物提取、鉴定的技能。

1.用连续提取装置对茶进行

固液萃取； 
2.蒸除溶剂得粗咖啡因； 
3.升华法对粗品进行纯化。

1. 教学活动：小组合作。

2. 学习任务：实验报告。
4 选做 

硫代硫酸钠的制

备 

综合性 课程目标 1、2

1. 学习硫代硫酸钠的亚硫酸钠法制

备原理和方法； 
2. 学习硫代硫酸钠的检验方法； 
3.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统筹思维以

及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获得物制备鉴定的技能。 

1. 亚硫酸钠的溶解与硫磺

研细、溶解； 
2. 硫代硫酸钠溶液的蒸发

浓缩结、晶体制备。 

1. 教学活动：小组合作。

2. 学习任务：实验报告。
4 选做 

硫酸亚铁铵的制

备 
 

综合性 课程目标 1、2

1.了解复盐制备的原理及硫酸亚铁

按的制备方法； 
2.了解配合物的组成进行初步推断

方法； 
3.培养学生环境保护意识、生态意识

和社会责任感。 

1. 制备硫酸亚铁； 
2. 制备硫酸亚铁铵。 

1. 教学活动：小组合作。

2. 学习任务：实验报告。
3 选做 



 

 

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由实验预习、实验操作、实验报告及数据处理、安全环保意识四部分组成。 

成绩评定方法如下： 

通过对学生的安全意识、实验技能综合评定，主要包括实验预习、实验操作、数据记录、实验报

告及数据结果处理等方面综合评定。实验预习占 10 分（10%）、实验操作 40 分（40%）、实验报告

40 分（40%）、安全环保意识 10 分（10%）。 
关于考勤：病事假补实验；无故实验课缺勤 1 次者，当次成绩按零分计算；缺 3 次实验不予总评，

重修。 

具体见下表： 

课程目标 

评价方式及比例（%） 

成绩比例（%）

实验预习  实验操作  实验报告及数据处理  安全环保意识 

课程目标 1  10 20 20  50 

课程目标 2   20 20 10 50 

合计  10 40 40 10 100 

（二）评价标准 

1.  实验预习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评价标准 
权重

（%） 优 
（90-100 分）

良 
（75-89 分）

中/及格 
（60-74 分）

不及格 
（0-59 分） 

课程目标 1 

考查学生对基

本实验操作的

的熟练程度，能

够对实验数据、

℀㔧霑课　据༰䈜　课　课　

（

（䈜　䈜　课〺槴镇

课〢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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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实验操作

中，严肃认真、实

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和作风，以及创新

意识与小组成员的

团队合作精神，以

及实验和数据处理

过程中解决实验各

种实际问题的能

力。 

学生实验操

作过程中态

度认真，和成

员配合默契，

能够圆满的

完成实验操

作，并且对实

验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可

以合理有效

的解决。

学生实验操

作过程中态

度认真，和成

员配合较为

默契，基本能

够完成实验

操作，并且对

实验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

基本可以解

决。

学生实验操

作过程中态

度认真，和成

员配合还需

要磨练，实验

操作和基本

完成，实验过

程中出现的

问题基本需

要和老师沟

通解决。

学生实验操

作过程中态

度不认真，和

成员配合较

差，实验操作

不能独立完

成，实验过程

中出现的问

题也无法解

决。 

20 

3.实验报告及数据处理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评价标准 

权重

（%）优 
（90-100 分）

良 
（75-89 分）

中/及格 
（60-74 分）

不及格 
（0-59 分） 

课程目标 1 

考查学生对基本实

验操作的的熟练程

度，能够对实验数

据、信息进行分析

评价并获得合理有

效结论。 

实验报告结

论合理可靠、

符合实验要

求。 

实验报告结

论比较合理

可靠、符合实

验要求。 

实验报告结

论基本合理

可靠、基本符

合实验要求。

实验报告结

论不合理可

靠、不符合实

验要求。 20 

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实验操作

中，严肃认真、实

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和作风，以及创新

意识与小组成员的

团队合作精神，以

及实验和数据处理

过程中解决实验各

种实际问题的能

力。 

学生报告认

真详实，并且

对实验报告

数据处理中

出现的问题

可以合理有

效的解决。 

学生报告较

认真详实，并

且对实验报

告数据处理

中出现的问

题基本可以

解决。 

学生报告不

够完整，并且

对实验报告

数据处理中

出现的问题

不能独立解

决。 

学生报告缺

少内容，实验

数据有问题

并且对实验

报告数据处

理中出现的

问题不能解

决。 

20 

4.安全环保意识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评价标准 

权重

（%）优 
（90-100

良 
（75-89 分）

中/及格 
（60-74 分）

不及格 
（0-59 分） 

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实验操作

中，严肃认真、实事

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作

风，以及创新意识与

小组成员的团队合作

精神，以及实验和数

据处理过程中解决实

验各种实际问题的能

力。 

具有实验室

安全和环保

意识，有团

队 合 作 精

神。 

具有较好的

实验室安全

和环保意识，

具有较好的

团队合作精

神。 

具有基本的

实验室安全

和环保意识，

基本有团队

合作精神。 

不具有实验

室安全和环

保意识，不具

有团队合作

精神。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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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荐实验教材和资源 

（一）建议实验教材 

1.张金桐，叶非主编.《实验化学》.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年. 

（二）主要参考书 

1.  刘红，李炳奇主编.《实验化学》.  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4 年. 

2.  郑春生，杨南，李梅主编.《基础化学实验》.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年. 

3.  任丽萍，毛富春主编.《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4.  兰州大学编.《有机化学实验》(第三版)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5.  郭书好主编.《有机化学实验》(第二版) .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 年. 

 
 
大纲修订人签字：廉宜君                                修订日期：2022 年 9 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王自军                                审定日期：2022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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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化学实验 B》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大学化学实验 B 

 University Chemistry Experiment B 

课程代码 10711006 课程性质 通识必修课程 

课程类别 通识教育课程 先修课程 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

学分/学时 1 学分/32 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0 学时/32 学时 

适用专业 植产类、食品类、生物类等 开课单位 化学化工学院 

课程负责人 王自军 审定日期 2022 年 10 月 

三、课程简介 
《大学化学实验 B》是独立开设的一门综合实验课程，课程以系统地介绍化学实验的基本操

作技术、化学实验原理和实验方法为主要内容，使学生在实验原理、实验技术和实验方法诸方面

得到全面而系统的科学训练。在培养学生掌握实验的基本操作、基本技能和基本知识的同时，培

养学生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作风，以及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同时为学生学习后续

实验课程和开展科学研究夯实基础。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2 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目标 1：学生能够初步掌握化学实验中的基本操作技能及常用仪器的使用方法，加深对理论

课所学相关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及动手、动脑能力，正确书写实验报告，

使学生在科学思维能力方面获得相应的训练和提高。  

目标 2：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精神和解决实验各种实际问题的

能力。 

 

 

 



 

 

三、实验教学内容 

实验项目 
实验类

型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实验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

时

实验性

质

实验室安全教育 综合性 课程目标 1、2

1.了解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 
2.掌握实验室安全知识； 
3.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4. 培养学生环境保护意识、生态意

识和社会责任。 

1.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介绍；

2.实验室安全知识介绍。 
 

1.教学活动：教师讲解。

2.学习任务：小组讨论。
2 必做 

仪器认领、洗涤 
溶液的配制 

验证性 课程目标 1、2

1.学习移液管、容量瓶、电子天平的

使用方法； 
2.掌握浓度一般配制方法和基本操

作； 
3.了解特殊溶液的配制的基本原理

和方法； 
4.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树立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和方法论。 

1.仪器认领、洗涤及规范实验

操作； 
2.溶液配制。 

1.教学活动：小组合作。

2.学习任务：实验报告。
3 必做 

粗食盐的提纯 
 

综合性 课程目标 1、2

1.理解粗食盐的提纯及其纯度检验

的方法； 
2.掌握溶解、过滤、蒸发、结晶和

气体的发生和净化等基本操作； 
3.了解重结晶基本原理； 
4.培养学生环境保护意识、生态意

识和社会责任感。 

1.氯化钠的精制； 
2.检验产品纯度。 

1.教学活动：小组合作。

2.学习任务：实验报告。
3 必做 

凝固点降低法测

分子量 
综合性 课程目标 1、2

1.掌握凝固点降低法测分子量的原

理和方法； 
2.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树立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和方法论。 

1.安装实验装置； 
2.水及溶液的凝固点的测定；

3.数据记录与处理，计算结果。
 

1.教学活动：小组合作。

2.学习任务：实验报告。
3 必做 

醋酸电离度和电

离常数的测定 
综合性 课程目标 1、2

1.理解弱酸的电离度和电离常数测

定原理和方法； 
2.了解酸碱滴定原理，滴定操作及

滴定终点的判断方法； 
3.掌握 pH 计的使用； 
4.培养学生动手和独立分析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获得测定醋酸溶液

1.醋酸溶液浓度的测定； 
2.配制不同浓度的 HAc 溶液；

3.测定醋酸溶液的 pH，计算醋

酸的电离度和电离平衡常数。

1.教学活动：小组合作。

2.学习任务：实验报告 
3 必做 



 

27 

的 pH 的技能。 

熔点的测定 综合性 课程目标 1、2
1.了解熔点测定意义，理解两种测

定方法基本原理； 
2.掌握测定熔点方法操作技术。 

1.熔点管的制备：样品的装填；

2.熔点测定装置的搭建。 
1.教学活动：小组合作。

2.学习任务：实验报告 
3 必做 

混合碱含量的测

定 
设计性 课程目标 1、2

1.了解多元弱碱滴定过程中 pH 值

变化及指示剂的选择； 
2.掌握双指示剂法测定 Na2CO3 和

NaHCO3混合物的原理和方法。 

1.HCl 标准溶液的标定； 
2.混合碱含量的测定。 

1.教学活动：小组合作。

2.学习任务：实验报告 
3 必做 

柱色谱 综合性 课程目标 1、2

1.掌握色谱分析的原理、实验方法；

2.分离氨基酸的操作技术； 
3.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

树立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和方法论。 

1.纸层析：制作纸色谱板、点

样、展开、显色、计算比移值；

2.柱层析：装柱、加样、洗脱，

分离。 

1.教学活动：小组合作。

2.学习任务：实验报告 
3 必做 

EDTA 标准溶液

的标定及水硬度

的测定 
验证性 课程目标 1、2

1.了解 EDTA 标准溶液的配制及标

定方法、滴定原理、操作方法，测

定工业自来水的总硬度； 
2.练习和掌握无机分析中常用的基

本采样方法及其测定； 
3.掌握用络合滴定法测定水硬度的

原理方法，了解水硬度的两种表示

方法。 

1.EDTA 标准溶液的配制及标

定； 
2.水硬度的测定。 
 

1.教学活动：小组合作。

2.学习任务：实验报告 
3 必做 

高锰酸钾标准溶

液的标定及双氧

水中 H2O2 含量

的测定 

验证性 课程目标 1、2
1.掌握高锰酸钾溶液的标定； 
2.掌握高锰酸钾法测定双氧水含量

的原理及滴定分析技术。 

1.高锰酸钾标准溶液的标定，

2.双氧水中 H2O2含量的测定。
 

1.教学活动：小组合作。

2.学习任务：实验报告 
3 必做 

蒸馏及沸点的测

定 
 

综合性 课程目标 1 
1.了解测定沸点的意义； 
2 .理解测定沸点方法及操作。 

1.蒸馏装置的安装； 
2.常压蒸馏分离工业酒精中的

乙醇，并记录沸程。 

1.教学活动：小组合作。

2.学习任务：实验报告 
3 必做 

化学反应速率与

化学平衡 
 

验证性 课程目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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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茶叶中提取咖

啡因 
 

综合性 课程目标 1、2

1.通过从茶叶中提取咖啡因，掌握

几种从天然产物中提取、 纯化有

机物的方法；  
2.学会升华的基本操作和索氏提取

器的使用； 
3.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统筹思维以

及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获得天然产物提取、鉴定的技能。

1.用连续提取装置对茶进行固

液萃取； 
2.蒸除溶剂得粗咖啡因； 
3.升华法对粗品进行纯化。 

1.教学活动：小组合作。

2.学习任务：实验报告 
4 选做 

硫代硫酸钠的制

备 

综合性 课程目标 1、2

1.学习硫代硫酸钠的亚硫酸钠法制

备原理和方法； 
2.学习硫代硫酸钠的检验方法； 
3.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统筹思维以

及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获得物制备鉴定的技能。 

1. 亚硫酸钠的溶解与硫磺研

细、溶解； 
2. 硫代硫酸钠溶液的蒸发浓

缩结、晶体制备。 

1.教学活动：小组合作。

2.学习任务：实验报告。
4 选做 

五水合硫酸铜结

晶水的测定 
综合性 课程目标 1、2

1.了解结晶水合物结晶水含量的测

定原理和方法； 
2.进一步理解电子天平的使用，学

习研钵、干燥器等仪器的使用方

法； 
3.掌握恒重基本操作； 
4.培养学生动手和独立分析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获得重结晶提纯有

机化合物的技能。 

1.粗硫酸铜的称量和溶解； 
2.沉淀、过滤； 
3.蒸发和结晶； 
4.减压过滤； 
5.称重计算产率。 

 

1.教学活动：小组合作。

2.学习任务：实验报告。
4 选做 

硫酸亚铁铵的制

备 
 

综合性 课程目标 1、2

1.了解复盐制备的原理及硫酸亚铁

按的制备方法； 
2.了解配合物的组成进行初步推断

方法。 

1.制备硫酸亚铁； 
2.制备硫酸亚铁铵。 

1.教学活动：小组合作。

2.学习任务：实验报告。
3 选做 

重铬酸钾标准溶

液的配制和亚铁

盐中铁含量的测

定 

验证性 课程目标 1、2

1.掌握直接法配制重铬酸钾标准溶

液； 
2.理解并掌握重铬酸钾法测定 Fe
的原理和方法。 

1.配制一定浓度的 K2Cr2O7 标

准溶液； 
2.亚铁盐中铁含量的测定； 
3.数据记录与处理，报告分析

结果。 

1.教学活动：小组合作。

2.学习任务：实验报告 
3 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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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课程成绩由实验预习、实验操作、实验报告及数据处理、安全环保意识四部分组成。 

成绩评定方法如下： 

通过对学生的安全意识、实验技能综合评定，主要包括实验预习、实验操作、数据记录、实验报

告及数据结果处理等方面综合评定。实验预习占 10 分（10%）、实验操作 40 分（40%）、实验报告

40 分（40%）、安全环保意识 10 分（10%）。 
关于考勤：病事假补实验；无故实验课缺勤 1 次者，当次成绩按零分计算；缺 3 次实验不予总评，

重修。 

具体见下表： 

课程目标 

评价方式及比例（%） 

成绩比例（%）

实验预习  实验操作  实验报告及数据处理  安全环保意识 

课程目标 1  10 20 20  50 

课程目标 2   20 20 10 50 

合计  10 40 40 10 100 

（二）评价标准 

1.  实验预习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评价标准 
权重

（%） 优 
（90-100 分）

良 
（75-89 分）

中/及格 
（60-74 分）

不及格 
（0-5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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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实验操作

中，严肃认真、实

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和作风，以及创新

意识与小组成员的

团队合作精神，以

及实验和数据处理

过程中解决实验各

种实际问题的能

力。 

学生实验操

作过程中态

度认真，和成

员配合默契，

能够圆满的

完成实验操

作，并且对实

验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可

以合理有效

的解决。

学生实验操

作过程中态

度认真，和成

员配合较为

默契，基本能

够完成实验

操作，并且对

实验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

基本可以解

决。

学生实验操

作过程中态

度认真，和成

员配合还需

要磨练，实验

操作和基本

完成，实验过

程中出现的

问题基本需

要和老师沟

通解决。

学生实验操

作过程中态

度不认真，和

成员配合较

差，实验操作

不能独立完

成，实验过程

中出现的问

题也无法解

决。 

20 

3.实验报告及数据处理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评价标准 

权重

（%）优 
（90-100 分）

良 
（75-89 分）

中/及格 
（60-74 分）

不及格 
（0-59 分） 

课程目标 1 

考查学生对基本实

验操作的的熟练程

度，能够对实验数

据、信息进行分析

评价并获得合理有

效结论。 

实验报告结

论合理可靠、

符合实验要

求。 

实验报告结

论比较合理

可靠、符合实

验要求。 

实验报告结

论基本合理

可靠、基本符

合实验要求。

实验报告结

论不合理可

靠、不符合实

验要求。 20 

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实验操作

中，严肃认真、实

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和作风，以及创新

意识与小组成员的

团队合作精神，以

及实验和数据处理

过程中解决实验各

种实际问题的能

力。 

学生报告认

真详实，并且

对实验报告

数据处理中

出现的问题

可以合理有

效的解决。 

学生报告较

认真详实，并

且对实验报

告数据处理

中出现的问

题基本可以

解决。 

学生报告不

够完整，并且

对实验报告

数据处理中

出现的问题

不能独立解

决。 

学生报告缺

少内容，实验

数据有问题

并且对实验

报告数据处

理中出现的

问题不能解

决。 

20 

4.安全环保意识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评价标准 

权重

（%）优 
（90-100

良 
（75-89 分）

中/及格 
（60-74 分）

不及格 
（0-59 分） 

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实验操作

中，严肃认真、实事

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作

风，以及创新意识与

小组成员的团队合作

精神，以及实验和数

据处理过程中解决实

验各种实际问题的能

力。 

具有实验室

安全和环保

意识，有团

队 合 作 精

神。 

具有较好的

实验室安全

和环保意识，

具有较好的

团队合作精

神。 

具有基本的

实验室安全

和环保意识，

基本有团队

合作精神。 

不具有实验

室安全和环

保意识，不具

有团队合作

精神。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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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荐实验教材和资源 
（一）建议实验教材 

1.张金桐，叶非主编.《实验化学》.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年.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  刘红，李炳奇主编.《实验化学》.  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4 年. 

2.  郑春生，杨南，李梅主编.《基础化学实验》.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年. 

3.  任丽萍，毛富春主编.《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4.  兰州大学编.《有机化学实验》（第三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5.  郭书好主编.《有机化学实验》（第二版）.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 年. 

 
 
大纲修订人签字：廉宜君                               修订日期：2022 年 9 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王自军                审定日期：2022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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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化学实验 C》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大学化学实验 C 
College Chemistry Experiments C 

课程代码  10711007  课程性质  通识必修课程 

课程类别  通识教育课程  先修课程  大学化学 C 

学分/学时  1 学分/32 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0 学时/32 学时 

适用专业 
护理学、给排水科学与工

程、农业水利工程
开课单位  化学化工学院 

课程负责

人 
王自军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一、课程简介 
《大学化学实验 C》是一门独立的基础化学实验课程，是学生进入大学后的第一门化学实验

课程。它是研究大学化合物的制备、化学常数的测定、元素及其化合物的性质以及基本操作和相

关原理的化学实验课程，是培养学生化学实验技能与专业素质的最基础的实践教学环节。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成长为能够掌握大学化学基本实验方法和操作技能，并且具有严谨科学态度、

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生将来服务工作岗位提供开展科学研究基础。 

二、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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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验教学内容 
必做内容是必须要进行实验的内容，选做内容可以根据学生个体发展及学习情况选择其中一个实验进行。 

实验项目  实验类型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实验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 
实验

性质 

实验室安全教

育 
综合性  课程目标 1、2 

1.了解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 
2.掌握实验室安全知识； 
3.了解本课程教学大纲； 
4.培养学生环境保护意识、生态意识

和社会责任。 

1.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介绍； 
2.实验室安全知识介绍； 
3.教学大纲解读。 

1.  教学活动：教师讲解。

2.  学习任务：小组讨论。
2  必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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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代硫酸钠的

制备 
综合性  课程目标 1、2 

（1）理解硫代硫酸钠的亚硫酸钠法制

备原理和方法。 
（2）理解并会应用硫代硫酸钠的检验

方法。 

（1）亚硫酸钠的溶解与硫磺研细、溶解。

（2）硫代硫酸钠溶液的蒸发浓缩、结晶

体制备。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

演示教学。 
2.学习任务：课堂讨论、

实验练习。 

3  必做 

硫酸铝钾大晶

体的制备 
设计性  课程目标 1、2 

（1）理解硫酸铝钾溶解度规律及其应

用； 
（2）体会铝制易拉罐回收利用的一种

方法、树立勤俭节约观念。 
（2）掌握制备简单复盐的基本方法。

（3）会应用从水溶液中制备大晶体的

原理、方法。 

（1）查阅相关资料，设计从易拉罐(2g)
制备 KAl(SO4)2∙12H2O 的实验方案。 
（2）设计产品结果鉴定方案，鉴定产品

为硫酸盐、铝盐及钾盐。 
（3）取 10g 自制的 KAl(SO4)2∙12H2O 利用

20 天时间制备明矾大晶体。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

演示教学。 
2.学习任务：课堂讨论、

实验练习。 

3  必做 

二氧化碳相对

分子质量的测

定 
验证性  课程目标 1、2 

（1）练习启普发生器的使用和气体的

收集。 
（2）理解气体密度法测定气体分子量

的原理和方法。 

（1）充满空气的瓶和塞子的称量。 
（2）充满二氧化碳的瓶和塞子的称量。

（3）充满水的瓶和塞子的称量。 
（4）数据处理。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

演示教学。 
2.学习任务：课堂讨论、

实验练习。 

3  必做 

循环法制备碳

酸氢钠、  碳酸

钠及氯化铵 
综合性  课程目标 1、2 

（1）了解循环法制备 NaHCO3、Na2CO3

及 NH4Cl 的方法。 
（2）掌握沉淀、常压、减压过滤、结

晶、分离等操作。 
（3）应用制备过程的化学反应规律及

操作条件，总结提高产率的必要措施。

（1）碳酸氢钠的合成。 
（2）氯化铵 NH4Cl 的合成。 
（3）碳酸氢钠 NaHCO3的精制。 
（4）氯化铵 NH4Cl 的精制。 
（5）煅烧 NaHCO 制备碳酸钠 Na2CO3，进

行产率的计算。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

演示教学。 
2.学习任务：课堂讨论、

实验练习。 

3 选做 

海带中碘的提

取 
综合性  课程目标 1、2 

（1）理解元素化合物性质，学会利用

萃取法从海带中提取碘单质的方法。

（2）掌握并会应用灼烧、常压、减压

过滤、萃取操作。 

（1）查阅相关资料了解碘在人体中的存

在形式、人体中的作用。 
（2）查阅相关资料了解海带中碘的存在

形式。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

演示教学。 
2.学习任务：课堂讨论、

实验练习。 

3 选做 

遣༕HO㋋䀀

制备  综合性  课程目标 1、2 

（1）理䀚利⭚ᓴ낼氧化的方法制备⦺

䞤낼的原理和方法。 
（2Ȁ
过滤。翓结Ძㅴ基本操作。 
（3）学ґ并会应⭖䰡鵝碘量法测ᇄ낼

ְ量。 

（1）ᓴ낳的⠓硫䞬氧ॊ操ֆ制备⤀

晶体。 
（2Ȁ낷晶体Ⲽ㑈或͡�ǆ䰡鵝碘䟸

ְ量。 ⊚产运

⟔缀ꇵ测定关结Ს水ⲵ᮫ⴘ，晶ꇻ

尷⅚关⟟≡潚ล。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

演示教学。 
2.学习任务：课堂讨论、

实验练习。 

3

 

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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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课程成绩由实验预习、实验操作、实验报告、安全环保意识四部分组成。 

成绩评定方法如下： 

通过对学生的安全意识、实验技能综合评定，主要包括实验预习报告、实验基本操作、数据记录、实

验报告表达、、实验结果处理等方面综合评定。实验预习占 20 分（20%）、实验操作 30 分（30%）、实验报

告 40 分（40%）、安全环保意识 10 分（10%） 
关于考勤：病事假补实验；无故实验课缺勤 1 次者，当次成绩按零分计算；缺 3 次实验不予总评，重修。 

具体见下表： 

课程目标 

评价方式及比例（%） 

成绩比例（%）

实验预习  实验操作  实验报告及数据处理  安全环保意识 

课程目标 1  10  20  20    50 

课程目标 2    20  20  10  50 

合计  10  40  40  10  100 

（二）评价标准 

1.  实验预习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评价标准 
权重

（%） 优 

（90‐100 分）

良 

（75‐89 分）

中/及格 

（60‐74 分） 

不及格 

（0‐59 分） 

课程目标 1 

考查学生对基

本实验理论的

熟练程度，考察

学生能够通过

预习独立形成

实验方案的能

力。 

能按照实验

报告的格式

认真预习实

验报告，形成

初步实验方

案，熟悉实验

原理、内容、

实验步骤。 

能比较认真

的书写实验

报告，形成初

步实验方案，

熟悉实验原

理、内容、实

验步骤。 

能比较认真的

书写实验报告，

实验方案较合

理，并较好的熟

悉实验原理、内

容、实验步骤。

抄袭实验报

告预习，不能

独立完成实

验预习，不熟

悉实验原理、

内容、实验步

骤。 

10 

2.  实验操作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评价标准 
权重

（%）
优 

（90‐100 分）

良 

（75‐89 分）

中/及格 

（60‐74 分）

不及格 

（0‐59 分） 

课程目标 1 

考察学生对实验现

象观察和描述能

力，对实验现象的

总结能力及科学认

真态度。 

熟练掌握实

验原理和实

验技能，实验

现象观察仔

细，描述客

观、科学，实

验总结到位，

尊重客观事

实。 

比较熟练掌

握实验原理

和实验技能，

实现现象观

察仔细，描述

客观、科学，

实验总结到

位，尊重客观

事实 

不了解基本

实验原理，实

验中观察不

认真仔细，记

录实验现象

和数据潦草，

经指导能解

决存在的问

题。 

不了解基本

实验原理，实

验中观察不

认真仔细，记

录实验现象

和数据潦草，

经指导不能

解决存在的

问题。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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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2 

考察学生对实验现

象分析能力，解决

实际问题能力，在

解决问题中体现的

创新意识与创新能

力以及团队协助能

力。 

科学合理的

分析实验现

象，针对实验

中的具体问

题能提出解

决方案，并体

现出创新思

维，并具有团

队协助意识。

能合理的分

析实验现象，

针对实验中

的具体问题

可以提出一

般解决方案，

具有一定创

新意识，可以

协助进行团

队创新。 

能合理的分

析实验现象，

针对实验中

的具体问题

不能独立提

出解决方案，

但在团队协

助下可以解

决问题。 

不能合理的

分析实验现

象，针对实验

中的具体问

题不能独立

提出解决方

案，不配合团

队解决问题，

经指导不能

修正错误。 

20 

3. 实验报告及数据处理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评价标准 
权重

（%）优 

（90‐100 分）

良 

（75‐89 分） 

中/及格 

（60‐74 分） 

不及格 

（0‐59 分） 

课程目标 1 

考查学生对基本实

验操作的的熟练程

度，能够对实验数

据、信息进行分析评

价并获得合理有效

结论。 

实验报告结论

合理可靠、符

合实验要求。 

实验报告结论

比 较 合 理 可

靠、符合实验

要求。 

实验报告结论

基 本 合 理 可

靠、基本符合

实验要求。 

实验报告结论

不合理可靠、

不符合实验要

求。  20 

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对实验数

据、信息进行分析处

理并获得合理有效

结论的程度，培养严

谨的科学态度，提高

分析问题与解决问

题的能力 

学生报告认真

详实，并且对

实验报告数据

处理中出现的

问题可以合理

有效的解决。 

学生报告较认

真详实，并且

对实验报告数

据处理中出现

的问题基本可

以解决。 

学生报告不够

完整，并且对

实验报告数据

处理中出现的

问题不能独立

解决。 

学生报告缺少

内容，实验数

据有问题并且

对实验报告数

据处理中出现

的问题不能解

决。 

20 

4. 安全环保意识评价标准 

课程目标 考核依据 

评价标准 

权重（%） 优 

（90-100 分） 

良 

（75-89 分） 

中/及格 

（60-74 分） 

不及格 

（0-59 分） 

课程目标 2 

考查学生实验安全意

识及环保意识，对可能

存在实验安全事项的

预判能力及对安全事

项的准备及预处理能

力。 

具有较强的实验

安全意识及环保

意识，对可能存

在实验安全事项

能提前预判并做

好预处理方案。 

具备的实验安

全意识及环保

意识，对可能存

在实验安全能

提前预判并做

准备。 

具备一定的实

验安全意识及

环保意识，对可

能存在实验安

全事项可以进

行准确判断并

做好处理方案。 

不具备实验

安全意识及

环保意识，对

可能存在实

验安全事项

的没有预判

能力及解决

能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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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荐实验教材和资源 
（一）建议实验教材 

  1.  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  编，《无机化学实验》，第四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7 月。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  郑春生，杨南，李梅，崔春仙，主编，《基础化学实验》，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年 12

月。 

  2.  任丽萍，毛富春，主编，《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10 月。 

3.  南京大学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室编，《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第 4 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 8 月。 

 

 

 

 

 

大纲修订人签字：    王培贤                                                            修订日期：  2022 年 12 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    王自军                                                            审定日期：  202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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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化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有机化学 

Organic  Chemistry 

课程代码 10711004 课程性质 通识必修课程 

课程类别 通识教育课程 先修课程 无机及分析化学 

学分/学时 3 学分/48 学时 
理论学时 
/实验学时 

48 学时/0 学时 

适用专业 
生命科学、食品与工程科学、

动物科学、农学、林学、园

艺学等 
开课单位 化学化工学院 

课程负责人 王卫 审定日期 2022 年 9 月 

四、课程简介 
《有机化学》是高等农林院校的一门重要基础课。本课程主要研究有机化合物的组成、结构、性

质、合成及其与之相关的理论问题。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系统、扎实地掌握各类有机化合物的

结构特征、命名、性质、相互联系及基本的合成方法，了解并掌握重要的有机结构理论、基本的有机

化学反应机理，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作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习后续课

程奠定扎实的有机化学基础。 

五、课程目标 
本课程有 3个课程目标，具体如下： 

课程目标 1：扎实掌握各类有机化合物的命名、异构现象、结构特征、理化性质及合成方法。理解

取代反应、加成反应、消除反应等反应的反应机理及影响反应的因素。 

课程目标 2：掌握中间体、过渡态、 电子效应、空间效应及酸碱性等基本理论对化合物性质和有

机反应的影响。 

课程目标 3：学会思考有机化学反应的本质问题，并逐步养成良好逻辑思维习惯。了解化学与人体

健康的关系，增强安全意识，环境保护意识，增强对自然和社会的责任感。 



 

39 

三、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对应课程目标  学习成果  教学内容  课程目标达成方式 
学时分

配 

1．绪论 

 
课程目标 1、3 

1．了解有机化合物的涵义及有机物的一般特

性； 

2．初步掌握共价键的本质、属性、分类、特征；

3．了解有机物的表示方法及分类方法、能识别

常见的官能团； 

4．了解化学科学的发展历史及趋势。 

1．解读教学大纲，介绍近代杰出化学家，培养学生爱

国精神和科学进取精神； 

2．有机化学的研究对象；有机物的特性；有机物中的

化学键与共价键的属性； 

3．共价键的均裂和异裂；有机物的结构式及其表示方

法；有机物中官能团和有机物的分类； 

4．酸碱的电子理论； 

5．引导学生关注化学行业发展动态，树立终身学习的

理念，加强学生学科自信和兴趣，增强服务社会意识。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

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辅

助 

2．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2 

2．开链烃 

 
课程目标 1、3 

1．掌握烷烃、烯烃、炔烃的命名及结构及性质；

2．掌握共轭二烯烃的性质。 

1．烷烃的命名、烷烃的异构现象和构象、 烷烃的构

性相关分析、烷烃的性质； 

2．烯烃与炔烃的分类及命名、烯烃和炔烃的同分异构

现象、烯烃的构性相关分析、烯烃性质； 

3．炔烃的构性相关分析、炔烃的性质； 

4．共轭二烯烃及其反应性能； 

5．对于开链烃的结构、性质及存在状态，通过学者的

探索，结合举例和实例，融入思政教育，树立学生

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终身学习的理念。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

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辅

助 

2．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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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烃 

 

课程目标 1、2、3 

 

 

 

1．掌握脂环烃及芳香烃的命名、结构及性质；

2．理解并掌握芳香烃亲电取代反应历程、定位

效应及影响因素； 

3．理解并能应用休克尔规则判断芳香性； 

4．掌握萘的命名及结构，了解稠环芳烃的化学

性质； 

 

1．脂环烃的命名、环烷烃的构性相关分析； 

2．环烷烃的性质、环烷烃的立体化学； 

3．芳香烃的分类和命名、苯的构性相关分析； 

4．芳香性和休克尔规则； 

5.   引导学生讨论芳香烃衍生物的实验室合成条件

及工业化生产条件的不同，演示江苏省盐城市某工业

园区苯化学储罐发生爆炸事故现场，讨论合成条件及

安全防护，学生既掌握理论知识，又间接理解化学安

全的重要性，提高社会责任感。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

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辅

助 

2．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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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醇 酚 醚 

 
课程目标 1、3 

1．掌握醇、酚、醚的命名、结构及性质； 

2．了解醇、酚、醚的代表化合物。 

1．醇的分类和命名、醇的构性相关分析；醇的性质；

2．酚的分类和命名、酚的构性相关分析；酚的性质；

3．醚的分类和命名、醚的构性相关分析；醚的性质。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

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辅

助 

2．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5 

 

7．醛 酮 醌 

 

课程目标 1、2、3 

1． 掌握醛、酮的命名、结构及性质； 

2．了解醛、酮的代表化合物； 

3．通过科学家黄鸣龙的故事培养学生家国情怀

和科学精神，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 

1．醛、酮的分类和命名； 

2．醛酮的构性相关分析、醛酮的性质； 

3．引导学生感受有机化学合成在解决人类发展难题中

的巨大贡献，增强专业自豪感和责任感。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

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辅

助 

2．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6 

8．羧酸、羧酸

衍生物和取代

酸 

课程目标 1、3 

1. 掌握羧酸、羧酸衍生物的命名、结构及性质；

2.掌握乙酰乙酸乙酯及其互变异构； 

3.了解羧酸衍生物的代表化合物。 

1．羧酸的分类和命名； 

2．羧酸的构性相关分析、羧酸的性质； 

3．羧酸衍生物的命名； 羧酸衍生物的性质； 

4．通过讲述人名反应和中国化学的快速发展，让学生

加深对有机人名反应的理解，更能激发学生的爱国热

情，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教导学生向有

机化学家们学习其不畏艰难、潜心钻研、锲而不舍的

精神。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

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辅

助 

2．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4 

9．含氮有机化

合物 

 

合物 

 

合物  

2．了解醇、䞋࠴뉐 Ȁ的巨པ

2．通䈠通䈠 2． q．了解醛、酮┬됊괊㴂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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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杂环化合

物及生物碱 

 

课程目标 1、3 

1．掌握常见杂环化合物的结构和命名及主要性

质； 

2．了解糠醛、喹啉的主要化学性质； 

3．将理论知识与科学难题紧密联系，激发学生

学习热情，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1．杂环化合物的分类和命名、单环杂环化合物的构性

相关分析； 

2．单环杂环化合物的性质、重要的杂环衍生物；3.生

物碱（自学）； 

3．引导学生调查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治疗技术及我

国防治新冠病毒的贡献。让学生追踪社会热点，关注

我国新冠疫情防治的成功经验及对人类的重大贡献。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

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辅

助 

2．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3 

11．碳水化合物 

 
课程目标 1、3 

1．掌握重要单糖和双糖的结构及主要性质； 

2．了解淀粉、纤维素的结构与性质； 

3．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树立正确的

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1．单糖的结构、 单糖的构性相关分析、单糖的性质、 

重要的单糖及其衍生物； 

2．还原性双糖、 非还原性双糖； 

3．多糖； 

4．在碳水化合物的性质中，通过学者的探索，结合举

例和实例，融入思政教育，培养学生辩证思考及独立

分析解决问题能力，提高学生职业素养。 

1．教学活动：课堂讲授，

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辅

助 

2．学习任务：课程作业 

4 

12.油脂和类脂 课程目标 1 

1．了解油脂和类脂的分类、结构和组成以及物

理性质； 

2．理解油脂的化学性质； 

3．培养学生环境保护意识、生态意识和社会责

任感。 

1．油脂 

2．类脂。 

 

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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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方式及评价标准 

（一）评价方式及成绩比例  

常用评价方法（包含但不限于）：课堂练习和开放性作业、课后作业、期末考试（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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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目标 2 

考查有机物结

构与性质之间

的关系 

做题规范、合

理、完整、正

确 

做题基本规

范、合理、完

整、正确 

做题较规范、合

理、完整、有一

定错误 

做题不够规范、

缺少步骤，错误

较多 
10 

课 程

目标 3 

考查处理解决

实际问题和应

用的能力 

做题规范、合

理、完整、正

确 

做题基本规

范、合理、完

整、正确 

做题较规范、步

骤较为合理、有

一定错误 

做题不够规范、

缺少步骤，错误

较多 
10 

五、推荐教材和资源 

（一）建议教材 

1.傅建熙主编. 有机化学（第四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二）主要参考书及学习资源 

1. 邢其毅主编.《有机化学》 (第四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2. 胡宏纹主编.《有机化学》 (第四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3. 李景宁主编.《有机化学学习指导》 (第六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大纲修订人签字：廉宜君                              修订日期：2022 年 9 月 

大纲审定人签字：王卫                                审定日期：2022 年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