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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设计思想

新课程改革强调学生是主体，课堂的重点在培养和发展学

生的思维能力。让学生自主探索，主动求知，在接受知识的同时

尝试、探究、发现，主动地参与课堂学习活动，学会交流，学会合

作。在《气体摩尔体积>中，我以教师提出问题，学生思考，教师

引导的方法，在一系列严密的推理，讨论中完成教学任务。

2教学目标

2．1知识与技能：使学生了解气体体积大小与温度和压强

的关系。了解气体摩尔体积的概念

2．2过程与方法：通过启发，讨论，归纳，应用的过程，培养

学生分析，推理，总结的能力

2．3情感与态度：引导学生逐步树立“透过现象，抓住本

质”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观点。激发学生严谨务实，循序渐进，

探索真理的科学态度

3教学策略

3．1 课堂主线。这节课以物质体积的不同引入决定物质

体积的影响因素再到影响气体体积的因素。从而引出气体摩尔

体积的概念。这不同于典型的化学实验课，它建立在学生的感

性和理性两方面对事物的认识上，训练学生空间想象能力和逻

辑推理能力。

3．2重点难点的突破。气体摩尔体积的概念既是本节课

的重点又是本节课的难点，我是这样设计的；

首先组织学生计算l tool不同物质的体积，在此基础上配以

实物教具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然后启发学生思考：为什么

lmol固体、液体体积各不相同，而气体大致一样呢?引导学生

透过事物的现象去认识本质，通过学生阅读课本自学及讨论得

出结论，这也是为让学生熟悉教材，运用教材。最后在这些知识

的铺垫下，一摩尔气体的体积即气体摩尔体积的概念就自然而

然的生成了。

另外这节课还有一个难点就是阿伏加德罗定律的直观理

解。阿伏加德罗定律近年来教材和大纲上都不做重点要求。有

教师把它单独拉出来作为一节课来讲，我觉得大可不必。但它

作为这节课的最后一句话出现在教材上我觉得有必要让学生从

同温同压下，气体摩尔体积相等来理解这句话，而且能很顺利的

推导出气体体积与物质的量成正比。

3．3教学设备的运用。这节课在教学设备上用到了多媒

体和气体摩尔体积模具。模具可以让学生对ltool气体体积有

比较直观的认识。而多媒体的使用使整个课程更加条例，简洁，

重点分明，同时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

4教学过程

课堂引入上一节我们学习了物质的量、摩尔及摩尔质量等

之间的关系，了解了n、N、m之间的换算。这就把微观粒子与宏

观质量联系在了一起。但是如果是气态物质，无论在实验室还

是生产中使用的都是它的体积而不是质量。那么物质的量与气

体体积之间有什么关系呢?1tool气体占据的体积有多大呢?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要学习的内容。

板书第二节气体摩尔体积

教师提问大家想一想，计算物质的体积，需要知道那些物理

量?这是一个没有悬念的问题，学生都会回答：质量和密度。

教师活动那么，现在我们根据这三者问的关系完成下列表

格及讨论

投影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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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 物质的量(reel) 质量(g) 密度(E·cm一3) 悼覆(cm3)

Fe l 7．8

^l I 2．7

H20(浪) l 1．0

H2S04 I 1．B3

裹二(裹中所列气体的密度均在O℃、101 kPa下测定l

体飘) 物质的量(m01) 质量(g) 密度(g·L一1)

H2 1 O．0899

02 1 1．429

C02 l 1．977

讨论：1tool不同的固体液体和气体物质，体积有什么规律?

学生活动分成七个组，每组计算一组数据

教师活动每组提问一个同学说出他的答案，让学生分析总

结完成讨论

得出结论1．1mol不同固体，液体的体积是不相同的。

2．1mol气体体积在0℃、101 kPa下约为22．4L。

教具展示1mol气体体积(22．4L)模型

教师讲述ltool不同固体，液体的体积是不相同的，这我们

能理解，但是1mol气体体积大致相等就难以想象了，物质的体

积究竟是由什么来决定呢?

带着问题，学生已经开始了思考，于是我就指导学生通过学

习教材来探寻答案

学生活动阅读教材P。——P。页内容，完成以下几个问题
投影1．决定物质体积的因素有哪些7

．2．决定固体，液体体积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3．决定气体体积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4．气体分子间的平均距离受哪些条件影响?

5．为什么Imol任何气体在同温同压下体积约相等呢?

这些问题层层深入，学生在阅读中跟着问题，解决问题，完

成知识的建构。

教师讲述通过分析发现，在物质的量为Imol时，决定气体

体积的主要因素是气体分子间的平均距离，它受温度和压强的

影响。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强下，分子之间的距离可以看作是相

等的，因此lmol气体的体积是一定的。

板书一、气体摩尔体积

1．定义：单位物质的量的气体所占的体积叫做气体摩尔

体积

学生讨论决定因素和影响因素

2．决定因素：气体分子问的平均距离

3．影响因素：温度和压强

4．与体积的关系：Vm=V／n

5．单位：L／tool和m3／mol

教师讲述我们在表2中计算出的22．4 L就是在一定的温

度和压强下测定的。也就是0。C、101 kPa，即标准状况。

6．标准状况下，1tool任何气体的体积都约为22．4L

教师引导谈谈大家对P．7上面一段最后一句话的理解

7．在相同的温度和压强下，相同体积的任何气体都含有相

同数目的分子。

引导同温同压，Vm相同，V相等时，n相等，N也相等

最后可推出同温同压下。VI／V2=nl／n2=N1／N2

投影，练习：判断下列叙述是否正确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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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准状况下，Imol任何物质的体积都约为22．4L

2．22．4L的02一定含有6．02·10。个0：

3．气体的摩尔体积为22．4L／tool

4．只有在标准状况下，lmo]任何气体的体积才是22．4L

5．1molH，0在标况下的体积约为22．4L
6．22．4L气体所含分子数一定大于11．2L气体所含分子数

7．同温同压下，同体积的0：和H2含有相同数目的原子

练习题由学生回答，教师重点讲解，师生共同完成

答案l一6错，7对

小结决定气体体积的因素是分子间的平均距离，，它受温

度和压强的影响。所以说只要提到气体体积，就应该先考虑条

件。气体摩尔体积数值上等于lmol气体的体积。在标准状况

下，它等于22．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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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工科院校生产实习质量的思考
易弋邓冬梅容元平

(f-西工学院广西柳州545006)

【摘要】 本文分析了当前开展生产实习教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就实习基地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以及开展仿真实习等方面
探讨了提高生产实习质量的方法。

【关键字】 生产实习；实践教学；创新能力；仿真

生产实习是高等工科院校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节之一，是

实现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途径，是学生从学校走

向社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过渡阶段[1]。通过生产实习，学生

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的结合起来，不但能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还

能让学生对工厂的实际生产有充分的了解，对培养学生的实践

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起着不可

忽视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高校的扩招，使得传

统的生产实习方式面临着许多新的困难，直接影响到生产实习

的教学效果。近年来，工科院校的生产实习问题，已成为高等教

育研究与讨论的热点。因此，探索一种新的以培养学生创新意

识与实践能力为目的生产实习模式，提高实习教学质量是实践

教学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口J。

1改变传统观念．明确生产实习的重要性

受中国传统教育的影响，绝大多数学生甚至有部分教师都

存在着一种“重理论轻实践”的陈旧观念"1。他们认为实践课

只是理论课的一个附属课程，实践课的开设不过是走走过场而

已，没有必要去认真对待。试想如果连学生自己都不重视，纵然

有再好的老师，再好的企业，再好的实习指导手册，学生在实习

中怎么可能认真去完成教师所规定的任务，怎么可能达到教学

大纲的要求。因此，要提高生产实习的教学质量，最首要的问题

就是要强调实习的重要性，让学生明白实践课和理论课一样的

重要，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理论课，是培养动手能力、创新能力、

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必要的环节，对提高就业竞争力是至关重

要的。只有让学生深刻的认识到实习的霞要性，才能为后面具

体工作的开展打好基础，开好头。这一点要是没有做到，其他方

面的工作做的再好，实习教学的效果也很难大幅度提高。

2加强校企联系。建立稳定的实习基地

建立相对稳定的生产实习基地，是保证实习质量的前提条

件。国有企业和学校在人才培养与分配方面密切关联、相互配

合，甚至学校在招生方面也有所照顾。企业能够兼顾经济效益

与社会效益，愿意接受高校学生实习，并给予相应的人力物力支

持，实习时学生可以跟班、定岗地完成实习任务H o。随着市场

经济体制及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企业脱离了政府，被推向

市场，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由国家“包分配”的历史一去不回，企

业与高校原来那种系统内的供需关系被淡化。在市场经济的环

境下，企业的生存发展以经济利益为根本，学生实习在短时间内

不会给企业带来利润，国家在学生实习方面又没有相应的政策

支持，因此大部分企业不愿意接受学生的实习。此外，一些企业

的生产(主要是生物、化工类的企业)是在高温、高压、易燃、易

爆的环境下进行，安全隐患较严重，企业为了保证生产的安全，

也不太欢迎学生的实习。近年来，随着高校的扩招，学生人数极

具增长，也给实习单位带来了麻烦。企业难找，是当前工科院校

生产实习教学所面临的最大困难，不要说以前那种跟班、顶岗的

实习，就是能联系到企业接受学生的参观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针对以上情况，工科院校应当主动出击，积极开展与企业的

联系和交流，力争建立长期稳定的实习基地。高校各专业可以

根据自身的特点和优势，重点联系专业领域内的几家企业，针对

企业实际生产中所存在的问题，组织相关老师进行攻关，帮组企

业解决一些生产问题。也可以根据企业的发展需求，和企业联

合申报一些科研项目，利用高校科研能力强的优势，为企业的发

展做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同时加强技术合作和成果转化，真正的

做到产学研结合。也可外聘企业的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定

期为学生举办讲座或讲授一些与实际生产相关的课程，一方面

可以加强与企业的联系，另一方面一线技术人员的生产经验更

有利于学生了解企业，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通过努力，学校

和企业能够逐步形成持久的利益驱动，达到资源共享、互利互惠

的目的，从而建立长期稳定的生产实习基地。

3增加生产实习经费投入

充足的生产实习经费是提高实习教学质量的有力保障。在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物价指数也上涨了不少，但实习教

学的经费增加不多。而学生数最在成倍增长，使得实习教学经费

相对地大幅度下降，FI益“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实习经

费欠缺已成为广大工科院校所面l临的严重问题。要解决这一问

题，首先就要加强经费使用的管理和监督，增加经费开支的透明

度，把每一分钱都用到刀刃上，做到“节流”。再一个就是要集

思广益，多方面的筹措实习经费，如申请学校的支持，学生个人

承担一部分，争取企业赞助，从学科、专业建设费和教师的科研

经费中支出部分，从而做到“开源”。只有“节流”和“开源”都

做到了，做好了。我们才能保证有充足的经费来满足生产实习的

需要。

4加强指导教师队伍的建设

指导教师是保证生产实习效果、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条

件¨J。实习教学工作的特点要求指导教师不仅要具有一定的

理论知识，还应对工厂有深入的了解，有丰富的生产经验。目

前，国内工科院校的实习指导教师有年轻化的趋势。大多数青

年教师从学校毕业后就进入高校任教，很少有机会进入到生产

一线，理论知识很丰富，但生产经验和实践能力匮乏。由他们来

指导学生实习，很难达到预期的要求。因此有必要加强青年教

师的工程实践训练，比如通过以老带新，专业培训，深入企业等

方式来加深他们对工厂的了解，提高实习指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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