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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中针对《物理化学》课程教学难度和现状，根据本校物理化学课程培养目标，在原教学基础上，对物理化学教学内

容、教学方式等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方法，重视多媒体作用、课程教学与课堂习题、物化实验课程协调促进，改善教学效果和

学生学习效率，为社会发展和进步培养合格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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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iew of the difficult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physical chemistry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of physical 

chemistry course in our univers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methods for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s of physical chemistry on the basis of the original teaching,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multimedia, coordinating and 

promoting the course teaching with classroom exercises and physical and chemical experiment courses, so a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students' learning efficiency and cultivate qualified professionals for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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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物理化学》课程是采用物理学科的基础理论、模型和技术等深入研究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化学现象，归纳和总结

相应的基本理论和规律，为化学学科的丰富发展奠定基础。“物理化学”这门课程最初是由俄国科学家罗蒙索诺夫在 1752

年首次提出的
[1]
，而作为一门正式学科则是在 1887 年德国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和荷兰化学家范托夫创办的《物理化学》

杂志开始的
[2]
。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导致各个学科之间联系更加紧密，相互之间界限更加模糊，物理化学学科也诞

生了更多的分支学科，如海洋物理化学、物理有机化学、化学物理学等，但是大体上包括热力学三大定律为基础的研

究宏观化学体系物理化学性质及规律性和研究化学变化过程速率和变化机理等。物理化学在中国也发展迅速，经过几

十年的努力，目前大多数高等院校都开设了物理化学课程。 

《物理化学》是化学、化工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也是理工科研究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之一，其重要性不言

而喻。在国家大发展背景下，为培养应用型高素质化学/化工人才
[3]
，必须加大对物理化学专业建设，通过设定合理的

人才培养方案，有计划、有步骤的推动《物理化学》课程教学、实验设置和实践教学等环节的改革创新。由于《物理

化学》理论性很强，相关的物理概念晦涩难懂，公式推导繁琐，课程内容多等特点，为该课程教学带了很大的挑战。

因此要搞好《物理化学》课程教学，需要对传统教学模式进行革新，以促进学生学习。 

1 因地制宜设置《物理化学》课程教学内容 

物理化学作为一门老牌专业基础课程，各个高校等教学单位由于学科发展、侧重点差异和课程设置区别，特别是

最近各个高校压缩教学课时，因此《物理化学》课程中所有章节并非全部进行讲授，可根据需要可进行删减或者自学

方法。如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等章节，往往是所有高校必上的课程，而且还是物理化学课程重点章节，

但是某些章节可根据需要进行选上。如统计热力学这章，有的学校开设了《统计学》课程，那么这章可以选择自学方

法；或者有的高校根据教学重点以及课时安排限制等原因也可将这章内容略去。“化学平衡”这章中，有的高校在无机



现代教育前沿 

Frontier of Modern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59 

化学中有过详细教学，因而这部分内容在进行教学中，可根据情况进行缩减。“化学反应动力学”中的催化反应动力学、

化学激光等部分，也在无机化学有详细介绍，因此也可以略去。但是有的章节很重要，对学生的教学和科研有帮助。

如“电解与极化作用”以及“可逆电池的电动势及其应用”章节是目前锂电池能源领域和腐蚀化学研究重要的理论基

础。“化学动力学”和“表面物理化学”章节是化工、催化等研究必不可少的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各个高校根据自身条

件可适当调整《物理化学》课程内容，以适应本校教学要求及目的。 

2 教学中注重学科之间联系，实现共同促进 

《物理化学》中的很多内容是其他课程的基础，因此物理化学学科的发展不应该局限于物理化学本身，要密切联

系与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高分子等学科知识。物理化学教学过程中也适当提及在其他学科的应用，了解

物理化学的发展趋势和技术进展，将新出现的高新技术以及国家科技计划等引入到物理化学教学中，这样能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使学生更加重视该学科学习。如在讲授“相平衡”章节时，涉及到蒸馏、精馏知识，这些知识在化工原理

课程有着更详细的讲述。专业教师讲授这方面内容时，不妨可以参考这门课程，以便让学生方便理解。同时教师应该

列举精馏过程产品实例。如汽车用的汽油，铺设道路的沥青等。这样学生对该部分内容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更加激

发学生学习的热情了。“表面物理化学”这部分内容时，要联系我们平常使用的洗衣粉、香皂等产品，这样学生对表面

张力、接触角、润湿作用等概念时，不会感到很抽象。 

3 挖掘多媒体功能，介绍最新科技进展 

多媒体技术的出现，使得传统的板书教学模式逐渐向 PPT 教学模式转变
[4-5]

。多媒体以其直观、生动、形象等特点

已经在高校教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物理化学课程教学也应该紧随这种变化趋势，但是需要注意的是，PPT 教学中在短

时间内讲述了大量的知识。从学生角度看，这么短时间接受大量的知识，特别是难懂的、抽象的概念，学生一时很难

理解，再加上很多地方院校生源质量不高、学生学习和接受能力有所差别，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因此适当的结合板书，

可以减缓教学进度，使学生有一定时间去理解这些知识。多媒体另外一个重要功能是可以借助视频、录像等方式向学

生进行讲述物理化学概念、理论以及物理化学相关的高新技术，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使学生能够尽快进入学

习状态。如利用多媒体介绍新能源发展概况以及锂电池、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等新能源技术等。这些高新技术利用的

就是物理化学中“可逆电池的电动势及其应用”和“电解与极化”等章节知识。利用教师在讲授这几章内容时，播放

些相关的视频，生动形象在学生面前展示这些科技成就，要比枯燥无味地讲授物理化学概念、原理更能让学生易于接

受，因此深入挖掘多媒体技术，实现相关学科交叉，是适应未来时代发展，为国家发展培养合格的化学专业人才的需要。 

4 物理化学课堂教学与习题、实验结合 

《物理化学》抽象的概念和繁琐的推导公式成为学生学习的一大困难，合理解决这个问题是学好物理化学课程的

关键。在讲授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或者定律时，除了深入浅出讲解外，最好能在课堂上布置些习题。讲授完概念原理

后，直接指导学生做题目，期间教师可进行启发式提问帮助学生进一步解答，学生在解答后，教师在一步一步带领学

生重新进行解答，并顺便再阐述一遍相关原理。这样可很好地让学生了解其中的原理，深刻领悟概念或者原理的内涵，

利于后面的继续学习。如讲授偏摩尔体积时，偏摩尔体积和我们正常说的体积是有着明显区别的。通过偏摩尔体积的加

和公式的计算，并且将获得结果与正常体积加和公式对照，此时阐述再偏摩尔体积定义，学生就不难理解这个概念了。 

《物理化学》是一门具有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功能的课程。在理论教学同时也可借助实验课程，加深对物理化学

概念原理等的理解。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实验课与理论课最好是能够同步进行，否则学生理论教学时产生的疑惑不能及

时有效解决，导致后续课程学习效果不佳，所以理论课结束后即可安排相应的实验。学生通过自己动手，获得对相关

概念原理的感性认识，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启发学生思维，使枯燥无味的物理化学课程变为生动有趣的课程。 

5 结论 

《物理化学》作为难度较大的本科生课程，如何教好物理化学成为各个高校需要重视的问题。由于面前很多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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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量不断进行缩减，使得原本物理化学课程教学不得不对某些内容进行删减，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快教学进度，这对

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带来严峻的挑战。因此如何进行物理化学的教学改革所有专业教师需要深思的问题。多媒体、实

验教学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物理化学教学状况，同时也应该借鉴其他课程的教学经验，需要各个专业教师和

教学相关部门通力合作,把物理化学改革好,以期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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