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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中，基础课的改革对专业改革的影响很大，如果基础课从体系到内容过度弱
化，就会影响学生全面素质和职业能力的提高，但在实践中，时间（课时）、学生的学习能力、相关
理论知识的掌握三个变量的限制因素很多，它们都会影响专业基础课课程质量。
为了寻找解决专业基础课课程质量问题的措施和路径，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
模式、课程模式、教学模式、学习模式的相互关联和系列建构的研究。
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形成了“基于行动导向整合式基础化学项目课程新模式”，这是为
化学近缘类专业培养具有专业基本知识和实践技能，能在生产、检验、流通和使用等专业领域中从事
相应工作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奠定化学基础的项目课程模式。
它依据项目课程理念，按照“工作逻辑”的课程思想对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结构、课程实施、
课程评价进行系统设计，形成了一套“基础化学立体化教育教学方案”，力求为教学实践提供一种可
选择的教学行为系统。
全套教育教学方案由《基于行动导向整合式基础化学项目课程新模式》（专著）、《“教学做一体化
”教学设计》（光盘）、《“学中做做中学”学习任务书》（光盘）、《化学》（教材）、《化学实
验技术》（教材）、化学精品课程网站、PPT教学课件七部分组成。
其中，《基于行动导向整合式基础化学项目课程新模式》获得2008年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由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化学课程组完成，成员有王利明、李晓燕、陈红梅、刘俊英、李双石、吴志
明、张晓辉、杨国伟、王晓杰、兰蓉、马越、曹奇光、苑函、危晴。
“基础化学立体化教育教学方案”的实施与编写工作由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王利明统筹策划并负责
组织实施与指导，李晓燕、刘俊英、陈红梅分别担任三个小组的组长，负责组织并承担编写工作。
本书主要内容分为27个项目，编写分工为：《化学》课程教学内容与安排、绪论、项目1和项目2由王
利明、马春编写，项目3由王利明、刘俊英编写，项目4和项目10由刘俊英编写，项目5和项目6由刘俊
英、苑函编写，项目7由危晴、王利明编写，项目8和项目9由兰蓉编写，项目11由刘俊英、危晴编写，
项目12和项目15由李晓燕编写，项目13由李晓燕、马越编写，项目14由李晓燕、马越、王利明编写，
项目16由李晓燕、张晓辉、王利明编写，项目17和项目18由李晓燕、张晓辉编写，项目19至项目21由
杨国伟编写，项目22、２４、26和２７由陈红梅编写，项目23和项目25由曹奇光编写。
全书由王利明、李双石、吴志明统稿，由钟乳刚教授主审。
“基础化学立体化教育教学方案”已经在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系统实施了三轮，同时在北京吉利大
学等兄弟院校试用。
“基础化学立体化教育教学方案”具有以下特点：在教学中，针对每个项目，建议教师首先进行教学
设计，把工作任务转化为学习任务，设计出任务单，然后按照资讯、计划、决策、实施、检查、评价
六个环节组织教学。
学生按照获取信息→制订计划→作出决策→实施计划→检查计划→评价成果&nbsp；“六步学习法”
进行学习。
学生接受任务单后，按照信息单→计划单→决策单→记录单→自查单→评价单的学习流程（即工作流
程）学习知识，并应用知识去完成学习任务，体验工作体系，接受工作过程中人的思维过程的完整性
训练。
在教学改革实践中，我们试图通过教学设计，使教学的各个要素、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按照其内在
规律结合，实现人才培养的系统性；通过教学实施，使教学的各个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促
进，实现人才培养的互动性；在教师与学生、课内与课外、理论与实践、书本与网络、校园与社会的
辐射中实施“做中学”，实现人才培养的开放性。
我们渴望通过课程改革，促进学生主动学习，使学生承担起知识的学习与物化的重任。
借本书出版的机会，特别感谢教育部高等学校高职高专轻化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奠础教
授、北京化工大学博士生导师励杭泉教授、北京工业大学博士生导师钟乳刚教授多年来给予我校基础
化学课程改革的点拨与指导。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化学课程组组长王利明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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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全书包括27个项目，涉及物理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四大化学中的基本理论、基本方
法和基本操作。
每个项目都由任务带动知识点的学习，在详细讲解具体的知识点之前，列出通过该项目的学习可以或
要求完成的“学习任务”以及学生能够达到的“学习目标”。
相对于传统的化学教材，本书在编写上提倡将基本理论、综合能力训练及创新意识培养融为一体的教
学模式，有利于引导学生发散性思维，学会举一反三，进而增强职业行动能力。

 本书适合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生物、环境、食品、农林等专业的化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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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化学学科简介
　　二、化学课程的学习目标
　　三、实现途径
　　四、具体措施
项目1化学反应热效应的测量与计算
　必备知识点一基本概念
　　一、 系统与相
　　二、状态与状态函数
　　三、过程与可逆过程
　　四、化学计量数和反应进度
　必备知识点二反应热的测量
　　一、反应热的概念
　　二、反应热的实验测量方法
　　三、热化学反应方程式
　必备知识点三反应热的理论计算
　　一、反应热与焓
　　二、标准摩尔反应焓变的计算
　习题
项目2化学反应方向的判断
　必备知识点一影响反应方向的因素
　　一、反应的焓变
　　二、反应的熵变
　　三、反应的吉布斯函数变
　必备知识点二化学反应自发性的判断
　　一、化学反应方向的判断标准
　　二、ΔG与ΔG?的关系
　　三、反应的摩尔吉布斯函数变的计算及应用
　习题
项目3化学反应程度的判定和反应速率的控制
　必备知识点一化学反应程度的判定
　　一、化学平衡
　　二、平衡常数
　　三、化学平衡的有关计算
　　四、化学反应程度的判定
　　五、化学平衡的移动
　必备知识点二化学反应速率的控制
　　一、化学反应速率
　　二、反应速率理论简介
　　三、化学反应速率的影响因素
　习题
项目4醋酸电离平衡常数的测定
　必备知识点一电解质的电离平衡
　　一、电离度
　　二、电离平衡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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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电离平衡常数与电离度的关系
　　四、电离平衡常数的应用
　必备知识点二电离平衡的应用
　　一、同离子效应
　　二、缓冲溶液
　习题
项目5硫酸钡溶度积常数的测定
　必备知识点一溶度积
　　一、难溶电解质的溶度积常数
　　二、溶度积与溶解度的换算
　　三、溶度积的测定
　必备知识点二溶度积规则及其应用
　　一、溶度积规则
　　二、沉淀的生成和完全程度
　　三、分步沉淀
　　四、沉淀的溶解
　习题
项目6碱金属和碱土金属元素性质的鉴定
　必备知识点一原子核外电子的运动状态
　　一、波函数
　　二、四个量子数
　　三、电子云
　必备知识点二原子核外电子排布与元素周期系
　　一、 多电子原子轨道的能级
　　二、核外电子排布的原则
　　三、原子与离子的特征电子构型
　　四、能级分组
　　五、元素周期表
　　六、元素性质的周期性
　必备知识点三碱金属元素性质的鉴定
　　一、碱金属的氧化物
　　二、碱金属的氢氧化物
　　三、碱金属的氢化物
　必备知识点四碱土金属元素性质的鉴定
　　一、碱土金属的氧化物
　　二、碱土金属的氢氧化物
　必备知识点五碱金属和碱土金属的盐类
　　一、通性
　　二、Na+、K+、Mg2+、Ca2+、Ba2+的鉴定
　　三、主要盐类的生产和应用　　
　习题
项目7卤族元素性质的鉴定
　必备知识点一化学键与分子间作用力
　　一、 化学键
　　二、分子间作用力
　必备知识点二卤素单质
　　一、卤素的状态及卤素单质的物理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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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卤素单质的化学性质
　　三、卤素单质的制备
　必备知识点三卤化氢和氢卤酸
　　一、卤化氢的性质
　　二、氢卤酸的性质
　　三、卤化氢和氢卤酸的制备
　必备知识点四卤素的含氧化合物
　　一、卤素的氧化物
　　二、卤素的含氧酸及其盐
　习题
项目8氧族主要元素性质的鉴定
　必备知识点一氧及其化合物
　　一、氧气
　　二、臭氧
　　三、过氧化氢
　必备知识点二硫及其化合物
　　一、硫的同素异形体
　　二、硫化氢和硫化物
　　三、硫的含氧化合物
　必备知识点三硒、碲及其化合物
　　一、单质
　　二、氧化物和含氧酸
　习题
项目9氮族元素性质的鉴定
　必备知识点一氮族元素的通性
　必备知识点二氮的化合物
　　一、氨和铵盐
　　二、硝酸和硝酸盐
　　三、亚硝酸和亚硝酸盐
　必备知识点三磷及其化合物
　　一、单质
　　二、磷的氧化物
　　三、磷的含氧酸及其盐
　　四、磷的卤化物
　必备知识点四砷、锑、铋及其化合物
　　一、单质
　　二、砷、锑、铋的氧化物及其水合物
　　三、砷、锑、铋的硫化物和硫代酸盐
　习题
项目10碳族主要元素性质的鉴定
　必备知识点一碳族元素
　必备知识点二碳的化合物
　　一、氧化物
　　二、碳酸及其盐
　必备知识点三硅的化合物
　　一、二氧化硅
　　二、硅酸及其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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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硅的氢化物
　　四、硅的卤化物
　必备知识点四锡、铅的重要化合物
　　一、铅的氧化物
　　二、锡的氯化物
　　三、重要的铅盐
　习题
项目11过渡族主要元素性质的鉴定——铬、锰、铁、铜、银、锌、汞
　必备知识点一过渡元素的通性
　必备知识点二铬、锰、铁
　　一、铬及其化合物
　　二、锰及其化合物
　　三、铁及其化合物
　必备知识点三铜和银及其化合物
　　一、铜的重要化合物
　　二、银的重要化合物
　　三、铜和银的配合物
　必备知识点四锌和汞及其化合物
　　一、锌的重要化合物
　　二、汞的重要化合物
　　三、锌和汞的配合物
　　四、有害金属元素废水的处理
　习题
项目12化学分析基本技能训练
　必备知识点一分析天平的基本操作
　　一、电子天平
　　二、称量方法与天平的使用注意事项
　必备知识点二滴定分析基本操作
　　一、移液管和吸量管的使用
　　二、滴定管的使用
　　三、容量瓶的使用
　必备知识点三误差理论及其计算
　　一、误差
　　二、分析结果的数据处理
　　三、分析检验报告单的填写
　必备知识点四滴定分析法概述
　　一、滴定分析法的特点及分类
　　二、滴定分析对化学反应的要求和滴定方式
　　三、基准物质与标准溶液
　必备知识点五滴定分析法基本计算
　　一、溶液浓度的表示方法
　　二、滴定分析基本计算
　习题
项目13食醋中总酸度的测定——酸碱滴定法
　必备知识点一水溶液中的酸碱平衡
　　一、酸碱质子理论
　　二、酸碱反应的平衡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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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备知识点二酸碱溶液pH的计算
　　一、质子条件式
　　二、溶液的酸碱性和pH
　　三、酸碱溶液pH的计算
　必备知识点三酸碱滴定的基本原理
　　一、缓冲溶液
　　二、酸碱指示剂
　必备知识点四酸度的测定
　　一、食品中的酸味物质及其功能
　　二、酸度的概念
　　三、酸度测定的意义
　　四、总酸度测定的方法——酸碱滴定法
　习题
项目14工业混合碱的测定——酸碱滴定法
　必备知识点一酸碱滴定法的基本类型
　　一、强碱(酸）滴定强酸（碱）
　　二、强碱滴定弱酸
　　三、指示剂的选择和酸碱滴定的判据
　必备知识点二酸碱滴定法的应用
　　一、食品中酸度的测定
　　二、工业纯碱中总碱度的测定
　　三、铵盐中含氮量的测定
　习题
项目15水中总硬度的测定——配位滴定法
　必备知识点一配位滴定法概述
　　一、配合物的组成
　　二、配合物的命名
　　三、配离子的离解平衡及其移动
　　四、配位滴定法对反应和配位剂的要求
　必备知识点二EDTA的性质及其螯合物
　　一、EDTA的性质
　　二、EDTA的螯合物
　必备知识点三配位离解平衡及影响因素
　　一、配合物的稳定常数
　　二、配位反应中的主反应和副反应
　　三、副反应和副反应系数
　　四、配合物的条件稳定常数
　　五、金属离子准确滴定的条件
　必备知识点四金属指示剂
　　一、金属指示剂的变色原理
　　二、金属指示剂应具备的条件
　　三、指示剂的封闭现象
　　四、指示剂的僵化现象
　　五、常用的金属指示剂
　习题
项目16高锰酸盐指数的测定——氧化还原滴定法
　必备知识点一氧化还原反应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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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氧化数
　　二、氧化还原反应的基本概念
　　三、氧化还原反应方程式的配平
　必备知识点二电极电位及其应用
　　一、原电池
　　二、标准电极电位
　　三、电极电位及能斯特方程
　　四、条件电极电位
　　五、电极电位的应用
　必备知识点三氧化还原滴定法概述
　　一、用于氧化还原滴定的反应需满足的条件
　　二、氧化还原反应速率对滴定的影响
　　三、氧化还原滴定终点的判断方法
　　四、氧化还原滴定曲线
　必备知识点四高锰酸钾法
　　一、概述
　　二、KMnO4溶液的配制与标定
　　三、高锰酸钾法的应用
　习题
项目17果蔬中维生素C含量的测定——氧化还原滴定法
　必备知识点一重铬酸钾法
　　一、概述
　　二、K2Cr2O7标准溶液的配制
　　三、重铬酸钾法的应用
　必备知识点二碘量法
　　一、概述
　　二、I2和Na2S2O3标准溶液的配制和标定
　　三、碘量法的应用
　习题
项目18水中氯离子含量的测定——沉淀滴定法
　必备知识点一沉淀滴定法概述
　　一、沉淀滴定法及其对反应的要求
　　二、银量法概述
　必备知识点二常用的沉淀滴定法
　　一、莫尔法
　　二、佛尔哈德法
　　三、法扬司法
　　四、三种银量法的比较
　必备知识点三沉淀滴定法的应用
　　一、可溶性氯化物中氯的测定
　　二、银合金中银的测定
　　三、有机卤化物中卤素的测定
　习题
项目19甲烷、乙烯和乙炔的制备及脂肪烃的鉴定
　必备知识点一烷烃
　　一、烷烃的同系列
　　二、烷烃的同分异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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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烷烃的命名
　　四、烷烃的构型
　　五、烷烃的构象
　　六、烷烃的物理性质
　　七、烷烃的化学性质
　必备知识点二烯烃
　　一、烯烃的定义及结构
　　二、烯烃的命名
　　三、烯烃的物理性质
　　四、烯烃的化学性质
　　五、烯烃的来源和制备
　必备知识点三炔烃和二烯烃
　　一、炔烃的定义、通式和结构
　　二、炔烃的同分异构和命名
　　三、炔烃的物理性质
　　四、炔烃的化学性质
　　五、炔烃的来源及制备
　　六、二烯烃
　习题
项目20对甲苯磺酸钠的制备及芳香烃的鉴定
　必备知识点一芳香烃
　　一、芳香烃的概念和分类
　　二、苯的结构
　　三、单环芳烃的异构和命名
　　四、单环芳烃的物理性质
　　五、单环芳烃的化学性质
　　六、苯环上亲电取代反应的定位规律
　　七、几种重要的单环芳烃
　必备知识点二稠环芳烃
　　一、萘、蒽、菲的结构和命名
　　二、萘的性质
　习题
项目211?溴丁烷的制备及卤代烃的鉴定
　必备知识点一卤代烃的分类和命名
　　一、卤代烃的分类
　　二、卤代烃的命名
　必备知识点二卤代烷
　　一、卤代烷的物理性质
　　二、卤代烷的化学性质
　　三、卤代烷的制法
　必备知识点三卤代烯烃和卤代芳烃
　　一、卤代烯烃和卤代芳烃的分类
　　二、卤代烯烃和卤代芳烃的物理性质
　　三、卤代烯烃和卤代芳烃的化学性质
　习题
项目22甲基叔丁基醚的合成及醇、酚、醚的鉴定
　必备知识点一醇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化学>>

　　一、醇的结构、分类和命名
　　二、醇的制法
　　三、醇的物理性质
　　四、醇的化学性质
　必备知识点二酚
　　一、酚的分类和命名
　　二、酚的物理性质
　　三、酚的化学性质
　必备知识点三醚
　　一、醚的构造、分类和命名
　　二、醚的制备
　　三、 醚的物理性质
　　四、醚的化学性质
　　五、环醚
　习题
项目23苯乙酮的制备及醛、酮的鉴定
　必备知识点一醛、酮的结构和物理性质
　　一、醛、酮的结构
　　二、醛、酮的物理性质
　必备知识点二醛、酮的分类和命名
　　一、醛、酮的分类
　　二、醛、酮的命名
　必备知识点三醛、酮的化学性质
　　一、加成反应
　　二、α?H的反应
　　三、氧化还原反应
　　四、歧化反应——康尼查罗反应
　必备知识点四醛、酮的制备
　　一、醇的氧化或脱氢
　　二、烯烃的氧化
　　三、炔烃的水合
　　四、傅?克酰基化反应
　　五、卤代烃的水解
　习题
项目24阿司匹林的制备与羧酸及其衍生物的鉴定
　必备知识点一羧酸
　　一、羧酸
　　二、重要的羧酸
　　三、羟基酸
　必备知识点二羧酸衍生物
　　一、羧酸衍生物的种类及生成反应
　　二、羧酸衍生物的命名
　　三、羧酸衍生物的物理性质
　　四、羧酸衍生物的化学性质
　　五、重要的羧酸衍生物
　习题
项目25甲基橙的制备及含氮有机化合物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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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备知识点一硝基化合物
　　一、硝基化合物的结构
　　二、硝基化合物的分类及命名
　　三、硝基化合物的物理性质
　　四、硝基化合物的化学性质
　　五、硝基化合物的制备
　必备知识点二胺
　　一、胺的结构和分类
　　二、胺的命名
　　三、胺的物理性质
　　四、胺的化学性质
　　五、胺的制法
　必备知识点三腈
　　一、腈的结构及命名
　　二、腈的性质
　　三、一种重要的腈——丙烯腈
　必备知识点四重氮和偶氮化合物
　　一、重氮和偶氮化合物的结构及命名
　　二、重氮化反应
　　三、重氮盐的性质及其在有机合成中的应用
　习题
项目26旋光度的测定
　必备知识点一物质的旋光性
　　一、偏振光与旋光性
　　二、旋光仪和比旋光度
　必备知识点二旋光性与分子结构的关系
　　一、手性和手性分子
　　二、对称性因素与手性碳原子
　必备知识点三含手性碳原子化合物的旋光异构
　　一、含一个手性碳原子的化合物的旋光异构
　　二、旋光异构体构型的表示方法
　　三、含两个手性碳原子的化合物的旋光异构
　习题
项目27从茶叶中提取咖啡因及杂环化合物简介
　必备知识点一杂环化合物的分类和命名
　　一、杂环化合物的分类
　　二、杂环化合物的命名
　必备知识点二五元杂环化合物
　　一、呋喃、噻吩、吡咯的结构
　　二、呋喃、噻吩、吡咯的制备
　　三、呋喃、噻吩、吡咯的性质
　　四、其他五元杂环化合物——糠醛
　必备知识点三六元杂环化合物
　　一、吡啶
　　二、嘧啶
　　三、喹啉
　　四、嘌呤及其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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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题
附录
　　附录1一些基本物理常数
　　附录2标准热力学函数（p?=100kPa,T=298?15K)
　　附录3一些弱电解质在水溶液中的电离常数
　　附录4一些配离子的稳定常数Kf和不稳定常数Ki
　　附录5一些难溶电解质的溶度积Ksp(25℃)
　　附录6一些氧化还原电对的标准电极电位(25℃)
参考文献
元素周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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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工作能力主要是靠学生自己亲自实践获得的，而不仅仅是依靠教
师在课堂上讲授。
教师只能为学生的学习提供帮助。
职业成长需要主动学习，需要学生自己积极地参与实践。
只有在行动中主动和全面地学习，才能很好地获得职业能力，因此，学生自己才是实现有效学习的关
键所在。
所以，学生要有意识地调动自己的好奇、求索、好胜、独创、发散性思维等学习心理；学会思考、观
察、操作、交流与反思；注意训练自己科学有序的规范性、认识事物的深刻性、勇于创新的开拓性。
通过主动获取知识、开放性和拓展性学习，理解技术知识并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主动获得学习和工
作的体验。
2.学会学习学习目标就是工作目标，要在实现学习目标的过程中培养综合职业能力，包括专业能力、
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
所以在完成学习任务的过程中，既要注意显性的、可测量的、可观察的工作标准要求，也要留意隐性
的、不可测量的能力和经验成分，充分体会人的职业成长的综合性要求。
①学生要了解学习任务的每一个学习目标，利用这些目标指导自己的学习并评价自己的学习效果。
②学生要明确学习内容的结构，在引导问题的帮助下，尽量独立地学习并完成包括填写学习任务书内
容等的整个学习任务。
③学生可以在教师和同学的帮助下，通过查阅资料等途径，学习重要的工作过程知识，同时应当积极
参与小组讨论，尝试解决复杂和综合性的问题，进行工作质量的自检和小组互检，并注意规范操作和
安全要求，在多种技术实践活动中形成自己的技术思维方式。
3.掌握学习方法工作系统化的学习方法是一种行动导向的学习方法。
应该明确以下主要特征。
（1）学习内容的综合化一个完整的反映典型工作任务的项目具有综合性特征，它可以分解为若干个
学习任务，虽然每个学习任务的内容可相对独立，但各学习任务在学习要求与内容上又有内在的联系
。
同时，每个学习任务的内容都具有综合性特征，既有技能操作，又有知识学习，是工作要求、工作对
象、工具、方法和劳动组织方式的有机整体，体现了工作与技术、社会和生活等的密切关系。
（2）学习过程的行动化行动化的学习过程体现为行动的过程性，学生要经历实践学习和解决问题的
全过程，在实践行动中进行学习，而不是在理论学习完成后的实践行动；每个学习任务都要学生完成
从明确任务、制订计划、实施检查、质量控制到评价反馈这一整个工作过程，在此过程中培养独立获
取信息、处理信息、整体化思维和系统化思考的能力。
（3）评价反馈的过程化评价反馈是对学习过程和结果的整体性评价，这要求学生在计划与实施环节
中，将学习的“质量控制与评价”贯穿于整个过程之中。
过程化的学习评价能帮助学生初步获得总结、反思及自我反馈的能力，为提高其综合职业能力奠定必
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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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化学》：该项目被评为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008年）。
1.《基于行动导向整合式基础化学项目课程新模式》专著；2.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化学》：3.2008年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教材《化学实验技术》4.《“教学做一体化”教学设
计》（电子光盘，随《基于行动导向整合式基础化学项目课程新模式》一书赠送）；5.《“学中做做
中学”学习任务书》（电子光盘，随《基于行动导向整合式基础化学项目课程新模式》一书赠送）
：6.《化学课程电子教案ppt》（电子光盘，随《化学》一书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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