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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理论课程） 

《专业导论》 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专业导论 课程代码 0711310601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课程负责人 黄世俊等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1 

开课学期 第  1  学期 总学时（实践学时） 16（0） 

混合式 

课程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UESTC-1454939178?from=searchPage&outVendor=zw_

mooc_pcssjg_ 

A 

先修及后

续课程 

本课程为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新生前导性课程； 

后修课程包含本专业的各专业课。 

B 

课程描述 

本课程为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前导性课程，对学生了解自己所学专业的背景、行

业发展、国内外研究进展、课程设置、毕业生能力和素质要求及未来工作去向起到引导

性作用，促使学生逐步了解储能专业并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确立自己的学习目标和努

力方向。 

C 

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1.了解本专业的发展历史及现状、人才培养定位、毕业生必须具备的能力

和素质；了解课程设置、专业核心课程的基本内容、本专业就业基本形势、本校本专业

师资队伍建设情况等；明确大学阶段专业学习目标，掌握储能专业课程的学习思路和办

法。 

课程目标2.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明确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定位、

毕业生去向。 

课程目标3.注重培养学生健康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具有积极向上的学习、

就业和择业心态，具有终身学习、自主学习的能力，充分满足高校立德树人的要求。 

D 

课程目标

对 

毕业要求

指标点的

支撑 

毕业要求 
支撑 

强度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 
L 

指标点 6.1 能分析和评价储能专业工程实

践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的影响，

以及这些制约因素对项目实施的影响，并理

解应承担的责任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8.职业规范 

H 

指标点 8.1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和社会责

任感，理解储能工程师的职业性质、职业道

德 

课程目标2 

毕业要求 

12.终身学习 
M 

指标点 12.2 掌握自主学习方法，了解拓展

知识和能力的途径，针对专业领域新知识，

具有自主学习与理解、分析总结与判断的能

力，以适应持续的个人与职业发展需要 

课程目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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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F 

评价方式 

平时考核：课堂表现（考勤+课堂提问等）30% 

期末考核：期末报告70% 

G 

课程目标

达成途径 

章节内容 教学内容 学时 教学方式 评价方式 
课程 

目标 

专业概况 

重点：储能专业的设置背景、发展历

史及其在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性。储

能专业的核心课程设置及其学习内

容。储能行业的主要领域及其应用前

景。 

难点：储能专业与其他工程学科的区

别与联系。储能过程的基本原理及其

实际应用。储能技术的最新发展趋势

及其未来方向。 

思政元素：强调储能行业对国家能源

战略、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

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和

绿色环保理念。 

3 

1.课堂讲授

（PPT+板

书） 

2.使用启发

式和案例教

学模式 

平时、期

末 

1、2、

3 

专业特色、

本院人才培

养模式 

 

教学重点：本院储能专业的办学特色

及其优势。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理

念。实验室和实训基地的建设及其使

用情况。 

教学难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

方法的实施。跨学科知识的整合与应

用。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的培养途

径。 

思政元素：结合校史校情教育，增强

学生对母校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培养

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创新意识。 

3 

1.课堂讲授

（PPT+板

书） 

2.使用启发

式和案例教

学模式 

平时、期

末 

1、2、

3 

储能概

况和福

建省储

能发展

概况 

重点：储能行业的基本概念和分类。 

福建省储能行业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福建省储能产业的主要企业及其代

表性产品。 

难点：储能行业涉及的环境保护与可

持续发展问题。福建省储能产业的竞

争优势与挑战。储能技术在地方经济

中的作用和影响。 

思政元素：强调绿色储能和环保意

识，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社

会责任感。 

3 

1.课堂讲授

（PPT+板

书） 

2.使用启发

式和案例教

学模式 

平时、期

末 
1、2、3 

化学安

全相关 

重点：化学品的分类及其危害性。化

学实验室的安全操作规程。储能企业
4 

1.课堂讲授

（PPT+板

平时、期

末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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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 

难点：化学事故的预防和应急处理方

法。化学品安全使用和存储的具体措

施。安全文化的建立与实践。 

思政元素：强调职业道德和责任感，

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 

书） 

2.使用启发

式和案例教

学模式 

学涯与

职涯规

划 

重点：储能专业的就业方向和职业前

景。 

学生学涯规划的基本步骤和方法。 

职业生涯发展的关键要素和路径。 

教学难点：学生自我认知和职业兴趣

的准确定位。职业规划与市场需求的

匹配。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与

提升。 

思政元素：强调职业理想和社会责

任，培养学生的事业心和使命感，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3 

1.课堂讲授

（PPT+板

书） 

2.使用启发

式和案例教

学模式 

平时、期

末 

1、2、

3 

H 

评价方式

与达成度

评价 

1. 课程评价方式与达成权重  

该课程目标（i）共设有 3个，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为 Pi。课程目标评价方式（j）

包含课堂表现、期末报告等 2个评价方式。每个评价方式成绩占比（权重）为 Ki,j。各课

程目标、评价方式成绩占比，以及对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权重如表 H-1所示。 其中，每

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i=1,2,3）。 

表 H-1 各评价方式对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的权重 

课程 

目标 i 

支撑 

指标点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1）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课堂表现 期末报告 

1 6.1 0.2 0.10 0.10 

2 8.1 0.5 0.10 0.40 

3 12.2 0.3 0.10 0.20 

考核环节对课程目标成绩权重（Mj） 0.30 0.70 

2.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法 

课程成绩评定方法。成绩百分制按照计分，学生课程综合成绩=∑（每个评价方式

实际成绩平均值×Mj）。Mj= ）。其中，课堂活动、课后作业、期中考

试等评价方式为过程性评价。 

课程目标（i）达成度= 计算数据如表

H-2。 

 

表H-2 每项评价方式的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课程目标 i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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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表现 Ki,1 期末考试 Ki,2 

1 0.2 0.10 0.10 

2 0.5 0.10 0.40 

3 0.3 0.10 0.20 

3.评分标准 

     课堂课堂表现、期末报告等各评价方式的评分标准分别如H-3、H-4所示。 

表 H-3课堂活动评分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80-100 分 观点正确、概念准确、逻辑通顺、层次分明、表达流畅、积极思考，

主动参与。 

70-79 分 观点正确、概念准确、能够提供有效的证据或论证，较积极思考，

能主动参与。 

60-69 分 观点及概念基本正确、能够提供有效的证据或论证，基本能积极思

考和主动参与。 

0-59 分 观点及概念不正确，无法提供解释，不能积极思考和主动参与。 

 

表 H-4期末报告评分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90-100 报告严格按要求并及时完成；书写清晰、逻辑性强，表述流畅，没

有抄袭情况。 

80-89 报告按要求并及时完成；书写清晰，表述流畅，没有抄袭情况。 

70-79 不能按照报告要求，但改正及时，态度端正。 

60-69 不能按照报告要求，未及时完成，老师指出后改正，态度端正并补

充完成。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

料 

教材： 

[1]张凯,王欢主编.储能科学与工程[M]. 科学出版社 ,2023. 

[2]杨世关主编. 新能源专业导论[M].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20 

[3]陈军,严振华主编.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导论[M]. 科学出版社 ,2022. 

[4]王革华主编.新能源概论[M].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2. 

学习资料：电子科技大学《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导论》，中国慕课。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多媒体教室+学习通教学平台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学工作指

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http://www.changxianggu.com/teacher/activityschool/pressindex.html?press_id=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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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 

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4年 07 月 26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同意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4年 07 月 27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4年 07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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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储能科学与工专业（理论课程） 

《无机化学》 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无机化学 课程代码 0711340603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课程负责

人 
薛荣荣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4 

开课学期 第  1 学期 总学时（实践学时） 64（0）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高中化学、数学、物理、高等数学等 

后续课程：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材料化学、材料热力学、电化学原理与

方法、储能科学与工程等 

B 

课程描述 

《无机化学》课程是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修习的第一门专业核心课程。它对

学生今后的专业理论和实践学习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本课程共64学时，共4个学分。

该课程分为“化学反应原理”、“物质结构基础”和“元素化学”三部分。前两部分系统地

讲授无机化学基本原理，着重于介绍这些原理的结论及其在无机化学学习中的应用。

目的在于使一年级学生能够初步地应用这些理论从宏观的角度(涉及热力学原理及多

重平衡原理)及从微观的角度(涉及结构原理及元素周期律)去研究、学习无机物的性质

及其变化规律，从而加深对无机化学基本原理的理解。第三部分系统地讲授元素无机

化学，使学生能进一步地应用无机化学基本原理(主要是热力学原理及结构原理)去学

习元素的单质及其化合物的存在、制备、性质及反应性能的变化规律，从而进一步加

深对无机化学基本原理的理解，也进一步运用有关原理去研究、讨论、说明、理解和

预测相应的化学事实和规律，从而掌握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

生在科学思维能力上得到良好的训练和培养，为今后各门后继课程的学习准备必要的

基础理论。 

C 

课程目标 

知识目标 1.掌握无机化学基础理论，即宏观的化学反应基本原理，微观的物质结

构理论和宏观的物质性质变化；了解基础理论领域的新发展。  

能力目标 2.能用无机化学的理论、观点看待问题，具备表述无机化学知识，解释

无机化学现象，阐述无机化学观点、立场的能力；善于提出无机化学问题，能针对问题

展开分析、研究，并较好地解决问题或给出合理结论。  

素养目标 3.具备尊重事实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能够勇于探索和创新；具备职业

道德、安全意识、环保意识;  

素养目标 4.树立热爱化学，热爱本专业，为民族振兴、为社会的进步而努力学习

的志向;关注与化学有关的社会问题，逐步树立珍惜资源、爱护环境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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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课程目标对 

毕业要求指

标点的支撑 

毕业要求 
支撑 

强度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2.问题分析 H 

2.1 对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相关科学研究和

产业发展历史、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有所 

了解，能够应用数学、物理、储能工程等相

关科学原理，识别、判断、表达储能领域相

关工程科学和技术问题 

1、2 

3.设计/开发

解决方案 
M 

3.2 能够应用相关储能专业知识，基于设计

目标和技术方案，进行储能材料设计、储能

系统开发、储能器件设计及储能工艺优化 

1、2、3、4 

4.研究 M 

4.1 理解科学实验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掌握

储能科学理论和基本概念，具有良好的科学

素养、学习能力、系统思维能力及适应发展

能力，能够提出和分析储能领域复杂工程问

题的解决方案 

1、2、3、4 

E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F 

评价方式 

平时考核：课堂活动、课后作业、随堂测试 

期末考核：期末笔试 

G 

课程目标达

成途径 

章节内容 教学内容 学时 教学方式 评价方式 
课程 

目标 

绪论 

绪论（课程简介，化学研究的对象和内

容、化学发展简史、无机化学简介、如

何学好无机化学） 

知识点：  

思政融入点：介绍化学史的演变过程,

历代伟大化学家的巨大贡献,倡导尊重

事实、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1 课堂讲授 平时 
1、2、

3、4 

第一章 

气体、液

体和溶

液的性

质 

1.1 气体的性质 

1.2 液体 

1.3 溶液 

重点：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及其应用，道

尔顿分压定律，液体的饱和蒸气压和凝

固点、稀溶液的依数性及其应用 

难点：溶液的依数性及其应用 

思政融入点：介绍近代化学之父-道尔

顿；利用分压定律解释为什么冬天在浴

室洗澡会有窒息气闷的感觉教育学生

注意观察生活,利用科学知识解决生活

中问题的能力 

3 课堂讲授 
平时、期

末 

1、2、

3、4 

第二章 2.1 化学热力学的体系与状态 3 课堂讲授 平时、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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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热

力学基

础和化

学平衡 

2.2 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热化学 

2.3 热化学 

2.4 热力学第二定律 

2.5 化学平衡 

重点：热力学第一定律、第二定律和第

三定律，化学反应的标准摩尔焓变的各

种计算方法，化学平衡及其影响因素 

难点：化学反应的标准摩尔焓变的各种

计算方法 

末 3、4 

 

第三章 

化学动

力学基

础 

 3.1 化学反应速率 

3.2 化学反应机理 

重点：（1）化学反应速率方程（质量

作用定律）和反应级数的概念。 

（2）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因素。 

难点：（1）运用活化能和活化分子概

念说明浓度、分压、温度、催化剂对反

应速率的影响。 

（2）有关化学速率的处理与计算 

思政教育融入点：生产实践案例:如果

你(指学生)是新上任的合成氨工厂的

经理,从合成氨反应条件本身来考虑,你

将采取哪些措施来增大氨的产率。此案

例将学生角色转化,很好地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 ,并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

力。 

4 课堂讲授 
平时、期

末 

1、2、3、

4 

第四章 

电离平

衡与酸

碱理论 

4.1 弱酸弱碱的电离平衡 

4.2 盐的水解 

4.3 酸碱理论 

重点：弱电解质的离解度、稀释定律、

溶液的酸碱性和 pH 值、离解平衡、同

离子效应、缓冲溶液等内容及有关计算 

难点：弱电解质的离解度、稀释定律、

溶液的酸碱性和 pH 值、离解平衡、同

离子效应、缓冲溶液等内容及有关计算 

3 课堂讲授 
平时、期

末 

1、2、

3、4 

第五章 

沉淀反

应 

5.1 溶度积 

5.2 沉淀-溶解平衡的移动 

5.3 多种沉淀之间的平衡 

重点：（1）沉淀溶解平衡及影响平衡

的因素、溶度积规则 

（2）运用溶度积规则判断沉淀的

产生和溶解，熟悉同离子效应、盐效应

及沉淀的转化和分步沉淀。 

难点：（1）沉淀溶解平衡及影响平衡

的因素、溶度积规则 

（2）同离子效应、盐效应及沉淀

的转化和分步沉淀。 

思政教育融入点：根据溶度积规则解决

一个企业出现的重金属污染问题,培养

学以致用的能力以及关注环境和保护

3 课堂讲授 
平时、期

末 

1、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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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思想;介绍我校的国家重金属污

染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展的一些

研究工作,培养学生热爱学校、热爱科

研的思想。 

第六章 

氧化-还

原反应

和电化

学 

6.1 氧化-还原反应 

6.2 电极电势 

6.3 氧化-还原平衡和还原电位的应用 

重点：（1）氧化还原平衡、电极电势

等内容及有关计算。 

（2）电极电势讨论元素不同氧化态下

的氧化还原性的强弱 

（3）判断氧化还原反应的方向及平衡

常数的计算 

（4）原电池的表达方式；能斯特方

程式及其应用（有关计算）；利用元素

电位图来判断元素价态的稳定性。 

难点：（1）电极电势讨论元素不同氧化态

下的氧化还原性的强弱 

（2）断氧化还原反应的方向及平衡常

数的计算 

（3）能斯特方程式相关的计算，利用

元素电位图来判断元素价态的稳定性。 

3 课堂讲授 
平时、期

末 

1、2、

3、4 

 

第七章 

原子结

构和元

素周期

律 

7.1 原子内部的发现 

7.2 氢原子光谱和能级的概念 

7.3 核外电子的运动状态 

7.4 多电子原子结构和周期系 

7.5 元素基本性质的周期性 

重点：（1）四个量子数对核外电子运

动状态的描述 

（2）原子核外电子排布的一般规

律及主族元素、过渡元素价电子结构特

征。 

（3） s、p、d 原子轨道的形状和

方向。 

难点：（1）原子核外电子运动的近代

概念、原子能级、几率密度和电子云、

原子轨道和波函数。 

（2）四个量子数对核外电子运动

状态的描述 

4 课堂讲授 
平时、期

末 

1、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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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化学键

和分子、

晶体结

构 

8.1 共价键与分子几何构型 

8.2 离子键与晶格能 

8.3 晶体结构 

重点：（1）四个量子数对核外电子运

动状态的描述 

（2）原子核外电子排布的一般规

律及主族元素、过渡元素价电子结构特

征。 

（3） s、p、d 原子轨道的形状和

方向。 

（4）从价键理论理解共价键的形

成、特征（方向性、饱和性）和类型（σ

键、π键）。 

（5）杂化轨道类型（sp、sp2、sp3）

与分子构型的关系 

难点：（1）杂化轨道理论的要点，并

说明一些分子的构型 

（2）同核双原子分子和异核双原

子分子的分子轨道式及能级图；应用同

核双原子分子的分子轨道能极图说明

分子的磁性、稳定性和键级。 

3 课堂讲授 
平时、期

末 

1、2、

3、4 

 

第九章 

稀有气

体 

 1 课堂讲授 
平时、期

末 

1、2、

3、4 

 

第十章 

氢、碱金

属和碱

土金属 

10.1 氢及其化合物 

10.2 碱金属元素及其化合物 

10.3 碱土金属及其化合物 

3 课堂讲授 
平时、期

末 

1、2、

3、4 

 
第十一

章 卤素  

11.1 氟及其化合物 

11.2 氯及其化合物 

11.3 溴分族 

3 课堂讲授 
平时、期

末 

1、2、

3、4 

 

第十二

章 氧族

元素 

12.1 氧及其化合物 

12.2 硫及其化合物 

12.3 硒分族 

3 课堂讲授 
平时、期

末 

1、2、

3、4 

 

第十三

章 氮族

元素 

13.1 氮及其化合物 

13.2 磷及其化合物 

13.3 砷分族 

3 课堂讲授 
平时、期

末 

1、2、

3、4 

 

第十四

章 碳族

元素 

14.1 碳及其化合物 

14.2 硅及其化合物 

14.3 锗分族 

3 课堂讲授 
平时、期

末 

1、2、

3、4 

 

第十五

章 硼族

元素 

15.1 硼及其化合物 

15.2 铝及其化合物 

15.3 镓分族 

3 课堂讲授 
平时、期

末 

1、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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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

章 配位

化合物 

16.1 配合物的基本概念 

16.2 配位化合物的同分异构现象 

16.3 配合物的化学键理论 

16.4 配位平衡及配合物的稳定性 

重点：熟悉配位化合物的基本概念：配

合物的定义、组成、命名、类型、异构

现象(几何异构及旋光异构)，掌握配位

平衡的有关计算；多重平衡及配合物的

应用。 

难点：掌握配位平衡的有关计算；多重

平衡及配合物的应用。 

3 课堂讲授 
平时、期

末 

1、2、

3、4 

 

第十七

章 铜、

锌分族 

17.1 铜分族 

17.2 锌分族 
3 课堂讲授 

平时、期

末 

1、2、

3、4 

 

第十八

章 过渡

元素（I） 

18.1 钛分族 

18.2 钒分族 

18.3 铬分族 

18.4 锰分族 

4 课堂讲授 
平时、期

末 

1、2、

3、4 

 

第十九

章 过渡

元素(II) 

19.1 铁系元素 

19.2 铂族元素 
3 课堂讲授 

平时、期

末 

1、2、

3、4 

 

第二十

章 镧系

元素和

锕系元

素 

20.1 镧系元素（Ln） 

20.2 锕系元素 
3 课堂讲授 

平时、期

末 

1、2、

3、4 

 
期末总

结复习 
 2 课堂讲授 期末 

1、2、

3、4 

5H 

评价方式与

达成度评价 

1. 课程评价方式与达成权重  

该课程目标（i）共设有 8 个，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为 Pi。课程目标评价方式（j）

包含课后作业、随堂测试、期末考试等 3 个评价方式。每个评价方式成绩占比（权重）

为 Ki,j。各课程目标、评价方式成绩占比，以及对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权重如表 H-1 所

示。 其中，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i=1,2,3,4）。 

表 H-1 各评价方式对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的权重 

课程 

目标 i 

支撑 

指标点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1）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课后作业 随堂测试 期末考试 

1 2.1，3.2，4.1 0.35 0.105 0.035 0.21 

2 2.1,3.2,4.1 0.45 0.135 0.045 0.27 

3 4.1，3.2 0.1 0.03 0.01 0.06 

4 3.2 0.1 0.03 0.01 0.06 

考核环节对课程目标成绩权重（Mj） 0.30 0.10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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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法 

课程成绩评定方法。成绩百分制按照计分，学生课程综合成绩=∑（每个评价方式

实际成绩平均值×Mj）。Mj= 。其中，课堂活动、课后作业、随堂

测试等评价方式为过程性评价。 

课程目标（i）达成度= 计算数据如表

H-2。 

表H-2 每项评价方式的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课程目标 i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课后作业 随堂测试 期末考试 

1 0.35 0.105 0.035 0.21 

2 0.45 0.135 0.045 0.27 

3 0.1 0.03 0.01 0.06 

4 0.1 0.03 0.01 0.06 

3.评分标准 

     课后作业的评分标准如H-3所示。 

 

表 H-3 课后作业评分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90-100 按时提交，全部完成；思路清晰，计算正确；书写工整、规范。 

70-89 
按时提交，全部完成；思路清晰，计算过程正确，结果有误；书写

工整、规范。 

60-69 
补交，全部完成；思路基本清晰，计算过程正确，结果有误；书写

潦草、不规范。 

0-59 
部分完成，思路不清晰，计算过程和结果不正确；书写不工整、不

规范。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建议教材：张祖德．《无机化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学习资料：1. 张祖德，刘双怀、郑化桂．《无机化学-要点例题习题》，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出版社.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多媒体教室 

 

 

备注： 

1. 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学工作

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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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 

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4 年 07 月 26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同意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4年 07 月 27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4年 07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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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储能科学与工程 专业（独立设置的实践课） 

《无机化学实验》 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无机化学实验 课程代码 0713310604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课程负责人 薛荣荣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1 

开课学期 第 一 学期 实践学时 32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高中化学、数学、物理、高等数学等 

后续课程：分析化学、分析化学实验、有机化学、有机化学实验、物理化学、物理化

学实验、材料化学、材料化学实验、材料热力学、电化学原理与方法、储能科学与工

程、储能专业综合实验等 

B 

课程描述 

本课程是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第一门独立的必修实验课程。本课程主要教学内容为无机

实验基本操作、无机化学基本原理实验。通过无机化学实验教学能够使学生掌握无机实

验的基本操作方法和技能技巧，学会正确使用各种基本仪器，通过获得感性认识，深化

对无机化学基本概念的理解，熟悉主要无机物的制备和提纯，学会某些常数的测定方法，

培养学生动手、观察、查阅、记忆、思维能力及良好的实验素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和创新精神。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

加深对无机化学基本理论的理解，初步掌握实验研究的方法，为学习后续课程和将来从

事实际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C 

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掌握无机实验的基本操作方法和技能技巧；学会正确使用各种基本仪器。 

课程目标 2. 深化对无机化学基本概念的理解；熟悉主要无机物的制备和提纯；学会某

些常数的测定方法。 

课程目标 3.具有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评价思考能力和科研能力; 具有自

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具备沟通合作的能力。 

课程目标4.拥有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严谨务实的科学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遵守法律法规和专业伦理；具备良好的人文精神和职业素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支撑 

强度 
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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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计 /开发

解决方案 

指标点 3.2 能够应用相关储能专业知识，基于

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进行储能材料设计、储 

能系统开发、储能器件设计及储能工艺优化 

H 课程目标 1、2 

4. 研究 

指标点 4.3 能够对实验数据进行科学、系统的

分析，得出有效结论，获得在新能源、储能技 

术、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电气工程及相关

学科进一步深造的基础。 

M 课程目标 3 

5. 使用现代

工具 

指标点 5.1 了解先进仪器、信息技术、软件工

具的使用原理和方法，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L 课程目标 2、3 

9.个人和团队 
指标点 9.2 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及团队协作能

力，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发挥作用 
L 课程目标 3、4 

E 

教学方式 

■课堂示范 ■讨论实操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F 

评价方式 
实验预习（10%）；实验操作（20%）；实验报告（30%）；期末考试（40%） 

G 

课程目标 

达成途径 

实验项目与实验主要内容 学时 

实验性

质/  教

学方式 

评价方式 
课程 

目标 

绪论及仪器清点 

安全教育；规范教育；通识教育 

说明课程培养目标及课程评价方式 

实验目的：清点仪器 

实验任务：清点仪器 

 

4 

课堂

讲授 

实验操

作 

操作 

课程目标

1、2、3、

4 

实验一 粗盐提纯 

实验目的：掌握氯化钠的提纯方法和基本原

理；练习溶解、过滤、蒸发、结晶等基本操作；

了解钙离子，硫酸根离子，镁离子等的定性检

验方法 

实验任务： 

1、海水制盐 

量取 40 ml 的海水，过滤除去泥沙。 

估算苦水的含量（扩大 20%冗余），在蒸发皿

中做好相应体积的记号，加热蒸发制备食盐。 

在温热条件下过滤得到盐和卤水。压干，称重。 

卤水保留。 

2、盐纯度检测 

镁离子的检测：称取盐 0.5 g，加入 5 ml 蒸馏

水溶解，滴加 6 M 氢氧化钠溶液 5 滴，加入 2

滴镁试剂（0.001 克对硝基苯偶氮间苯二酚溶

解于 100 毫升 2M NaOH），记录现象。 

3、完成实验报告。 

 

4 

课堂

讲授 

实验

操作 

数据

处理 

分析

讨论 

预习、操作、

实验报告 

课程目

标1、

2、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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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二 氢氧化铁胶体的制备 

实验目的：了解分散系、胶体的概念；学会制

备胶体。 

实验任务： 

1、氢氧化铁胶体的制备 

100 ml 沸腾的蒸馏水中逐滴加 1~2 mL 饱和

FeCl3溶液，煮沸至液体呈红褐色，停止加热。 

2、氢氧化铁胶体的性质 

2.1 丁达尔现象：利用激光笔比较胶体，溶液，

悬浊液的区别。 

2.2 胶体聚沉： 

取 20 ml 氢氧化铁胶体继续煮沸，观察现象。 

取 20 ml 氢氧化铁胶体加入 5 ml 实验一的卤

水，观察现象。 

2.3 胶体的尺寸：取 20 ml 氢氧化铁胶体，抽滤，

观察现象。 

3、完成实验报告。 

 

4 

课堂

讲授 

实验

操作 

数据

处理 

分析

讨论 

预习、操作、

团队合作、实

验报告 

课程目

标1、

2、3、

4 

实验三 五水硫酸铜的重结晶和结晶水的测定 

实验目的：练习分析天平的使用；烘箱的使用；

了解结晶水及其测定方法。 

实验任务： 

1、五水硫酸铜重结晶（小晶粒） 

称取久放的五水硫酸铜固体 10 g，加入适量

水，加热溶解，加热浓缩置表面出现晶核，马

上在冷水上冷却，待完全析出晶体之后抽滤，

压干，记录产量。 

2、五水硫酸铜重结晶（大晶粒） 

称取久放的五水硫酸铜固体 5 g，加入 6 ml 水，

加热完全溶解，慢慢冷却（可使用温水浴），

有晶体析出完全后用抽滤法除去母液。压干，

记录产量。 

3、五水硫酸铜中水含量的测定 

称取 1 g 的小晶粒和 1 g 的大晶粒于坩埚中，

差重法称重，在烘箱/加热板中 200°C 加热 1

小时，观察现象，拿出盖上坩埚盖，在保干器

中放置到室温，称重。计算五水硫酸铜中水含

量。 

4、完成实验报告。 

 

4 

课堂

讲授 

实验

操作 

数据

处理 

分析

讨论 

预习、操作、团

队合作、实验报

告 

课程目

标1、

2、3、

4 

实验四 六水合硫酸亚铁铵的制备 

实验目的：了解复盐的制备方法；练习水浴加

热和减压过滤等操作。 

实验任务： 

1、硫酸亚铁溶液的制备 

称取 6 g 铁粉，加入 40 ml 3 M 硫酸溶液，盖

上蒸发皿，水浴加热 1 小时。监测反应 pH，

若 pH>2，及时补充硫酸，记录硫酸体积。如

果表面有晶膜出现，及时补充水。趁热过滤，

滤液为硫酸亚铁溶液。 

2、六水合硫酸亚铁铵的制备 

根据理论产量，称取硫酸铵固体，溶解在 20 ml

4 

课堂

讲授 

实验

操作 

数据

处理 

分析

讨论 

预习、操作、

实验报告 

课程目

标1、

2、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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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水中，所得溶液与硫酸亚铁溶液混合转移到

蒸发皿中，加热至有晶膜产生，冷却得到六水

合硫酸亚铁铵。过滤，压干，称重，记录。 

3、完成实验报告。 

 

实验五 比色法测定六水合硫酸亚铁铵中的
Fe(III) 

实验目的：了解目视比色的方法。 

实验任务： 

1、 标准色阶的制备 

2、 比色法测定六水合硫酸亚铁铵中的 Fe(III) 

3、 完成实验报告 

 

4 

课堂

讲授 

实验

操作 

数据

处理 

分析

讨论 

预习、操作、

团队合作、实

验报告 

课程目

标1、

2、3、

4 

实验六 静态法测定氯化钠溶解度 

实验目的：氯化钠溶解度的测定；过饱和溶液

的概念。 

实验任务： 

1、不同温度下的氯化钠的饱和溶解度测量 

称取 50 g 氯化钠到 250ml 烧杯中，加入 100 ml

蒸馏水，在环境中搅拌 15 分钟之后，用温度

计测量温度。用吸管吸取约 10 ml 水，称重。

蒸干记录剩余盐的质量。重复三次。 

在 40/60/80 °C 恒温水浴中恒温半小时，用吸

管吸取约 10 ml 水，称重。蒸干记录剩余盐的

质量。重复三次。 

2、氯化钠过饱和溶液的浓度测量 

称取 50 g 氯化钠到 250ml 烧杯中，加入 100 ml

蒸馏水，煮沸，放入冷水浴不要搅拌下冷却，

温度降低到测试温度（40/60/80 °C）之后，用

吸管吸取约 10 ml 水，称重。蒸干记录剩余盐

的质量。重复三次。 

4、 完成实验报告。 

 

4 

课堂

讲授 

实验

操作 

数据

处理 

分析

讨论 

预习、操作、团

队合作、实验报

告 

课程目

标1、

2、3、

4 

实验七 硝酸钾的制备 

实验目的：溶解度的概念。 

实验任务： 

1、硝酸钾的制备 

100 ml 烧杯中加入 10 g 氯化钾和 11.3 g 硝酸

钠，加入 30 ml 水，加热搅拌溶解，继续蒸发

值原体积的 2/3，趁热抽滤。 

将吸滤瓶中液体倒入干净烧杯，滤瓶中固体用

母液转移到烧杯中，加热使固体完全溶解，冷

却，结晶完全后抽滤。用极少量冷水洗涤 2 遍，

之后压干。 

称重，记录产量。保留 0.2 g 改样品备用。 

2、硝酸钾纯度检验 

取 0.2 g 硝酸钾，加入 1 ml 蒸馏水，滴加 2 滴

0.1 M 硝酸银溶液，记录现象。 

5、 完成实验报告。 

 

4 

课堂

讲授 

实验

操作 

数据

处理 

分析

讨论 

预习、操作、

实验报告 

课程目

标1、

2、3、

4 

H  1. 课程评价方式与达成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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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方式与

达成度评价 

 

该课程目标共设有 i 个，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为 Pi。课程目标评价方式（j）包含

课前预习、实验操作、实验报告、期末考试等 i 个评价方式。每个评价方式成绩占比（权

重）为 Ki,j。各课程目标、评价方式成绩占比，以及对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权重如表 H-1

所示。 其中，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i=1,2,3…n）。 

 

表 H-1 各评价方式对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的权重 

课程 

目标 i 

支撑 

指标

点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1）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课前预习 Ki,1 实验操

作 

实验报告 

0.2 

0.1 

期末考试 

0.05 

0.4 
1 3.2 0.4 0.04 0.08 0.12 0.16 

2 
3.2 

5.1 
0.3 0.03 0.06 0.09 0.12 

3 
4.3 

5.1 
0.2 0.02 0.04 0.06 0.08 

4 9.2 0.1 0.01 0.02 0.03 0.04 

考核环节对课程目标成绩权重

（Mj） 
0.1 0.2 0.3 0.4 

 

2. 课程成绩评定方法 

成绩百分制计分，学生课程综合成绩=∑（每个评价方式实际成绩平均值×Mj）。

Mj= 。其中，课前预习、实验操作等评价方式为过程性评价。 

2.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法 

课程目标（i）达成度= 计算数

据如表H-2。 

表H-2 每项评价方式的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课程目标 i 
课程目标达成权

重 Pi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课前预习 Ki,1 实验报告 实验操作 期末考试 

1 0.4 0.05 0.1 0.2 0.05 

2 0.3 0.05 0.1 0.1 0.05 

3 0.2 0.05 0.05 0.05 0.05 

4 0.1 0.0 0.05 0.05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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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H-3 实验实践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关注点 80%-100% 60%-79% 0-59% 

实验预习 

（权重

0.10） 

对实验目的

和原理的熟

悉程度 

完成预习报告，回

答问题正确，实验

方案有创新 

完成预习报告，回

答问题基本正确，

实验方案可行 

能基本回答

问题正确，

有实验方案 

实验操作

与团队合

作 

（权重

0.40） 

实验态度 
按时参加实验，原

始数据记录完整 

按时参加实验，原

始数据记录基本

完整 

实验迟到，

原始数据记

录不完整 

操作技能 

实验过程熟练，操

作规范，动手能力

强 

实验过程较熟练，

能完成基本操作 

需在指导下

完成基本操

作 

协作精神 

主动做好分配任

务，并能协助同组

成员 

完成分配任务，能

与小组成员配合 

被动参与实

验 

实验报告 

（权重

0.50） 

数据分析 

处理能力 

实验数据整理规

范，计算结果正确 

实验数据整理规

范，计算结果基本

正确 

实验数据整

理和结果均

有明显错误 

综合应用 

知识能力 

能综合实验数据分

析规律，结论正确 

结论基本正确，但

缺乏实验数据综

合分析 

结论有错误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1]北京师范大学无机化学教研室等.无机化学实验(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2]大连理工大学无机化学教研室.无机化学实验（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4. 

[3]崔爱莉.基础无机化学实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3（“十一五”国家级规

划教材）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多媒体教室、无机实验室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学工作指

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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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 

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4 年 07 月 26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同意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4年 07 月 27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4年 07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