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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精神，落实《教育部关于进
一步深化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08]8号）关于“加强中等职业教育教材建设
，保证教学资源基本质量”的要求，确保新一轮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顺利进行，全面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保证高质量教材进课堂，教育部对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文化基础课等必修课程和部分大类专
业基础课教材进行了统一规划并组织编写，从2009年秋季学期起，国家规划新教材将陆续提供给全国
中等职业学校选用。

　　国家规划新教材是根据教育部最新发布的德育课程、文化基础课程和部分大类专业基础课程的教
学大纲编写，并经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的。
新教材紧紧围绕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遵循职业教育教学规律，从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劳
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出发，在课程结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与改革创新
，对于提高新时期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科学文化素养和职业能力，促进中等职业教育
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希望各地、各中等职业学校积极推广和选用国家规划新教材，并在使用过程中，注意总结经验，
及时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使之不断完善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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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根据误差产生的原因和性质的不同，我们将误差分为系统误差和偶然误差。
　　（1）系统误差　　系统误差是指在分析过程中由于某些固定的原因所造成的误差。
它对分析结果的影响比较固定，在同一条件下重复测定时会重复出现。
　　产生系统误差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①方法误差。
这种误差是由分析方法本身造成的，系统地导致测定结果偏高或偏低。
例如，滴定分析时，干扰离子的影响、化学计量点和滴定终点不符合及副反应的发生等。
　　②仪器和试剂误差。
这是由于仪器本身的缺陷造成的误差。
如仪器的零点不准、容量器皿刻度和仪表刻度不准确等。
试剂误差来源于试剂不纯。
　　③操作误差。
操作误差是由实验人员不适当的分析操作所致。
洗涤沉淀时洗涤过度或不充分，灼烧沉淀时温度过高或过低，称量沉淀时坩埚及沉淀未完全冷却等都
有可能产生误差。
　　④个人误差。
这是由于观测者个人感官和运动器官的反应或习惯不同而产生的误差，常由分析人员本身的一些主观
因素造成。
例如，辨别滴定终点的颜色时，有的偏深，有的偏浅；在读取刻度值时，有的偏高，有的偏低等。
　　（2）偶然误差　　偶然误差又称随机误差。
在相同条件下，多次重复测量时，其误差的大小和符号以不可预见的方式变化，这种误差称为偶然误
差，是随机偶然的原因造成，在分析操作中不可避免。
　　在同一条件下，重复进行的多次测量中，它或大或小，或正或负，既不能用实验方法消除，也不
能修正。
例如，环境温度、湿度和气压的微小波动，仪器的微小变化，对试样处理的微小差别等原因引起测量
数据波动。
　　有时由于工作粗枝大叶，不按操作规程办事等原因造成的差错，如读错刻度、记录和计算错误及
加错试剂等，这种现象称为过失。
过失是完全可以也必须避免的。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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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