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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绪论、气体、溶液》思政教学设计

单元名称 专题一绪论、气体、溶液 课时 2

教学目标

和要求

1、知识、能力目标：本课程概述；理解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式和混

合气体分压定律；熟知稀溶液依数性。

2、思政目标：

(1) 通过我国老一辈著名化学家的先进事迹，厚植学生的爱国情怀

与民族自信、社会责任与当担、科学品质及工匠精神的渗透教育；

(2)通过介绍学科的近代发展，融入以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科

学的辩证思维方式等培养，奉献精神、团结一致、风雨同舟等正能

量教育；

(3) 溶液浓度知识点教学中，融入让学生学会思考和正确判断问题

的能力、以专业知识为载体传递哲学观点和价值理念、可持续发展

观和绿色生态技术观。

（4）溶液渗透压知识点中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辩证唯物法中质量

互变规律的教育，对学生进行低盐饮食的引导，引导学生学会认知

事物的方法：由事物的普遍性到特殊性再到普遍性进行分析问题。

（5）通过超星学习通平台线上学习的引导，让学生逐渐养成良好

的学习习惯、锻炼其自学能力。

教学

重点难点

重点：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式及其计算（知识、能力），爱国情感、

理想与现实的辩证思维和处理方式（思政要素）

难点：分压定律的应用（知识、能力）、专业、爱国情感的融入（思

政要素）学生情感与创造精神等思政教育元素的融合

教学方式、

方法和手段

1.线下教学以课堂为主阵地，采取教师教授、设问、总评+学生手

机网上查阅、思考、讨论、回答的互动方式展开。

2.线上教学：借助 QQ学习群和以超星学习通《无机化学》课程教

学平台为主，QQ学习群为辅，开展课堂前后的相关学习与讨论；

3.设问引入，展示、分析相关图、微视频等文献材料（如化学与人

们日常生活、生产、国防科技、医疗等各行各业的关系和影响）；

4.探问深入，讨论核心问题（现代无机化学的快速发展对人类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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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那些重要影响？），点评、总结；

5.教师精心制作的教学课件为教学辅助手段。

教学资源

1.案例资料：无机功能性材料在能源、交通、医疗卫生、国防科技

中的应用实例，徐光宪、侯德榜等著名科学家的事迹；

2.精品视频：中国神州飞船发射、天宫一号对接、蛟龙号潜水等；

3.无机化学课件（主讲教师自制）。

学生自主学

习设计

1.线上学习设计：课前需预知的文献资料，课后需复习巩固知识点、

应用知识点、延伸知识点的这些学习环节，即超星学习通平台的便

利，以公共讨论区、抢答、主题讨论、分组任务、资料、作业等多

种灵活易操作的形式展开具体教学，弥补课堂教学时空的限制；

2.学生自己通过手机，上网查阅我国近代无机材料方面发展、科学

家的事迹等实例；

3.邀请一些学生讲解这些实例，以展示我国的发展，并通过广泛讨

论，激起学生的爱国情怀、科学探索精神

4.根据教学内容留给学生提纲，让学生自己寻找其中的辩证关系，

了解大自然的美感。通过对预设问题的解决和鼓励学生提问等使学

生获得成就感，形成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5、通过在知识教学的同时融合哲学辩证思维、思想的教育，绝大

多数同学都觉得从心底得到认可，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方式在悄然发生变化，比以往全面、客观、冷静，学会了辩证的

思维。

6、课外研习，分组讨论：激发学生的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

7、使用启发式提问或给出一些问题让学生寻找答案。将思政内容

融入到问题中，让学生自己找出来。设置各种情境，激发学生提出

问题。

教学情景设计

教师活动设计 学生活动设计 思政融合点

活动 1：

对学生问好，并简介自我和教
活动 1：

聆听、扫码进入

1、通过问候与介

绍，拉近师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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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过程

设计

材，采取线上线下混合教法模

式，将自身 QQ/微信/邮箱/电

话等联系方式留给学生，同时

邀请学生扫码加入《无机化

学》线上 QQ 学习群和超星学

习通平台；

线上活动：将无机化学课程介

绍、教学内容、重难点知识、

学习方法推荐等资料上传到

学习通《无机化学》平台。

活动 2：

【师】请同学们思考并回答化

学对我们日常生产生活及各

个行业中的影响？

【师】总结：化学的发展直接

影响着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此年来国家列为强基学科

之一，强化化学人才的培养。

活动 3：展示我国近年来无机

化学材料科技成果的相关图

片、小视屏

高性能陶瓷智能记忆合金材料（月面天线，脊柱矫形

棒、人工关节、人造心脏、美体内衣等应用）CuZnAl

智能传感材料，高温超导材料（钇钡铜氧化物

线上学习平台：

改昵称为学号+

姓名。

线上活动：

要求学生课堂

结束后，利用超

星学习通平台

自学老师上传

的资料。

活动 2：

思考、讨论、回

答

活动 3：观看、

思考、体会祖国

的兴旺发达，生

活的美好幸福。

距离，建立友好

关系，创造和谐

教学氛围。

2、通过引导，让

学生逐渐养成线

上学习的良好习

惯、锻炼其自学

能力。

3、让学生体会到

化学的重要地位

和作用，进行专

业思想教育。

4、展示学科前沿

发展成果，渗透

爱国情感与文化

自信教育，同时

增强学生对本学

科 的 兴 趣 和 热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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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Ba2Cu3O7-x )，铋锶钙铜氧化物（Bi-Sr-Ca-Cu-O）

【师】这些成果显示我国在党

领导下，科技国力突飞猛进发

展受到世界瞩目，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感到自豪和自信。但目

前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多变，所

以同学们更应该擦亮眼睛、明

辨是非，抵制不良的网络流言

蜚语，用辩证的眼光和思维理

解处理问题，正所谓三思而后

行。

【师】线上活动：点评学生完

成的重大发明与科学家事迹

的学习任务：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

国。科学家须持家国情怀，胸

怀国家和民族。你们列举的我

国科学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

各个历史时期满怀“以天下

为己任”的赤诚投身民族振

兴伟业中的先进事迹，你们也

表示要学习我国科学家在艰

苦岁月中力学笃行、无私奉

献、报效祖国的崇高精神，学

习他们不怕艰难困苦、不计得

失、坚持不懈的科学品质，希

望你们能言出必行，用实际行

动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

自觉融入后面的学习和今后

线上活动：

主题讨论：完成

以下 3个主题，

并提交报告：

（1）查阅我国

古代和现代的

重大发明，谈谈

自己的感想。

（2）每位学生

列举2-3名我国

科学家的先进

事迹，明确指出

该向他们学习

的高尚品德和

情操，并谈谈自

己为何上大学，

大学阶段的目

标、打算（围绕

知识、技能、做

人、做事等）。

（ 3 ）食品 安

全 、 环境 污

染 、战争武器

都与化学相关，

对这些问题如

何看待？化学

到底是好还是

坏？化学可以

造福人类，也可

以带来社会危

害。我们该如何

应用化学？

5、通过我国老一

辈著名化学家的

先进事迹，厚植

学生的爱国情怀

与民族自信、社

会责任与当担、

科学品质及工匠

精 神 的 渗 透 教

育；

学 习 群 问 题 讨

论，对学生进行

科学史实与探究

精神的教育，激

起学生对化学的

热爱和兴趣。

6、通过广泛的线

上讨论生命与化

学，诱导同学们

珍视生命、珍爱

人类耐以生存的

地球环境，耕织

环保思想意识。

同时培育学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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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中。

活动 4：新课导入：

【师】自然界物质普遍存在的

形态有哪些？

活动 5：【师】讲授：

知识点 1：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包括理想气体模型特征，定

量计算 pV=nRT，例题分析）。

知识点 2：混合气体分压定律

pB=nBRT/V

pB/p =nB/n

知识点 3：实际气体

真实气体只有在低压高温才

能近似看作理想气体。

van der Waals 气体状态方

程：

【师】重点介绍荷兰物理学家

Johannes van der Waals 测定

a,b 的故事，不畏艰险的探索

精神，过渡到同学们在学习时

也应该学会不怕困难和失败

的精神。

活动 6：总结分析：由理想与

真实气体联想到现实生活又

活动 4：

思考回答

g l s

活动 5：课堂练

习-计算状态方

程式中 p、V、Mr、

pB的习题，并请

同学上台讲解

正确做法。

活动 6：

给1-2分钟时间
让学生感同下
老师剖析的这
个道理
线上活动：让学
生就“人无完

化学研究中，应

遵循职业道德、

伦理和规范，实

事求是，不弄虚

作假，不巧取豪

夺，尊重他人知

识成果。

7、通过物理学家

van der Waals 的故

事，诱导同学们在

学习时也应该学习

不怕困难和失败的

精神。融入科学探

索精神和学会做

事思政。

8、以理想气体与

实际气体间的关

系 知 识 点 为 契

机，映射学生要

学会交友、做人、

宽 容 和 理 解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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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尝不是如此呢？俗语“人无

完人”即说此道理，“完美无

缺”的人是个理想模型，现实

生活中都存在其优点和不足，

在交往中要学会宽容和理解

他人，养成团结合作的优良品

质。同时人的品质受周围环境

的影响，因此同学们在选择交

友时要选择充满正能量的朋

友。

活动 7：【师】请回忆中学学

过的溶液定义、性质、溶液浓

度的计算？

【师】讲解 xB，bB

xB= A AB / nn
，
bB=nB/mA

线上活动：

（1）学习通发布 xB，bB计算

的练习题；

（2）自由论坛讨论：通过例

举由于物质量的超标或不足

所引起的一些危害事件，谈谈

物质量在科技、生产、生活、

医疗、国防等各行各业的重要

性。

活动 8：展示图片、播放微视

频

人”、如何在学
习生活中与同
学交往与合作
展开广泛的大
讨论。

活动 7：思考、
回答

cB=nB/V

线上活动：

（1）完成 xB，
bB的练习题

（2）热议物质

量在科技、生

产、生活、医疗、

国防等各行各

业的问题。

食品、药品浓度

超标或不足危

害事件。

活动 8：观看微

人，团结协作；

对待事物的积极

方式等（学会做

人做事）。

9、通过自由论坛

讨论，增强学生

对溶液浓度的重

视，掌握各种浓

度表示法和换算

及溶液的配制方

法，融合精益求

精和严谨的科学

及处事态度等思

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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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设问：（1）为啥撒盐能

融化路面积雪？

（2）图中海水鱼在淡水中能

养吗？（3）临床输液时生理

盐水(9g·L-1 NaCl 溶液)或葡萄糖

水（50g·L-1），为啥要用这浓

度？

点评并引出稀薄溶液的依数

性学习要点

活动 9：【师】讲解

知识点：稀薄溶液的依数性

（1）定性：稀薄溶液的蒸气

压下降、沸点升高、凝固点降

低、具有渗透压力。且变化值

与溶质种类无关，只决定于量

的多少。

（2）定量计算

Raoult定律：

BbKp 

Bb
0
bbbΔ bKTTT 

Bff
0
ffΔ bKTTT 

（3）渗透压：定义、产生渗透的

条件，渗透的方向。

定量计算

视频、图片

思考、交流老师

提出的问题

无法正确回答

活动 9：练习

Δp、ΔTb，ΔTf、Π

的计算。并请代

表上台讲解。

线上活动：课后

每个同学在学

习通的公共讨

论区里回答老

师提出的上述

三个问题。

8、溶液浓度的计

算及应用，让学

生意识到物质量

的重要性，进而

融入让学生学会

精益求精和严谨

的科学及处事态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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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TV  ， RTcRT
V
nΠ B

活动 10：【师】展示图片

图片 1：人体正常红细胞置于

不同浓度氯化钠溶液中情况

高渗 等渗

低渗

图片 2,3：渗透、反渗透应用

2

3

讲解图片 1：突出强调渗透压

与人体体液间联系，高渗、等

渗、低渗溶液在人体体液中的

标准范围，通过对比图片中细

胞情形，将实验现象与马克思

主义理论辩证唯物法中质量

互变规律相结合，引发学生思

考正常红细胞变形的原因，血

栓的成因，对学生进行低盐饮

食的引导。这样来引导学生学

会认知事物的方法：由事物的

普遍性到特殊性再到普遍性

活动 10：

聆听、思考听后

感想，请代表发

表感言。

线上活动：

在公共讨论区

热议：如何合理

调节健康的饮

食习惯。

9、通过渗透压与

人体体液之间的

联系，渗透浓度

的 调 节 等 知 识

点，将马克思主

义理论辩证唯物

法中质量互变规

律相结合，对学

生进行低盐饮食

的引导，引导学

生学会认知事物

的方法：普遍性

到特殊性再到普

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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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问题。

讲解图片 2,3：利用渗透、反

渗透原理治理污水，净化海水

教学反思

1. 学生对自己讲授的事例很感兴趣，尤其是自己的讲授得到老师

的肯定和表扬后，学习的热情很高，有一种自我价值实现的享

受。

2. 通过知识点与其匹配的思政教育的融合，不仅使学生的品德得

到渗透，同时更增强了对相应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3. 学生学习能力得到了较好的锻炼。学生通过查阅资料，思考问

题，发表意见，相互辩论，既拓展了知识，也锻炼了思维，再

通过教师的点评、总结，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就更加明晰渗透。

4. 学生对课后学习的主动性增强了。教师在本次课结束时要布置

下次课讨论的问题，下次上课学生要发言，学生就必须要去自

主学习、查阅资料、思考问题、上台发言，这就推动了学生从

被动学到主动学的转变。

5. 通过在教学同时融合哲学辩证思维、思想的教育，绝大多数同

学都觉得从心底得到认可，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方式在悄然发生变化，比以往全面、客观、冷静，学会了辩证

的思维。

6. 学生对线上线下结合学习的方式很喜欢，而且通过查阅、讨论

老师提出的问题，觉得自己的文献调研技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

升。

7. 存在不足：课堂上教师的讲授与学生讨论的时间分配、度的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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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还需探讨总结。融入思政教育的方法尚需进一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