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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化学实验由传统的无机化学实验、化学分析实验结合而成，它是以实验为手段来研究无机化学、
化学分析中的重要理论、典型元素及其化合物的变化，研究物质的组成和含量。
化学实验课是实施全面的化学教育最有效的教学形式。
在实验课程中，让学生运用科学方法，按照认识过程进行学习，即在获得知识和技术的同时，学会科
学方法和思维，从而具有自学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要达到此目标，教材是教学环节中重要的一环，教材既要体现实验课程的任务与独立的教学体系，又
要体现具有启发性与研究性。
在编写这些传统的基础实验时，注意少一些验证式、注入式，多一些启发式、研究式。
本书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分为操作练习；化学分析；化学原理；元素的化学；综合性、研究式实验
五个阶段安排实验。
在操作练习后即安排化学分析实验，使称量与滴定分析的操作规范化，建立严格的“量”的概念。
综合性、研究式实验的安排，是给初步具有自学与实验能力的学生，有采用实验方法独立解决问题的
机会，以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
此外，在内容的安排上注意到：（1）方法的多样性，如醋酸电离常数的测定，介绍了比色法、pH法
、电导法；（2)在一些实验后增加“扩展实验”，以拓宽、深化实验中获得的知识和技术，引导学生
去研究问题；（3)加重了基本操作、基本技术篇与附录的量，便于学生查阅，自己解决问题。
在每一篇的开头，有学习要求、实验方法提要，使学生明确学习目的与要求，并对实验方法有一较全
面的了解。
在编写上注意到：（1)启发式，由指定预习内容、给出思考题代替原理部分，学生通过“查、看、思
考”式的预习过程，搞懂实验目的、原理、注意事项、数据处理。
实验后用问题弓I导学生总结、深入思考。
（2)实验步骤由全到简。
本书起始阶段的叙述较为详细，以后趋向简单，旨在给学生思考与独立工作的机会。
将一些溶液的配制、固体试样的准备作为学生实验内容的一部分，以增加学生的动手机会。
（3)测试实验中，未列数据记录与处理的表格，要求学生参照推荐的报告示例，自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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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高等学校理科化学实验教材，与南京大学傅献彩主编的《大学化学》配套使用。
本书包含了无机化学实验、定性和定量分析实验的内容。
共选人70个实验，分为基础实验、综合实验和研究式实验三个层次。
实验中要求学生通过“查、看、思考”的方式进行实验预习，弄清实验目的、实验原理、注意事项和
数据处理方式等；实验的步骤由全到简，逐步放开；综合性、研究式实验要求学生自己查阅文献，设
计实验。
本书的实验设计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学、思维、综合和表达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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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5.1 硝酸钾的制备    5.2 五水硫酸铜的制备    5.3 硫酸亚铁铵的制备    5.4 氯化钠的提纯  6 称量和滴定
操作练习    6.1 分析天平计量性能的检定    6.2 分析天平称量练习    6.3 二氧化碳相对分子质量的测定   
6.4 摩尔气体常数R的测定    6.5 容量仪器的校正    6.6 盐酸浓度的标定    6.7 氢氧化钠浓度的标定第三篇 
化学分析  实验方法提要  7 酸碱滴定法    7.1 混合碱的组成及其含量的测定    7.2 尿素中氮的测定    7.3 硼
酸含量的测定  8 配位滴定法    8.1 EDTA标准溶液的配制与标定    8.2 水硬度的测定    8.3 锡青铜中锌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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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大学化学实验的目的化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化学中的定律和学说都源于实验，同时又为实验所检
验。
因此，化学实验在培养未来化学工作者的大学教育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大学化学实验是化学系学生的第一门实验必修课，它是一门独立的课程，但又与相应的理论课——大
学化学——有紧密的联系。
通过实验，学生可以直接获得大量的化学事实，经思维、归纳、总结，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从而学习无机化学、化学分析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并运用它们指导实验。
学生经过严格的训练，能规范地掌握基本操作、基本技术。
通过实验了解无机物的一般分离、提纯和制备方法，了解确定物质组成、含量和结构的一般方法；掌
握常见工作基准试剂的使用，常用的滴定方法和指示剂的使用，掌握常见离子的基本性质和鉴定；确
立严格的“量”的概念，并学会运用误差理论正确处理数据。
在实验中，学生自己动手进行化学实验，由提出问题、查资料、设计方案、动手实验、观察现象、测
定数据，并加以正确的处理和概括，在分析实验结果的基础上正确表达，练习解决化学问题。
化学实验的全过程是综合培养学生智力因素（动手、观测、查阅、记忆、思维、想像、表达）的最有
效的方法，从而使学生具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独立工作能力。
在培养智力因素的同时，化学实验又是对学生进行非智力因素训练的理想场所，包括艰苦创业、勤奋
不懈、谦虚好学、乐于协作、求实、求真、创新、存疑等科学品德和科学精神的训练，而整洁、节约
、准确、有条不紊等良好的实验习惯的养成，又是每一个化学工作者获得成功所不可缺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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