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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91年至今，我为山东大学化学专业和应用化学专业的本科生连续主讲无机化学已有18年。
每次授课之前，我都投注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以笔记的形式准备教案。
到2005年，我的备课笔记已经作了5次全面修订，局部的增删修改则不计其数，手稿累积50余册。
在此期间，我曾以这份备课笔记为主体，于2001年编写了《无机化学教程》，交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
版。
　　在四年前的一次全国化学教学会议上，我遇到了吉林大学的宋天佑老师。
他说科学出版社约他撰写一本《无机化学学习笔记》（以下简称《笔记》），但是他太忙没有时间动
笔，因此向出版社推荐由我来完成。
当时心中非常感激宋老师的推荐和提携，但也担心自己水平不够或难以及时成稿。
时至今日，经过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反复思考与钩稽爬疏，《笔记》终于基本完成。
我希望这本《笔记》能对学生们的学习有所帮助，同时也想借此机会谈谈自己这18年来教授无机化学
的一点心得，向全国从事无机化学教学工作的同仁请教。
　　对于大学教师授课，我认为大概可以分成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只有指定教材，没有备课笔记，教学的方法就是常说的“照本宣科”。
随着全国教学研究与改革的深入，这一层次的教师虽然还有，但应该不多了。
第二个层次：有备课笔记，而且笔记内容是通过广泛查阅资料并经过消化吸收后转化成的思想成果，
授课时基本上按照备课笔记有条不紊地讲解，内容安排和时间安排精确有序，但往往缺乏激情和灵感
，难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三个层次：不必有成形的备课笔记，但心中存有每堂课的内容要点，并能随时随地探寻与之相关的
资料，上课时围绕内容主线展开讲解，随时提取大脑储存的相关知识，并根据课堂上学生的反应及时
调整课程内容的深度和广度。
在授课中，教师大脑中经常会涌现出一些课前备课无法准备的内容，并能及时地抓住这些灵感将其引
入课堂教学中。
这类内容可视为“神来之笔”，它会使教师的讲授更加充实、精彩纷呈。
这类内容有时可能会远远超出本专业的研究范围，在思想方法上产生的启诱作用是许多专业知识难以
企及的。
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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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科学版学习笔记系列”之一。
本书的主要内容与目前多数高等院校开设的无机化学课程要求基本一致，具体的章节安排按照由易到
难再深人应用的逻辑次序排列。
每章的要点、难点都明确指出，并且在部分主要内容的页旁还批注了作者个人的理解、观点、讲授方
法和扩展内容。
全书共”章，包括：绪论、物质的状态、化学热力学初步、化学反应速率和化学平衡、电解质溶液、
氧化还原反应、原子结构、化学键和分子结构、配位化合物、卤族元素、氧族元素、氮族元素、碳族
元素、硼族元素、碱金属和碱土金属、过渡元素(Ⅰ)、过渡元素(Ⅱ)、无机物的某些性质变化规律、
镧系元素和锕系元素。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化学及相关专业本科生学习无机化学课程的教学参考书，也可供无机化学教
师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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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3章化学热力学初步　　无论是工作还是日常生活中，人们在处理一件事情时通常关心的问题
有两个：①事情进行的可能性和结果；②事情进行的快慢。
同样，化学工作者在研究一个化学反应时，也最关心两方面的问题：①反应进行的可能性（反应进行
的方向）、反应进行的条件以及反应伴随的能量变化；②反应进行的快慢（反应进行的速率）和反应
进行的机理。
前者属于化学平衡（chemical eqlJilibrium）和热力学（thermodynamics）的研究范畴，而后者则是化学
动力学（chemical kinetics）的主要研究内容。
　　本章对化学热力学进行初步的介绍。
化学热力学主要研究体系能量变化与化学变化之间的关系，具体的研究内容是反应进行的方向和可能
性、反应进行的程度及伴随的能量变化。
其研究特点是只研究体系的宏观性质，不涉及物质的微观结构；只研究体系的始态和终态，不涉及物
质变化的具体机理和时间。
　　化学热力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可以解释许多化学现象和事实，而且可以利用它的基本原理预测一
些反应进行的可能性，推测反应进行所需要的条件。
例如，碳和许多有机物燃烧生成大量的CO2，造成一定程度的空气污染和温室效应，那么人们能不能
在高温下重新将CO2分解成氧气和碳呢？
又如，NO和CO都是汽车排放的有害气体，它们能否相互作用生成无毒的N2和CO2呢？
人们能不能找到一种更简洁的方法或更温和的实验条件，使廉价的石墨转化成价格昂贵的金刚石呢？
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化学热力学解决，但是化学热力学还是比较抽象的，没有具体的宏观模型可
以类比，因此先介绍一些它涉及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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