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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以知识创新和新技术变革为基本特征的知识经济和
信息化社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挑战，并由此引发了社会各领域的深层次变革。
在教育领域，这些挑战和深层次变革带来的影响，最为核心、最为根本的，莫过于人才观、质量观和
教育观的转变与重树，“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成为这一时期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不可回避
的时代命题。
如何回应这一时代命题？
从普通民众到教育工作者，从教育部门到高等院校，从中央到地方，人们都在思索，都在求解。
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纪之交，我国在基础教育领域率先吹响了回应号角，掀起了新一轮的课程改革，
力图以课程改革为核心环节和突破口，打通一条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革新之
路。
　　然而，要打通这样一条路并非一帆风顺。
新课程改革的推行和实施，并不像当初想象的那样容易，即通过对原有的教师进行培训自然就可以达
成。
事实证明，仅仅通过培训来推行新课程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新课程改革是全方位的，涉及教育观
、教师观、学生观、课程观、教学观等一系列从教育理论到教学实践的全面变革和转向，特别是一线
教师和新教师对新课程改革全新理念的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以及将之转变为有效的教育教学实践行为
不可能在短期内做到，它需要从师资培养的源头做起，即重新检视传统师范教育的人才培养理念、体
制机制和模式，将职前教师教育改革（师范教育）与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实质性地对接起来，主动搭
建和打造适应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与实施要求的师资培养平台。
如何将职前教师教育改革（师范教育）与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进行实质性的对接，如何搭建和打造这
个平台？
这些问题无疑要落实到教师教育改革与实践的头上，而作为地方基础教育师资培养的主体和推动基础
教育改革发展的中坚力量，地方高师院校必须主动出击，以理论探索和实践行动的勇气与自信作出积
极回应。
　　在开放的教师教育体制下，非师范院校向师范横向扩展以及师范院校也走“师范与非师范共同发
展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或正在淡化和冲击着教师教育的特色和内涵，地方高师院校逐渐远离
自己的本色，服务基础教育的能力和特点受到了弱化。
为此，高师院校必须打造能够支撑和彰显特色的平台，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要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
编写紧扣基础教育改革发展需要同时又符合自身改革发展需要和突出“师范个性”的校本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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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21世纪地方性高等院校的办学特点以及人才培养需要体现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的统一要求，
由有多年教学经验的教师编写，力求基础理论与应用并举，兼顾传统学科与新技术，既全面系统地阐
述了物理化学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又注重介绍物理化学理论知识在相关专业领域中的应用。
全书共介绍了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统计热力学、多组分体系热力学、相平衡、化学平
衡、电解质溶液、化学动力学、界面化学、胶体分散体系和大分子溶液等内容。
    该书可作为高等师范院校及地方性本科院校各专业物理化学课程的教材，也可供其他高等院校有关
专业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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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热力学是研究各种过程中能量相互转换所遵循规律的科学。
热力学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人们对热本质的争论。
那时候，由于人类对热的认识一直处在模糊的想象之中，自然不可能产生与其有关的正确理论。
直到19世纪中叶，热力学的理论才逐步形成，其主要标志是在实验基础上建立了热力学的科学理论，
如热力学第一、二定律的相继建立。
到20世纪初，热力学理论日趋完善。
期间又相继建立了热力学第三定律和热力学第零定律。
此时，热力学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并且不断将成熟的理论渗透和应用到其他学科之
中，从而衍生出一些新的边缘学科。
例如，热力学基本原理在化学过程和与化学有关的物理过程中应用，便构成了“化学热力学”。
　　化学热力学形成于19世纪末叶，是物理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主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包括：　　第一，研究化学过程以及与化学过程密切相关的物理过程中的能
量相互转化。
例如，在化工生产中，要保证反应在某一恒定温度条件下进行，就需要按反应在单位时间内放出或吸
收多少热的数据来设计移去或补充热的装置，才能控制反应器的温度。
这就是能量相互转化与衡算的问题。
　　第二，判定化学反应或某一热力学过程在一定条件下变化的方向和限度。
例如，设计一种新物质的合成，首先要根据热力学方法按设想的反应线路，计算其反应的吉布斯自由
能变化值，判定反应按设计的线路是否有可能生成产物，这就是化学反应的方向问题，也是化学热力
学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如果反应能沿产物方向进行，其单位时间内的产率是多少，在什么条件下进行可以达到最高产率等问
题，都属于化学动力学解决的问题。
　　热力学的研究方法是演绎法，即以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为基础，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建
立一些热力学函数，用来解决化学反应的方向和平衡以及能量交换等问题。
在处理问题时采取宏观方法，不需要知道体系的微观运动，也不需要知道其变化细节，只需知道起始
和终了的状态。
通过宏观热力学量的改变就可以得到许多普遍性结论。
热力学研究的对象是大量分子构成的集合体，因此结论具有统计意义，能反映大量分子的平均行为，
但不适用于个别分子的个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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