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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化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基础学科。
化学实验教学是化学教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化学人才培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教学思想发生了重大变革，全面推行素质教育，树立人才质量意识。
高等教育要加快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调整专业结构和设置，使学生能够尽早地参与科学研究和创新
活动，因此，我们必须加强课程的综合性和实践性，重视实验课教学，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目前国内的本科化学实验教材很多，但由于各学校的教学重点、学科发展方向、实验设备及条件差异
较大，所以很难找到普遍适用的实验教材；多数情况是不同学校根据教育部的基本要求，结合学校的
自身特点，编写适合本学校使用的实验教材。
如果四大化学实验课程均有自己的教材，而实验课程的学时又有限，教材的使用率不是很高，且有相
当的内容互相重复，给学生造成很大的负担，也造成较大的浪费，学生意见较大。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经过调研，编写出版《基础化学实验》教材，该教材包含无机化学实验、分析化
学实验、有机化学实验、物理化学实验的实验基本要求、实验内容、常用化学数据、常用实验试剂的
配制方法等内容，同时，根据我校多年的科研成果，适当增加了综合性、设计性、研究性实验内容，
增加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的训练，该书将贯穿于学生的整个基础化学实验教学。
同时，对学生毕业后从事的工作亦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本书将工科轻化工类的传统四大化学实验有机地融合起来，配合理论课程的教学，注重学生动手能力
的训练和培养，采用注重基础知识、注重基本操作技能训练的方式，循序渐进，加强能力的培养。
所选用的实验内容，涵盖了教育部教学基本要求的所有内容，而且，综合化学实验部分是结合我校和
当前国内的一些研究热点、前沿，使学生能够接触到研究领域的最新知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充分
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使他们能够更快地适应毕业后的工作岗位，以科研促进教学，将科研成果
尽快转化为最新的实验内容，让学生在第一时间充分享受到科研对教学带来的创新思维，有利于学生
科研精神的培养、创新能力的培育。
其中的综合性、设计性、研究性实验的开设，是我们总结近年教学、科研成果而编写的，经过教学实
践的检验，效果非常明显，学生学习兴趣浓厚，综合能力大幅度提高，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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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四大化学实验有机地融合起来，配合理论课程的教学，注重学生动手能力的训练和培养。
内容包括基础化学实验基本知识、基本操作、常用仪器的使用方法、无机化学实验、分析化学实验、
有机化学实验、物理化学实验、综合化学实验。
　　本书适用于化学工程、应用化学、环境工程、轻化工程、生物工程、食品工程、材料科学等相关
专业使用，也可作为从事化学实验的技术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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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化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在轻化工类专业学生的培养过程中，化学类课程占据十分重要
的地位；基础化学实验课程的开设，不仅可以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所学习的理论知识，更是提高学生
动手能力、创新思维、严谨的科学态度的有效途径。
化学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化学科学的任何重大发现，无一例外地是经过化学实验所取得的。
化学学科发展到今天，化学实验仍然是化学学科发展的基石。
学生们可以在实验过程中体会到化学家科学研究的过程，获得科学研究的乐趣和成功的喜悦。
1.1.1 基础化学实验的目的基础化学实验是高等院校化学及相关专业学生必须开设的实验课程，是学好
化学课程的前提和基础。
通过实验学生能够养成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树立勇于开拓的创新意识，为学习后续相关课程、参加
实际工作和开展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基础化学实验中，要达到以下目的。
①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
②通过实验学生可以直接获得大量的化学感性认识，加深对课堂上所学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理解和
掌握；通过实验学生可以全面学习化学实验的完整过程，掌握基本的实验方法和操作技能，培养解决
化学问题的能力；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化学实验技术，培养独立操作实验的能力、细致观察和记录现象
的能力、正确处理数据的能力，培养分析实验结果、科学研究和创新的能力。
③掌握物质化学变化的感性知识，熟悉化合物的重要化学性质和反应，掌握重要化合物的制备、分离
、鉴定和重要化学参数的测定方法。
④熟悉实验室管理的一般知识、实验室的各项规则、实验工作的基本程序，熟悉实验室可能发生的一
般事故及其处理方法，熟悉实验室的基本的“三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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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础化学实验》：高等学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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