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化学实验 C3》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CH070114B 课程性质：必修

课程名称：基础化学实验 C3 学时/学分：30/1

英文名称：Basic Chemistry Experiments C3 考核方式：考查

选用教材：刘瑾等主编，《大学化学基础实验》，化学工业出版社，2018

先修课程：基础化学实验 C1/C2 大纲执笔人：曹田, 陈艳

适用专业：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大纲审核人：王颖

二、课程简介

《基础化学实验 C3》是我院化学实验中心独立开设的化学实验课程之一，基础化学实验 C3是材料科

学与过程专业、化学过程与工艺专业必修的基础课程。是由传统的物理化学实验和有机化学实验整合、优

化而成。彻底打破原来各自为政、独立进行的状况，实现了综合性和设计性改造。使实验从以知识传授为

中心，转向以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培养为中心。即在加强基本操作、基本技能训练的基础上，注意多种模

式、多层次的综合、注重实验的应用性。加强了实验基础理论的学习、基本操作的训练、强化了设计和综

合实验、引入了一些新概念、新方法和绿色化学概念，对实验教学内容进行了全面地改革。

三、“立德树人”育人内涵

基础化学实验所面向的是全体材化学院大一大二本科学生，他们毕业后有可能进入科研、研发、销售、

技术等各个行业岗位。这些岗位不仅要求从业者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和娴熟的操作技能， 更重要的是要有较

高的综合素质和高尚的思想品德。因此，任课教师在进行专业知识传授的同时， 更应将习近平总书记加强

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贯彻下去， 任课教师需有意识地提高学生其他的综合素质， 改变以

往专业实践教学中重智轻德的现象。

化学实验虽然是一门专业实践性课程， 主要目的是培养化学类相关专业学生的实验动手操作技能，

但每个具体的实验项目都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哲学原理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

通过基础化学实验的锻炼，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锻炼同学之间的团队合作精神，打造学生走上社

会后服务社会的工匠精神。

四、课程任务

根据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本课程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任务如下：

1.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4.3：能够根据高分子材料的合成制备、加工等实验方案构建实验系统，安全地开

展实验，正确采集实验数据。

2. 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5.2：能够选择与使用恰当的仪器、信息资源、工程工具和专业模拟软件，对高分

子材料的制备、加工与工程应用中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分析、计算与设计。

五、课程目标与教学方法要求

根据本课程的任务，结合教学内容，制定的课程目标如下：

1、规范地掌握化学实验的基础理论、基本操作与基本技能；

2、具备细致观察进而分析判断实验现象的能力，能正确诚实记录实验现象与结果；



3、在分析实验结果的基础上，能正确地运用化学语言进行科学表达，独立撰写实验报告。

表 1 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矩阵

毕业要求 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4. 研究

4.3：能够根据高分子材料的合成

制备、加工等实验方案构建实验系

统，安全地开展实验，正确采集实

验数据。

H M H

5. 使用现代

工具

5.2：能够选择与使用恰当的仪器、

信息资源、工程工具和专业模拟软

件，对高分子材料的制备、加工与

工程应用中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分

析、计算与设计。

H

表 2 课程目标达成的教学方法要求

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要求

课程目标 1（支撑指标点 4.3，

5.2）

要求学生实验前认真仔细阅读实验内容，了解实验的目的要求，并写出

预习报告，包括实验的原理和实验技术，实验操作的次序和注意点，数

据记录的格式，以及预习中产生的疑难问题等。指导老师应检查学生的

预习报告，讲解实验的基本要求、实验目的、基本原理、实验操作方法

及注意事项，进行实验前的预习抽查，解答预习中的问题，学生达到预

习要求后才能进行实验。

课程目标 2（支撑指标点 4.3）

要求学生仔细观察实验现象，详细记录原始数据，严格控制实验条件。

要求学生整个实验过程中保持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团结互助的合作精

神，积极主动探求科学规律。

课程目标 3（支撑指标点 4.3）
实验结束后学生正确处理数据，绘制图表，并对图表进行合理的分析讨

论，根据要求写出实验报告。

六、教学基本内容、要求和学时分配

表 3 基本内容、要求和学时分配

实验

名称

支撑

课程

目标

试验内容及学时分配 实

验

学

时

教学要求（能力要求） 重点难点

实验

基础

知识

及安

全

1

玻璃仪器的识别(0.3学

时)、

规范操作(0.5学时)、

规范撰写实验报告及实

验室安全注意事项(0.2

学时)

1

1、能识别常用实验玻璃仪器及正规

操作，养成良好的实验习惯；

2、能规范撰写实验报告；

3、能自觉提高安全意识。

规范操作的养成；

安全意识的养成



实验

一：

工业

乙醇

的蒸

馏

1,2,3

常压蒸馏的操作，沸点

的测定

4

1、 了解常压蒸馏装置；

2、 掌握沸点的测定方法；

3、 掌握蒸馏的分离提纯方法。

蒸馏温度的控制；

真正理解蒸馏分

离的原理。

实验

二：熔

点的

测定

1,2,3

通过熔点的测定，熟悉

仪的使用
4

1、 了解熔点测定的常用方法；

2、 掌握熔点仪的使用

初熔、终熔点的判

断

实验

三：乙

酸乙

酯的

制备

1,2,3

1、 醇、酸酯化反应制

备乙酸乙酯；

2、 回流、蒸馏操作；

3、 有机化合物的洗涤

5

1、 加深理解酯化反应原理；

2、 如何提高平衡反应的产率；

3、 掌握蒸馏、回流操作；

4、 掌握液态有机物的洗涤。

1、 水、电、浓硫

酸的使用安

全；

2、 平衡反应产

率的控制。

实验

四：燃

烧热

测定

1,2,3

1. 用氧弹热量计测定

有机物燃烧热

2. 掌握压片技术，熟

悉高压钢瓶的使用

方法

4

1. 能够独立压片、使用氧弹和量

热计

2. 能够准确记录温度数据，使用

雷诺法校正温差

3. 能够理解燃烧计算过程，掌握

作图法计算样品的燃烧热

1、 规范使用高

压气体钢瓶

和氧弹

2、 样品燃烧完

全

3、 燃烧热计算，

数据处理及

误差分析

实验

五：纯

水的

饱和

蒸气

压测

定

1,2,3

1. 明确气液两相平衡

的概念和液体 饱

和蒸气压的定义，

了解纯液体饱和蒸

气压与温度之间的

关系

2. 测定纯水在不同温

度下的饱和蒸气

压，并求在实验温

度范围内的平均摩

尔汽化热

4

1、 能够独立装置仪器，正确装样

2、 学会使用真空泵和饱和蒸气压

测定装置

3、 学会检查装置气密性，测定不

同温度下水的饱和蒸气压

4、 能够正确记录和处理数据，掌

握作图法计算纯水在实验条件

下的平均摩尔汽化热

1、 规范使用真

空泵和缓冲

储气罐

2、 测量纯水在

不同温度下

的饱和蒸气

压数值

3、 摩尔汽化热

计算，数据处

理及误差分

析

实验

六：一

级反

应-蔗

糖水

解反

应速

度常

数的

测定

1,2,3

1. 根据旋光性质研究

蔗糖水解反应，测

定其反应速度常数

2. 了解旋光仪的基本

原理、掌握使用方

法

4

1、 能够正确使用旋光仪

2、 能够正确记录不同反应时刻蔗

糖溶液的旋光度

3、 能够理解一级反应特点，掌握

作图法计算一级反应速率系

数，求半衰期

1、 规范使用旋

光仪

2、 测量不同反

应时刻溶液

旋光度，t0和

t∞
3、 一级反应速

率系数，数据

处理及误差

分析



实验

七：二

级反

应-乙

酸乙

酯

1,2,3

1.掌握用电导法测定乙

酸乙酯皂化反应速度常

数和活化能的方法

2.进一步了解二级反应

的特点

4

1、 能够正确使用电导率仪和超级

恒温水浴

2、 能够正确记录不同反应时刻反

应溶液的电导率

3、 能够理解二级反应特点，掌握

作图法计算二级反应速率系

数，使用 Arrhenius公式计算活

化能

１、规范使用电导

率仪

２、测量不同反应

时刻溶液电导率，

Ｌ0和Ｌt

３、二级反应速率

系数，活化能计

算，数据处理及误

差分析

七、参考资料

1）刘瑾，基础化学实验，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2）兰州大学，有机化学实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八、成绩评定方式

（一）实验课程考核方法

为了易于课程目标的达成评价，要求考试考核内容针对课程目标设计。本课程采用分课程目标对应的

模块化考核方法。各模块考核成绩评价对应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各课程目标达成的期望值设定为 0.7，课程

总成绩与各课程目标的权重及组成如表 4所示。

表 4 课程目标权重

课程目标 1权重 课程目标 2权重 目标 3权重 课程总成绩

0.2 0.3 0.5 100

（二）评定等级

课程目标 1、2、3考核具体要求和评分标准分别见表 5、表 6、表 7

表 5 课程目标 1 的考核点和评分标准

考核点

评分标准

权重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A 实验预习

能熟练掌握

实验目的、实

验原理。

能较好地掌

握实验目的、

实验原理。

能掌握实验

目的、实验原

理。

基本能掌握

实验目的、实

验原理。

不能完全掌握

实验目的、实验

原理。

0.4

B 实验操作

能熟练搭建

实验装置，控

制实验条件,

实验过程、实

验步骤正确。

能较好搭建

实验装置，控

制实验条件，

实验过程、实

验步骤正确。

能搭建实验

装置，控制实

验条件，实验

过程、实验步

骤正确。

搭建实验装

置，实验条件

控制不好，实

验过程、实验

步骤正确。

不能搭建实验

装置，实验条件

控制不好，实验

过程、实验步骤

也不完全正确。

0.6



表 6 课程目标 2 的考核点和评分标准

考核点

评分标准

权重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A 实验数据

记录

实验原始数

据记录非常

完整、准确，

格式规范合

理。

实验原始数

据记录较为

完整、准确，

格式合理。

实验原始数

据记录完整、

准确，格式合

理。

实验原始数

据记录基本

完整、准确，

格式合理。

实验原始数据

记录不完整、不

够准确，格式也

不规范合理。

0.4

B 实验数据

处理、结果分

析

能熟练对原

始数据进行

处理，对实验

现象能合理

地解释，通过

分析能得到

正确的结论。

能较好地对

原始数据进

行处理，对实

验现象能较

为合理地解

释，通过分析

能得到正确

的结论。

能对原始数

据进行处理，

对实验现象

能解释，通过

分析能得到

正确的结论。

基本能对原

始数据进行

处理，对实验

现象基本能

合理地解释，

通过分析基

本能得到正

确的结论。

不能对原始数

据进行正确处

理，对实验现象

也不能合理地

解释，通过分析

不能得到正确

的结论。

0.6

表 7 课程目标 3的考核点和评分标准

考核点

评分标准

权重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A 书面表达，

文字撰写

具有很强的

书面表达能

力，实验报告

撰写文字表

达清晰

具有较强的

书面表达能

力，实验报告

撰写文字表

达较为清晰

书面表达、实

验报告撰写

文字表达能

力一般

基本能正确

的书面表达，

实验报告撰

写文字表达

基本清楚

不能够正确的

书面表达自己

的意思，实验报

告撰写文字表

达不清

0.7

B 仪器使用

具有很强的

仪器操作能

力

具有较强的

仪器操作能

力

具有一定的

仪器操作作

能力

仪器操作能

力一般

仪器操作能力

较差 0.3

（三）考核周期

考核周期为一个学年。

（四）考核依据



考核依据《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课程目标达成实施办法》进行。

九、课程质量评价和持续改进

课程结束后由课程责任教授以定量和定性的评价方法针对具体课程目标形成文字和图表形式的报

告。针对学生个体和整体的学习成果评价并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课程目标达成与课程在培养学生解决复

杂工程问题能力的具体环节任务的达成相关性分析；对以上各薄弱项进行原因分析，提供持续改进意见，

并由学院学术指导委员会进行审核。

针对学生个体和整体的课程目标评价方法如下：

1. 面向整体学生的课程目标达成评价：

某课程目标评价值=Σ每个学生课程目标评价值/学生总人数

2. 针对学生个体的课程目标达成评价：

学生个体的课程目标评价值=（Σ各考核环节所得分数×权重值）/该课程目标总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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