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机及分析化学》课程标准 

一、课程基本信息 

执笔人： 陈凌  陈一飞  编写日期：  2017年 4月  审定单位：              

课程名称 无机及分析化学 

课程代码 21400410515 课程类型 理论+实践 

总学时数 96 理论教

学学时 
48 

课内实践 

教学学时 
48 

课外实践

教学学时 
0 

学  分 6 

开课单位 农业与环境分院   

适用专业 环境保护、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畜牧兽医 

教学团队及任

职任课要求 

本课程的主讲教师为学院专任教师，教学团队由学院专任教师和行业企

业兼职教师组成，根据专业人才培养需要，学院专任教师和行业企业兼职教

师发挥各自优势，分工协作，课程教学设计主要由专任教师完成，涉及到的

有关知识点就具有相应高技能水平的行业企业兼职教师完成。 

先修课程  

适用教材 
1.吕述萍，陶柏秋编，《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8 

2. 吕述萍编.《无机及分析化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8  

主要教学 

参考书 

1．贾之慎.无机及分析化学[M].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9. 

2．吴小琴,陈燕清,周韦,等.无机及分析化学[M].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 

3. 严新,徐茂蓉.无机及分析化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4．张立庆,李菊清,俞远志,等.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M].浙江大学出版

社,2011.  

5．杜志坚,吴瑛.无机及分析化学[M].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 

6. 吕述萍.无机及分析化学[M].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 

考核方式 理论+技能 

课程简介 

（课程内容，

课程在专业课

程体系中的地

位及作用等） 

《无机及分析化学》根据无机化学与分析化学两门课程联系紧密的特点，

将无机体系和分析体系进行有机融合，既继承了《无机化学》理论知识的系

统性，又突出了《分析化学》实际操作的应用性，减少了教学中的重复和脱

节现象，有利于教与学。本课程涵盖了目前高等院校无机化学与分析化学的

主要内容：用热力学、动力学的知识揭示无机反应的方向和历程；把最新的

量子力学成就作为阐述元素和化合物性质的理论基础，从而拓展到重要元素

及其化合物的组成、结构、性质和变化规律；运用溶液中四大平衡（酸碱平

衡、沉淀-溶解平衡、配位离解平衡和氧化还原平衡）原理进行滴定分析确

定物质中各组分的含量。无机化学与化学分析为农业与环境分院的专业基础

课，面向畜牧、动检、食品、环境等专业的学生，其任务是为后续 4 门专

业基础课（有机化学、仪器分析、环境化学、生物化学）奠定基础。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BC%D6%D6%AE%C9%F7_1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D6%D0%B9%FA%C5%A9%D2%B5%B4%F3%D1%A7%B3%F6%B0%E6%C9%E7_1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CE%E2%D0%A1%C7%D9_1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B3%C2%D1%E0%C7%E5_1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D6%DC%CE%A4_1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BB%AF%D1%A7%B9%A4%D2%B5%B3%F6%B0%E6%C9%E7_1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D1%CF%D0%C2_1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D0%EC%C3%AF%C8%D8_1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B1%B1%BE%A9%B4%F3%D1%A7%B3%F6%B0%E6%C9%E7_1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B6%C5%D6%BE%BC%E1_1
http://www.dangdang.com/author/%CE%E2%E7%F8_1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BB%AA%B6%AB%C0%ED%B9%A4%B4%F3%D1%A7%B3%F6%B0%E6%C9%E7_1


 

课程负责人简

介 

课程负责人：陈一飞、陈凌，都是资深副教授，主讲课程过《无极及分

析化学》、《有机化学》、《食品生物化学》等相关课程。 

二、课程性质 

无机及分析化学是高职食品专业、环境保护专业等有关专业必修的第一门化

学基础课。它是培养上述几类专业应用型人才的整体知识结构及能力结构的重要

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后继化学课程的基础。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课堂讲授，并与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课程密切结合，

使学生掌握物质结构的基础理论，化学反应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掌握结构、平

衡、性质与应用的知识与联系，培养学生运用无机及分析化学的理论去解决一般

无机及分析化学问题的能力，具有选择正确的分析化学测试方法、正确判断表达

分析测试结果的能力，为解决生产与科学研究的实际问题打下基础，并通过本课

程的教学逐步建立严格的“量”的概念，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严谨的治学

态度、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其逐步具备科技人员应有

的科学素质。 

三、课程设计思路 

根据高职教育的特点，将课程的知识体系进行了优化组合，构建无机及分析

化学教学新体系。第一，突破了以往传统的讲授顺序，在保持知识相对完整的基

础上，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优化组合。例如以无机的四大平衡理论为切入点，以分

析化学实验为主线，系统介绍无机及分析化学的基本知识和相关理论（如酸碱平

衡理论、沉淀反应、配位反应、氧化还原反应和四大滴定法等）。这种对教学内

容的处理方法，符合学生的学习规律，有利于刚刚进入大学阶段学习的学生在思

维习惯、分析与归纳能力上有较大提升。第二，将无机化学理论和分析实验有机

地融为一体。对分析化学实验基本知识、基本操作进行了优化组合，精选了十四

个实验，可以比较系统、全面地训练学生的基本操作技能。 



 

四、课程目标 

1 知识目标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课堂讲授，并与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课程密切结合，

使学生掌握物质结构的基础理论，化学反应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掌握结构、平

衡、性质与应用的知识与联系，培养学生运用无机及分析化学的理论去解决一般

无机及分析化学问题的能力，具有选择正确的分析化学测试方法、正确判断表达

分析测试结果的能力，为解决生产与科学研究的实际问题打下基础，并通过本课

程的教学逐步建立严格的“量”的概念，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严谨的治学

态度、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其逐步具备科技人员应有

的科学素质。 

2 能力目标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获得无机化学重要的有关无机化合物的感性认

识，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应用无机及分析化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学习

并熟练掌握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的基本操作技能和方法，正确使用分析化学实

验中的各种常见仪器；学习并掌握有效数字的读取、运算、作图、列表、误差

分析等数据处理方法，培养学生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良好的实验

素养以及对问题的观察、分析、判断和解决的能力。 

五、课程内容与要求 

1 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序

号 

教

学

内

容 

相关知识点 能力目标 
教学活动 

设计 

建议

学时 

1 

  

物

质

及

其

变

化 

热力学基本概念，热力学第一

定律，热化学，化学反应的方

向。 

1) 掌握体系、环境、

状态、状态函数、过程

和途径的概念； 

2) 熟悉热力学第一定

律； 

3) 熟悉化学反应的热

效应。 

（1）课前。

教 师课前

通 过资源

库 平台创

建课程、协

4 



 

2 

化

学

反

应

速

率

和

化

学

平

衡 

反应速率、碰撞理论、活化能、

质量作用定律、影响化学反应

速率的因素。可逆反应、平衡

常数 KP 与 KC，有关平衡的计

算。多重平衡规则，化学平衡

的移动。 

1) 掌握平有关衡常数

的计算； 

2) 应用 Le Chatelirt 原

理判断化学平衡移动的

方向； 

3) 学会在水浴中进行

恒温操作； 

4) 掌握平有关衡常数

的计算。 

作备课、重

组课程；发

布 课前预

习任务、测

验、互动交

流，可以即

时 掌握学

生 的学习

情况，实时

调 整授课

内容。学生

登 录资源

库 平台领

取任务，进

行 线上自

主学习、并

完 成线上

测验。教师

针 对学生

课 前预习

情 况对每

个 学生进

行评价，实

现 个性化

指导。 

（2）课中。

教 师发布

考 勤二维

码，学生通

过 扫描二

维 码进行

课程鉴到。

课 上学生

交 流探讨

4 

3 

原

子

结

构

与

元

素

周

期

律 

原子结构理论发展的背

景。玻尔氢原子模型，氢原子

光谱与能级的概念。微观粒子

的波粒二象性、电子云的概念。

核外电子的运动状态，四个量

子数，波函数，│ψ│
2
的物理

意义，s、p、d 轨道电子云的分

布形状。多电子原子结构。屏

蔽效应、钻穿效应的概念。核

外电子排布，能量最低原理、

保里原理、洪特规则。核外电

子层结构与周期表的关系。电

离能、电子亲合能、电负性、

原子半径等的周期性变化规

律。 

1) 能用四个量子数对

核外电子运动状态的描

述 

2) 掌握原子核外电子

排布的一般规律及主族

元素、过渡元素价电子

结构的特征。 

3) 知道 s、p、d 原子

轨道的形状和方向。 

4) 能用杂化轨道理论

（sp、sp2 、sp3）解释

分子构型。 

4 

4 

化

学

键

与

物

质

结

构 

化学键的概念及类型。离子键

理论。共价键理论及类型。价

键理论要点、杂化轨道理论要

点、分子轨道理论要点。键参

数（包括键级、键能、键长、

键角、键的极性）。分子的磁性、

分子的极性的概念。偶极矩。

分子间力与氢键。离子极化理

论。 

1) 能区别离子键与共

价键，分子的极性与键

的极性； 

2) 理解分子间力对物

质性质的影响； 

3) 了解晶胞、晶系的

基本概念和晶体的基本

类型； 

4) 掌握金属晶体和离

子晶体的堆积模型；质

点间的相互作用即金属

键、离子键、晶格能。 

5) 了解分子晶体和原

子晶体。 

6 

5 

分

析

化

学

概

分析化学的定义、分类、任务和

作用，分析化学的发展、现状

和展望，定量分析过程和分析

方法，滴定分析概述：滴定分

析对化学反应的要求和滴定方

1) 具有配制标准溶液

的能力：直接法，间接

法； 

2) 能进行滴定分析法

的有关计算； 

6 



 

述 式；基准物质和标准溶液；基

本计算。 

测量误差的表征，误差的来源和

分类，系统误差和随机误差频

率分布、正态分布、随机误差

的区间概率，测量精密度的表

征：极差、平均偏差、标准差(s

和)；平均值的标准差(s x 和

x )；总体均值的置信区间：已

知求的置信区间；从 s 求的

置信区间；显著性检验，异常

值的检验；减小分析误差的方

法；有效数字的定义；有效数

字的修约和运算规则。 

3) 正确的应用有效数

字及其计算。 

4) 能进行异常值的检

验； 

5) 会应用减小分析误

差的方法：减小测量误

差，消除系统误差，增

加平行测定次数； 

6) 能进行有效数字的

修约和运算； 

7) 在分析操作中能正

确地应用有效数字。 

课 前预习

情况，提出

问题，教师

根 据讨论

总结问题，

针 对学生

课 前预习

存 在的问

题、重点难

点 内容进

行 讲授或

组织讨论，

补充学习。

学 生参与

讨论，通过

平 台与教

师互动，提

出问题，完

成 在线测

验；通过标

注、拍照、

录音、录像

等 方式记

录笔记，并

上传笔记；

扫 描交互

式 数字教

材 的二维

码 反复观

看资源，通

过 平台与

教 师交流

互动。教师

针 对学生

6 

酸

碱

平

衡

和

酸

碱

滴

定

法 

酸碱理论及酸碱共轭关系；一

元酸碱和多元酸碱各形式的摩

尔分数及分布图；一元弱酸

（碱）溶液；两性物质及弱酸

弱碱混合溶液；多元酸（碱）

溶液；弱酸及其共轭碱混合溶

液；强酸(碱)溶液；缓冲容量及

缓冲范围；酸碱滴定法；酸碱

指示剂：指示剂的作用原理、

变色区间；影响指示剂变色区

的因素；常用酸碱指示剂；混

合酸碱指示剂强酸（碱）和一

元弱酸（碱）滴定曲线；酸碱

标准溶液的配制及标定。 

1) 掌握酸、碱溶液的

PH值计算，酸碱滴定法

的应用。 

2) 能进行酸碱标准溶

液的配制及标定； 

3) 在分析滴定中能消

除C02在酸碱滴定中的

影响； 

4) 具有选择正确的滴

定方法的能力。 

8 

7 

重

量

沉

淀

法

和

沉

淀

滴

定

法 

溶度积原理，溶度积常数

KSP，溶度积常数与溶解度（s）

的换算。溶度积规则，沉淀的

生成、溶解与转化。沉淀反应

的应用。 

1) 应用溶度积规则判

断沉淀的生成与溶解。 

2) 会进行KSP与S的换

算。 

3)  

4 

8 

配

位

平

掌握配位化合物的定义、

组成、命名和分类。掌握配位

化合物的价键理论，掌握配位

平衡和配位平衡常数的意义及

1) 了解配合物的基本

概念和配合物的价键理

论； 

2) 会计算配位平衡的

6 



 

衡

和

平

衡

滴

定

法 

其有关计算，理解配位平衡的

移动及与其它平衡的关系。了

解螯合物形成的条件和特殊稳

定性。了解 EDTA与金属离子形

成的螯合物的特征。了解酸度

对配位反应的影响和酸效应系

数的含义；掌握条件稳定常数

的概念及其计算。掌握金属离

子能被准确滴定的条件；会使

用酸效应曲线选择滴定的酸度

条件。了解金属指示剂的应用，

了解提高配位滴定的选择性方

法。掌握配位滴定的应用。 

组成和酸度的选择及提

高滴定选择性的方法； 

3) 掌握配位滴定分析

方法的原理、滴定曲线、

滴定的可行性； 

4) 掌握配位滴定分析

方法的应用和滴定结果

的计算方法。 

操 作进行

分析，实现

个 性化指

导。 

（3）课后。

教 师课后

推送任务、

发 布成绩

及 进行教

学反思。学

生 进行在

线讨论、反

思等。教师

进行讨论、

点 评、归

纳，并对学

生观点、创

新 大力支

持。  

 

9 

氧

化

还

原

反

应

和

氧

化

还

原

滴

定

法 

氧化还原反应的特点；条件

电位及决定条件电位的因素(盐

效应，酸效应，络合效应，生

成沉淀的影响)；氧化还原反应

平衡常数及进行的程度。氧化

还原滴定：氧化还原滴定曲线；

氧化还原滴定中的指示剂；氧

化还原滴定前的预处理。氧化

还原滴定结果的计算。常用氧

化还原滴定法的原理、特点及

应用：高锰酸钾法；重铬酸钾

法；碘量法；溴酸钾法；铈量

法。 

1) 会进行氧化还原平

衡、电极电势等有关计

算； 

2) 熟练进行高锰酸钾

法、重铬酸钾法和碘量

法滴定； 

3) 能正确选择氧化还

原滴定分析方法； 

4) 会氧化还原滴定结

果的计算。 

4 

10 

吸

光

光

度

法 

 

物质对光的选择性吸收；光

吸收的基本定律；比色法和吸

光光度法及其仪器；显色反应 

；影响显色反应的因素 

；测量波长和吸光度范围的选

择；参比溶液的选择；标准曲

线的绘制 

 

掌握物质对光的选择性

吸收；光吸收的基本定

律； 

会操作比色法和吸光光

度法及其仪器；能进行

测定物质的浓度，会绘

制标准曲线。 

2 

合计 48 

 

2 单项能力项目设计表 

序

号 

能力训练

项目名称 

拟实现的目标 相关知识要求 可展示的结

果 

教学活动 

设计 

1 

分 析

天平基本

操作及称

1、掌握半自动电光

分析天平的构造和

使用方法。 

熟悉分析天平

的构造、性能及使

用方法；通过练习

分 析 天

平的正确使

用 

（1）课前教

师通过平台

创建课程、重



 

量练习 2、学会零点调节、

直接法、差减法、

指定重量称量法等

操作方法。 

3、掌握电子天平的

使用方法  

熟练掌握直接称量

法、固定质量法和

递减法的称量操作

技术；培养准确、

整齐、简明地记录

实验原始数据的习

惯。 

组课程，发布

预习测验、分

组任务、互动

交流、消息推

送等活动。教

师备课时，可

以将实训设

备关键操作

点、实训设备

关键点安全

操作规范、使

用方法、操作

步骤、任务领

取、任务提交

等生成二维

码，贴在实训

设备附近。学

生登录教学

平台领取实

训任务、完成

在线测、资源

下载、任务提

交、交流互动

等活动。 

（2）课中学

生在实训现

场按照分组

二维码领取

小组实训任

务，明确实训

目标并按照

实训步骤开

始实训，学生

在实训过程

中，如遇不明

之处，可通过

手机扫码调

出有针对性

的数字资源

与实操视频、

动画等，边做

边学，完成后

通过手机提

2 

滴 定

分析基本

操作及基

本操作练

习 

1、掌握常见容量仪

器的使用与操作。 

2、了解并掌握滴定

管、移液管、容量

瓶的校准方法。 

器皿的洗涤、

酸式滴定管的反扣

法、滴定的基本操

作、半滴溶液的加

入。 

滴 定

管、移液管、

容量瓶的正

确使用。 

3 

氢 氧

化钠溶液

的标定 

1. 掌握 NaOH标准

溶液的配制和标定

方法。 

2. 了解酸碱指示

剂的变色原理，会

正确地判断终点和

处理分析结果。 

1. 碱式滴定管的

使用方法。 

2. 酚酞指示剂的

使用和终点变化。 

3. 用基准物质标

定标准溶液浓度。 

酚酞指示剂

的使用和终

点的判断。 

 

4 

盐 酸

标准溶液

的标定 

1. 掌握 HCl 标准

溶液的配制和标定

方法。 

2. 了解酸碱指示

剂的变色原理，会

正确地判断终点和

处理分析结果。 

1. 酸式滴定管的

使用方法。 

2. 溴甲酚绿 -甲

基红剂指示剂的

使用和终点变化。 

3. 用基准物质标

定标准溶液浓度。 

溴甲酚绿-甲

基红剂指示

剂的使用和

终点的判断。 

5 

食 用

白 醋 中

HAC 浓度

的测定 

掌握白醋中 HAC浓

度的测定原理和方

法及指示剂的选

择。 

指示剂的选

择。 

食品中酸度

的测定。 

6 

工 业

纯碱总碱

度的测定 

1. 了解双指示剂

的使用及其优点； 

2. 理解双指示剂

法测定碱液中

NaOH 和 Na2CO3

含量的原理； 

3. 掌握用移液管

移取定量溶液的

正确操作方法。 

用强碱滴定二元弱

碱的滴定过程、突

跃范围及指示剂的

选择。 

双指示

剂法测定混

合碱液的原

理及应用。 

7 

氯 化

物中 Cl
-
的

测定（莫

尔法） 

1. 掌握沉淀滴定

法中莫尔法的原

理及方法。  

2. 准 确 判 断

K2CrO4 作指示剂

1. 0.1mol·L-1 

AgNO3标准溶液的

配制  

2. 试样分析。 

学会莫

尔法测定食

品中氯的含

量。 



 

的滴定终点。   交实训成果

及报告。学生

通过平台可

以下载讲义

及扩展资源、

进行笔记标

注、随堂测

验、互动问答

以及课题评

价等活动。教

师通过平台

追踪学生的

学习行为，使

教师即时掌

握学生个体

学习进程、效

果与反馈。 

（3）课

后教师课后

推送任务、发

布成绩及进

行教学反思。

学生进行在

线讨论、反

思、提交实训

报告等。教师

进行讨论、点

评、归纳，并

对学生观点、 

8 

EDTA

标准溶液

的配制和

标定 

1. 掌握 EDTA标准

溶液的配制与标定

方法，掌握标定原

理。 

2. 了解缓冲溶液

的作用。 

3. 了解容量瓶和

移液管的使用方

法。 

4. 了解 K-B 指示

基的使用条件和终

点变化情况。 

配位滴定的特点；

pH 值对配位滴定

的影响。 

会配制

和标定 EDTA

标准溶液。 

9 

自 来

水总硬度

的测定 

1.学习络合滴定法

的原理和应用 

2 进一步学习和掌

握配位滴定的方法

和操作 

水的硬度的测

定原理；铬黑 T和

钙指示剂的使用及

特点。 

会测定

水的硬度。 

10 

高 锰

酸钾标准

溶液的配

制和标定 

1. 掌 握 用

Na2C2O4 基准试剂

标定高锰酸钾的原

理、方法和滴定条

件。 

2. 了解高锰酸钾

标准溶液的配制和

标定方法。  

1. KMnO4 标 准

溶液的配制（约

0.02mol·L-1） 

2. KMnO4 溶 液

浓度的标定。 

掌握高锰酸

钾标准溶液

的配制、保

存和标定方

法。  

11 

过 氧

化氢含量

的测定 

1. 掌 握 

0.1mol∙L-1 ； 

KMnO4 溶 液 的

配制方法； 

2. 掌 握 用 

Na2C2O4 基准物

质标定  KMnO4 

的条件； 

3. 注 意 用 

KMnO4 标准溶液

滴定  H2O2 溶液

时，滴定速度控

制。 

1. 配制

0.02mol/L 

KMnO4 溶液。 

2. 用 Na2C2O4

标定 KMnO4溶

液。 

3. H2O2 含量的

测定。 

会测定

H2O2 含量。 

12 

Na2S2

O3 标准溶

液的配制

和标定 

1. 掌握 Na2S2O3

溶液的配制方法。 

2. 掌 握 标 定

Na2S2O3 溶液浓度

的原理和方法。 

间接碘量法的

原理；氧化还原滴

定的特点；吸附指

示剂的使用和特

点。 

会配制

和标定 

Na2S2O3标准

溶液。 



 

 

3.综合项目设计表 

序号 综合项目名称 学时 教学要求 备注 

1 

食品中铜含量的测定 

4 

1.了解吸附指示剂的特

点及使用； 

2.理解氧化还原滴定的

特点； 

3.掌握碘量法测定铜含

量的原理和方法。 

间接碘量法的

原理；氧化还原滴

定的特点；吸附指

示剂和 KSCN 的加

入时间和加入量以

及终点的判断。 

六、课程考核与成绩评定 

考核方式：理论+技能 

计分制：百分制。 

总评成绩构成：平时考核（40）％；中期考核（10）％；期末考核（50）％。 

平时成绩构成：考勤（5）％；作业（15）％；预习与项目（20）%。 

 

 组成部分 评分项目 权重（%） 备注 

总评成绩 

 

平时成绩 课堂教学 1. 考勤 20 5  

2. 作业 15  

单项与综

合项目 

1. 预习 20 5  

2.项目 15  

考试成绩 期中 60 10  

期末 50  

七、教学实施建议 

1 教学方法建议 

本课程为大一学生的第一门专业基础课。课程的基本理论部分采用进行系统

讲授。讲课的内容要注意内容的系统性和逻辑的严密性。讲课时要求做到概念准

确，重点突出，板书清楚，层次清晰，条理分明，并能承前启后，适当介绍实际

13 

维 生

素 B2的含

量测定 

掌握 VB2 的最大吸

收波长进行测定 

掌握分光光度计的

使用，并会对数据

进行处理 

溶液配制、稀

释、定容；曲线的

绘制，计算 

分光光

度计的使用 



 

应用的科研与工程实例。 

本课程的教学形式采用 CAI课件与黑板讲授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合理运用问

题教学或项目教学的教学方法。每次课都确定一个或几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

围绕“问题”展开教学。每一章都进行复习与总结。 

课内研讨内容由教师结合教学内容糅合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可以分散在教学

过程中进行） 

具体研讨式教学的主题： 

（1）误差理论、实验数据处理在科研中的应用； 

（2）利用项目实验数据计算化学反应速率，建立速率方程； 

（3）酸碱平衡应用实例讨论（混合碱的分析与计算）； 

（4）沉淀理论的应用实例讨论（结合硫酸亚铁铵的制备进行沉淀技术分析）； 

（5）氧化还原滴定法的应用实例讨论（结合实验课程对 Cu2+的分析测定进

行讨论）； 

（6）物质结构理论的应用实例讨论（分子空间构型的讨论）； 

（7）配位滴定条件的分析与总结。 

八、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 

本课程专任教师具有高等学校教师任职资格、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6

个月以上行业企业工作的经历和中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兼职教师在行业企业相

应工作岗位工作 5 年以上、具有工程师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技师以上职业资格。

校内有无机及分析化学实训室，实验设施和设备能满足分析化学的教学要求。本

课程为校级精品课，有课程网站，根据学科和技术的发展不断完善信息化教学资

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