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分子物理导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高分子物理导读>>

13位ISBN编号：9787030326089

10位ISBN编号：7030326083

出版时间：2012-1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萧聪明

页数：15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分子物理导读>>

内容概要

《高分子物理导读》以问答的方式，层层递进、互相联系地将高分子物理的核心内容组织成一个有机
整体，即将聚合物的微观结构和形态及其在外场作用下的变化、高分子材料的宏观响应行为以及它们
之间的关系，拟为一个又一个问题的思考、分析与探究。
《高分子物理导读》在阐述高分子物理的基本概念和知识的过程中，逐步渗透批判性学习、自我拓展
的思维习惯，以提升自如运用高分子物理知识的能力。

《高分子物理导读》可作为高等院校高分子专业或其他专业高分子物理课程的教材或参考书，也适合
旨在复习、提高的读者，还可供从事高分子材料研发和应用的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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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非晶态结构中分子链是如何排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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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高分子链有序排列后形成怎样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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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具备结晶能力的聚合物在一定时间内结晶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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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较之原组分，共混物的性能有没有独特之处高分子链结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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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深化提高、不断进步，确是一些从业人员和研究生的要求；快速得到提升，更是不少
人的迫切愿望。
而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素质，仅仅读几本书是不够的，需要实践、琢磨和积累，即所谓的训练有素。
虽然没有捷径，行之有效的措施还是可以探索的。
如何进一步提高，前面的内容已经有所涉及。
这里再介绍一种方式，即利用专题讨论，增加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权重，积极参与并学用结合，从而
深化理解并运用高分子物理知识。
思路和实施过程、效果主要包括：（1）通常认为，学以致用的前提是学识丰富，即学在先而用继于
后。
这又依赖于有效的学习，而有效的学习大都需要自发性。
（2）若采取本书一以贯之的方式（可参见9.1节的归纳），则可以有效地学习，也就可能以“用”为
学习乃至深化认识之良钥，即学着利用已知的知识求知、致用，进入学一用的良性循环。
（3）进行专题讨论，目的在于增进学生的参与度，促使学生在利用知识的同时，学习知识（需求一
动力）。
（4）要实现积极、互动的专题讨论，应做好必要的准备。
简单且有效的做法是：首先，讲授基本知识。
其次，提炼出若干专题，深入阐明某些概念之间的联系，并列举具体实例加以分析说明。
再次，明确提出学生也要作为专题讨论主角的要求，提供备选话题或任其自选，使学生提前做好准备
——包括认真吸取前期授课内容以及确定题目、搜寻、组织并整理资料。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深化认识了一些基本知识，也在不知不觉之中运用了知识。
最后，就不难在预定的时间，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专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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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分子物理导读》是科学版导读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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