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 

课程教学大纲 

 

 

 

 

开课单位：资源与化工学院 

适用年级：2024级 

 

 

二○二五年二月 

 



2 
 

目录 

 

 

  

一、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大纲 ....................................................................................... 3 

1.分析化学 ................................................................................................................................ 4 

2.分析化学实验 ...................................................................................................................... 11 

 

 

 

 

 

 

  



3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大纲 

  



4 
 

三明学院 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理论课程） 

《分析化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分析化学 课程代码 0711320606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课程负责人 陈超龙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2 

开课学期 第  2  学期 总学时（实践学时） 32（0）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无机化学；高等数学；大学物理 

 

后续课程：物理化学；材料化学；能源化学 

B 

课程描述 

课程性质：分析化学是化学学科的重要分支，也是一门实践性与理论性并重的核

心基础课程。它主要研究物质的化学组成、结构信息、存在形态及含量测定方法，强

调通过科学实验和理论分析揭示物质的化学本质。分析化学具有鲜明的应用性和交叉

性，既是化学研究的“眼睛”和“工具”，也是环境科学、材料科学、药学、生命科学等领

域的支撑技术学科。 

课程地位：在化学及相关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分析化学是承上启下的核心课程。

它通常在学习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等基础课程后开设，为后续物理化学、环境监测、

药物分析等课程奠定方法论基础。同时，分析化学是培养科学思维和实验技能的关键

环节，在科学研究、工业检测、质量监控等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是化学专业学

生必须掌握的核心能力之一。 

课程任务：培养学生具有对一般分析化学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计算的能力及利用

参考资料的能力。通过理论分析与实验实践的结合，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化学问题的能

力，提升其科研素养，为毕业论文或科研实践提供方法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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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具备如下知识、能力及情感态度价值观： 

课程目标 1：能够描述并运用分析化学学科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并

识别、表达、分析储能领域的科学、技术与应用的问题。（支撑毕业要求 2.1） 

课程目标 2：能够应用分析化学专业知识，基于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进行储能材

料设计、储能系统开发、储能器件设计及储能工艺优化，为国家的能源发展作出贡献。

（支撑毕业要求 3.2） 

课程目标 3：掌握良好的学习能力、系统思维能力及适应发展能力，能够提出和分

析储能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支撑毕业要求 4.1） 

D 

课程目标对 

毕业要求指标

点的支撑 

毕业要求 
支撑 
强度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 

H 

 

指标点 2.1对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相关科学

研究和产业发展历史、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有所了解，能够应用数学、物理、储能工程

等相关科学原理，识别、判断、表达储能领

域相关工程科学和技术问题。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3.设计/开发

解决方案 

M 

指标点 3.2. 能够应用相关储能专业知识，

基于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进行储能材料设

计、储能系统开发、储能器件设计及储能工

艺优化。 

课程目标2 

毕业要求 

4.研究 
M 

指标点 4.1 理解科学实验的基本原理和方

法，掌握储能科学理论和基本概念，具有良

好的科学素养、学习能力、系统思维能力及

适应发展能力，能够提出和分析储能领域复

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 

课程目标3 

E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F 

评价方式 

平时考核：课堂活动、课后作业、课堂参与度 

期末考核：期末纸笔考试 

G 

课程目标达成

途径 

章节内容 
教学内容 

（含重难点、课程思政融入点） 
学时 教学方式 评价方式 

课程 

目标 

第一章 概

论 

分析化学的定义、任务和作用、

分析方法的分类与选择、分析化学

发展简史与发展趋势、分析化学过

程及分析结果的表示、滴定分析法

概述、基准物质和标准溶液、滴定分

析中的计算 

4 

1.课堂讲授

（PPT+板

书）  

2.使用启发式

和案例教学模

式 

平时、期

末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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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分析方法的分类与选择 

难点：基准物质和标准溶液、滴定分

析中的计算 

课程思政：科学研究的从低点到高

点发展，再到更高的起点。 

第三章 分

析化学中

的误差与

数据处理 

 

分析化学中的误差、有效数字

及其运算规则、分析化学中的数据

处理、显著性检验、可疑值取舍、回

归分析法、提高分析结果准确度的

方法 

重点：分析化学中的误差、有效数字

及其运算规则 

难点：分析化学中的误差、有效数字

及其运算规则、分析化学中的数据

处理 

课程思政：严谨的科学态度，踏实细

致的工作作风，以及实事求是的科

研精神。 

4 

1.课堂讲授

（PPT+板

书）2.使用启

发式和案例教

学模式 

平时、期

末 

1、2、

3 

第五章 酸

碱滴定法 

溶液中的酸碱反应与平衡、酸

碱组分的平衡浓度与分布分数、溶

液中氢离子浓度的计算、酸碱缓冲

溶液、酸碱指示剂、酸碱滴定原理、

终点误差、酸碱滴定法的应用 

重点：溶液中的酸碱反应与平衡 

难点：溶液中氢离子浓度的计算、终

点误差 

4 

1.课堂讲授

（PPT+板

书）  

平时、期

末 
1、3 

第六章  

配位滴定

法 

配位滴定中的滴定剂、配位平

衡常数、副反应系数和条件稳定常

数、配位滴定法的基本原理、准确滴

定与分别滴定判别式、配位滴定中

酸度的控制、提高配位滴定选择性

的途径、配位滴定方式及其应用 

重点：配位平衡常数、配位滴定法的

基本原理 

难点：配位平衡常数 

课程思政：环境保护理念。 

4 

1.课堂讲授

（PPT+板

书）  

2.使用启发式

和案例教学模

式 

平时、期

末 
1、3 

第七章 氧

化还原滴

定法 

氧化还原平衡、氧化还原滴定

原理、氧化还原滴定中的预处理、常

用的氧化还原滴定法、氧化还原滴

定结果的计算 

重点：氧化还原平衡、氧化还原滴定

原理 

难点：氧化还原平衡、氧化还原滴定

结果的计算 

4 

1.课堂讲授

（PPT+板

书）  

 

平时、期

末 
1、3 

第八章  沉淀滴定法、滴定分析小结 4 1.课堂讲授 平时、期 1、3 



7 
 

沉淀滴定

法和滴定

分析小结 

重点：沉淀滴定法 

难点：沉淀滴定法 

 

（PPT+板

书）  
末 

第九章  

重量分析

法 

重量分析法概述、沉淀的溶解

度及其影响因素、沉淀的类型和沉

淀的形成过程、影响沉淀纯度的主

要因素、沉淀条件的选择、有机沉淀

剂 

重点：重量分析法、沉淀的溶解度及

其影响因素 

难点：重量分析法、沉淀的溶解度及

其影响因素 

4 

1.课堂讲授

（PPT+板

书）  

平时、期

末 

1、2、 

3 

第十章  

吸光光度

法 

物质对光的选择性吸收和光吸

收基本定律、分光光度计和吸收光

谱、吸光光度分析和误差控制、吸光

光度法的应用 

重点：分光光度计和吸收光谱 

难点：吸光光度分析和误差控制 

4 
1. 课 堂 讲 授

（PPT+板书）  

平时、期

末 

1、2、 

3 

其他 期末考试  
一页纸闭卷考

试 
  

H 

评价方式与达

成度评价 

1. 课程评价方式与达成权重  

该课程目标（i）共设有 3 个，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为 Pi。课程目标评价方式（j）

包含课堂活动、课后作业、课堂参与度、期末考试等 4 个评价方式。每个评价方式成绩

占比（权重）为 Ki,j。各课程目标、评价方式成绩占比，以及对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权重

如表 H-1 所示。其中，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i=1,2,3,4）。 

表 H-1 各评价方式对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的权重 

课程 

目标 i 

支撑 

指标点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1）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课堂活动 课后作业 课堂参与度 期末考试 

1 2.1 0.6 

 

0.06 0.06 0.06 0.42 

2 3.2 0.2 0.02 0.02 0.02 0.14 

3 4.1 0.2 0.02 0.02 0.02 0.14 

考核环节对课程目标成绩权重（Mj） 0.10 0.10 0.10 0.70 

 

2.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法 

课程成绩评定方法。成绩百分制按照计分，学生课程综合成绩=∑（每个评价方式

实际成绩平均值×Mj）。Mj= 。其中，课堂活动、课后作业、课堂

参与度等评价方式为过程性评价。 

课程目标（i）达成度= 计算数据如表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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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H-2 每项评价方式的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课程目标 i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课堂活动 Ki,1 课后作业 Ki,2 课堂参与度 Ki,3 期末考试 Ki,4 

1 0.6 0.06 0.06 0.06 0.42 

2 0.2 0.02 0.02 0.02 0.14 

3 0.2 0.02 0.02 0.02 0.14 

3.评分标准 

     课堂活动、课后作业、课堂参与度、期末考试等各评价方式的评分标准分别如

H-3、H-4、H-5、H-6所示。 

表 H-3 课堂活动评分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90-100 
灵活正确应用分析化学理论知识分析、判断、解决化学分析中的

一般性问题；课堂活动积分达到总积分的 80%以上 

70-89 
正确应用分析化学理论知识分析、判断、解决化学分析中的一般

性问题；课堂活动积分达到总积分的 70%以上 

60-69 
基本正确应用分析化学理论知识分析、判断、解决化学分析中的

一般性问题；课堂活动积分达到总积分的 60%以上 

0-59 
不能正确应用分析化学理论知识分析、判断、解决化学分析中的

一般性问题；课堂活动积分为总积分的 60%以下 

 

表 H-4 课后作业评分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90-100 
按时提交，全部完成；思路清晰，计算正确；书写工整、规范；能

合理、正确运用分析化学知识解决问题。 

70-89 
按时提交，全部完成；思路清晰，计算过程正确，结果有误；书写

工整、规范；能正确运用分析化学知识解决问题。 

60-69 
补交，全部完成；思路基本清晰，计算过程正确，结果有误；书写

潦草、不规范；能基本正确运用分析化学知识解决问题。 

0-59 
部分完成，思路不清晰，计算过程和结果不正确；书写不工整、不

规范；不能能正确运用分析化学知识解决问题。 

 

表 H-5 课堂参与度 

评分 评价标准 

90-100 积极参与课堂，与教师积极互动。不迟到早退，无旷课记录。 

70-89 较为积极参与课堂，能与教师积极互动。不迟到早退，无旷课记录。 

60-79 基本能参与课堂，不与教师积极互动。有迟到记录，无旷课记录。 

0-59 不参与课堂，不与教师积极互动。有迟到记录，有旷课记录。 

 

表 H-6 期末考试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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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评价标准 

90-100 

在闭卷情况下，灵活应用分析化学的基本原理和相关知识，分析、

解决各类计算和实际问题；能够很好掌握有效数字的运算规则、误

差分析、置信度与置信区间、各类滴定法的计算等知识。 

70-89 

在闭卷情况下，熟练应用分析化学的基本原理和相关知识，分析、

解决各类计算和实际问题；能够掌握有效数字的运算规则、误差分

析、置信度与置信区间、各类滴定法的计算等知识。 

60-79 

在闭卷情况下，可以应用分析化学的基本原理和相关知识，分析、

解决各类计算和实际问题；能够一般掌握有效数字的运算规则、误

差分析、置信度与置信区间、各类滴定法的计算等知识。 

0-59 

在闭卷情况下，不能应用分析化学的基本原理和相关知识，分析、

解决各类计算和实际问题；不能掌握有效数字的运算规则、误差分

析、置信度与置信区间、各类滴定法的计算等知识。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建议教材：武汉大学.分析化学（第六版）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12 

学习资料：华中师范大学. 分析化学（第四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6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多媒体教室+学习通教学平台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学工作指

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5 年 02 月 15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5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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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5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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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独立设置的实践课） 

《分析化学实验》 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分析化学实验 课程代码 0713310607 

课程类型 
□通识课    ☑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课程负责人 潘中华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1 

开课学期 第2学期 实践学时 32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化工导论，无机化学，无机化学实验 

后修课程：有机化学，有机化学实验，物理化学，化工原理 

B 

课程描述 

分析化学是化学科学的一个学科，是相关专业的基础课程。分析化学实验是分析化

学理论课程的实践课，是分析化学教学过程中不可欠缺的一个环节。分析化学实验课程

旨在培养学生正确地掌握化学分析法的基本操作，加深学生对分析化学基础理论、基本

概念的理解，带领学生确立严格的“量”的概念，培养学生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引导学生养成严格、认真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激发学习、实验兴趣和探索精神，为

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和将来从事各专业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C 

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1：综合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伦理、文化及环境和可持续性等因素，提

出储能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需求的材料、系

统、工艺流程和装备，在解决方案的选择、设计、优化和实现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 

课程目标2：通过实验加强学生对化学分析的认识；加深学生对分析化学基础理论、基

本概念的理解。训练学生掌握分析化学实验的基本操作技能；在实验操作过程中能够

进行合理判断，综合应用所学专业知识进行分析并解决问题。 

课程目标3：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协作精神；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

承担成员和负责人的角色，确保各项任务的良好执行。 

D 

课程目标对 

毕业要求指标

点的支撑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支撑 

强度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3： 

设计 /开发解

决方案 

指标点 3.2 能够应用相关储能专业知识，基于

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进行储能材料设计、储 

能系统开发、储能器件设计及储能工艺优化。 

H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4： 

研究 

指标点 4.3 能够对实验数据进行科学、系统的

分析，得出有效结论，获得在新能源、储能技 

术、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电气工程及相关

M 
课程目标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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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进一步深造的基础。 

毕业要求 5： 

使用现代工具 

指标点 5.2 具有选择和使用现代工具解决储能

领域复杂问题的能力，并能够模拟、分析、预

测储能专业问题的能力。 

L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9： 

个人和团队 

指标点 9.2 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及团队协作能

力，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发挥作用。 
L 课程目标 3 

E 

教学方式 

■课堂示范 ■讨论实操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F 

评价方式 
平时：课堂表现（10%），实验报告（50%），期末：期末考试（40%） 

G 

课程目标 

达成途径 

实验项目与实验主要内容 

 
学时 

实验性质/  

教学方式 
评价方式 

课程 

目标 

1.绪论-分析化学实验课程要求 

内容：课程简介、教学内容、评价标准 

重点：实验安全 

难点：评价标准及分析化学实验理念 

4 
多媒体讲授

及实作学习 

实验报告及期末

考试 
1，2 

2.电子分析天平称量和滴定分析法的基

本操作 

内容：基本称量和滴定操作 

重点：滴定 

难点：万分位天平的使用，逐滴滴定以及

半滴滴定 

思政元素：电子分析天平的使用需要高

度的精确性和公正性，这可以引导学生

理解科学研究的严谨性和公正性，以及

在科研工作中的诚信和责任感 

4 
课堂示范/

实作学习 

实验报告及期末

考试 
1，2，3 

3.有机酸（枸橼酸）含量测定 

内容：酸碱滴定测定有机酸的含量 

重点：酸碱滴定法，指示剂终点判断 

难点：判断酸碱滴定的终点 

4 
课堂示范/

实作学习 

实验报告及期末

考试 
1，2，3 

4.硫酸铵中含氮量的测定 

内容：甲醛法测铵盐氮含量 

重点：甲醛法的基本原理 

难点：双指示剂的颜色变化，终点判断 

4 
课堂示范/

实作学习 

实验报告及期末

考试 
1，2，3 

5.双指示剂法测定混合碱的组成和组分

含量 

内容：总碱量测定 

4 
课堂示范/

实作学习 

实验报告及期末

考试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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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滴定管操作及滴定终点判断 

难点：定量转移及滴定终点判断 

6.水硬度的测定 

内容：测量学校自来水硬度 

重点：EDTA 法测水硬度的原理 

难点：水硬度的概念、计算公式 

思政元素：社会责任与公民意识：水硬

度测定实验对于了解当地水质状况、保

障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实验，

学生可以意识到作为公民应承担的社会

责任，关注水质安全和环境保护，积极

参与公共事务和社区服务 

4 
课堂示范/

实作学习 

实验报告及期末

考试 
1，2，3 

7.铅、铋含量的连续测定 

内容：测定溶液中铅铋含量 

重点：控制酸度法、二甲基酚橙指示剂的

应用 

难点：EDTA 的连续滴定 

思政元素：环保意识：铅和铋都是有毒

元素，它们的排放会对环境和人类健康

造成危害。通过实验，学生可以更加深

入地了解这些元素的环境影响，增强环

保意识，认识到自己在环境保护中的责

任和义务。 

4 
课堂示范/

实作学习 

实验报告及期末

考试 
1，2，3 

8.双氧水中过氧化氢的含量测定 

内容：测双氧水中过氧化氢含量 

重点：高锰酸钾法测过氧化氢 

难点：液体样品取样及高锰酸钾法 

思政元素：实验安全与环保意识：双氧水

是一种强氧化剂，实验过程中需要注意

安全操作。同时，实验中使用的化学品需

要妥善处理，避免对环境造成污染。这有

助于培养学生的实验安全意识和环保意

识，促进可持续发展。 

4 
课堂示范/

实作学习 

实验报告及期末

考试 
1，2，3 

H 

评价方式与达

成度评价 

 

1. 课程评价方式与达成权重  

该课程目标（i）共设有 3个，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为 Pi。课程目标评价方式（j）

包含课堂表现、实验报告、期末考试等 3个评价方式。每个评价方式成绩占比（权重）

为 Ki,j。各课程目标、评价方式成绩占比，以及对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权重如表 H-1 所

示。其中，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i=1,2,3）。 

表 H-1 各评价方式对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的权重 

课程 

目标 i 

支撑 

指标

点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1）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课堂表现 Ki,1 实验报告 期末考试 

1 3.2,4.3 0.6 0.05 0.30 0.25 

2 4.3,5.2 0.3 0.03 0.12 0.15 

3 9.2 0.1 0.02 0.0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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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环节对课程目标成绩权重

（Mj） 
∑ 𝑘𝑖,𝑗
𝑛
𝑖=1 =0.10 0.50 0.40 

 

2. 课程成绩评定方法 

成绩百分制计分，学生课程综合成绩=∑（每个评价方式实际成绩平均值×Mj）。

Mj= 。其中，课堂表现、实验操作、实验报告等评价方式为过

程性评价。 

3.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法 

课程目标（i）达成度= 计

算数据如表H-2。 

表H-2 每项评价方式的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课程目标 i 
课程目标达成权

重 Pi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课堂表现 Ki,1 实验报告 期末考试 

1 0.6 0.05 0.30 0.25 

2 0.3 0.03 0.12 0.15 

3 0.1 0.02 0.08 0.00 

表 H-3 课堂表现评分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80-100 分 观点正确、概念准确、逻辑通顺、层次分明、表达流畅、积极思

考，主动参与。 

70-79 分 观点正确、概念准确、能够提供有效的证据或论证，较积极思

考，能主动参与。 

60-69 分 观点及概念基本正确、能够提供有效的证据或论证，基本能积极

思考和主动参与。 

0-59 分 观点及概念不正确，无法提供解释，不能积极思考和主动参与。 

表H-4 实验报告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关注点 80%-100% 60%-79% 0-59% 

实验预习 

（权重

0.1） 

对实验目的

和原理的熟

悉程度 

完成预习报告，回

答问题正确，实验

方案有创新 

完成预习报告，

回答问题基本正

确，实验方案可

行 

能基本回答

问题正确，

有实验方案 

实验操作

与团队合

作 

（权重

0.45） 

实验态度 
按时参加实验，原

始数据记录完整 

按时参加实验，

原始数据记录基

本完整 

实验迟到，

原始数据记

录不完整 

操作技能 

实验过程熟练，操

作规范，动手能力

强 

实验过程较熟

练，能完成基本

操作 

需在指导下

完成基本操

作 

协作精神 

主动做好分配任

务，并能协助同组

成员 

完成分配任务，

能与小组成员配

合 

被动参与实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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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报告 

（权重

0.45） 

数据分析 

处理能力 

实验数据整理规

范，计算结果正确 

实验数据整理规

范，计算结果基

本正确 

实验数据整

理和结果均

有明显错误 

综合应用 

知识能力 

能综合实验数据分

析规律，结论正确 

结论基本正确，

但缺乏实验数据

综合分析 

结论有错误 

表H-5期末考试评分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90-100 

在闭卷情况下，灵活应用各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分析、解决分析

化学的基本问题；合理、正确运用分析方法，针对实际分析化学问

题分析过程，建立适宜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案开展工程研究 

70-89 

在闭卷情况下，应用各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分析、解决分析化学

的基本问题；正确运用分析方法，针对实际分析化学问题，建立适

宜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案开展工程研究 

60-79 

在闭卷情况下，基本能应用各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分析、解决分

析化学的基本问题；基本正确运用分析方法，针对实际分析化学过

程，建立基本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案开展工程研究 

0-59 

在闭卷情况下，不能应用各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分析、解决分析

化学的基本问题；不能运用分析方法，针对实际分析化学过程，不

能建立基本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案开展工程研究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建议教材： 

邓海山，张建会等.，分析化学实验（第二版），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1，全

国应用型本科院校化学课程统编教材. 

学习资料：李发美等.，分析化学实验指导（第2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8； 

徐家宁，门瑞芝，张寒琦.基础化学实验 上册：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实验（上）.北

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王冬梅.分析化学实验.第 2 版.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 

郭戎，史志祥.分析化学实验.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J 

教学条件 

需求 

专业分析化学实验室、电子天平室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学工作

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5 年 0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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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5 年 2 月 15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5 年 2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