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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简介（300 字左右）

《普通化学》是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学科基础必修课程，是衔接高中化学和

后续《物理化学》、《材料化学基础》及其它专业课程的基础，本课程从化学视角

阐述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及应用的相互关系及变化规律。

本课程采用课堂教学、自主学习、案例研讨、任务驱动等方式教学。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化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理解材料设计、

合成、应用的一般性化学规律，培养从化学角度表述、分析和解决材料科学与工

程问题的能力，为学生学习后续课程及新理论、新技术奠定必要的基础。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水资源治理的中国行动——水的净化与废水处理

2.对应章节：3.4 水的净化与废水处理

3.课程讲次：第 14 讲

三、案例教学目标

1.教学目标：

1.了解水处理的三个分级

2.掌握四种废水常用化学处理法的原理。

2.思政目标：

1.培养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2.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定理想信念。



四、案例主要内容

1. 由水溶液化学 3.4 水的净化与废水处理引入，介绍我国水资源现状，认

识到我国当前水资源总量大但人均量少的基本国情，建立自觉保护水资源的生态

文明意识。

一级处理：物理处理法

二级处理：生物处理法（微生物代谢）

三级处理：化学反应法、离子交换法、反渗透法、臭氧氧化法、活性炭吸附

法、氯化法

2. 通过对党中央在水资源治理方面一系列的举措和成果的学习，使学生深

入认识到大规模治水和下好水污染防治“一盘棋”的重要性和优越性，从而认识

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定理想信念。



3. 水环境生态保护，人人有责，通过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的号召，培养学



生的生态文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五、案例教学设计

1.教学实施过程

①内容导入：

水是一种宝贵的自然资源，是人类生活、动植物生长和工农业生产不可缺少

的物质，在饮用、使用、排放之前，都需进行净化处理。（1 分钟）

②知识讲授：

水处理的分级。（2 分钟）

废水常用化学处理方法：介绍四种常用的化学处理方法及相关原理。1.混凝

法；2.化学法；3.离子交换法；4.电渗析法和反渗透法。（20 分钟）

中国的水资源现状：介绍我国水总量大但人均少的水资源现状，并展示水资

源危机的几个表现，引起学生对水资源保护与治理的重视与思考（2 分钟）

水资源治理的中国行动：介绍我国自建国以来的一系列水资源治理政策，着

重介绍大规模治水的举措及成果。使学生认识到党中央在水资源治理方面的大国

担当以及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和力度，从而意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8 分钟）

③启发讨论：

从自身出发，哪些举措能够有效保护水环境？（2 分钟）

2.教学方法

（1）教学形式选择

在讲授废水常用处理方法知识点的过程中穿插知识点中与生活相关的废水

污水处理案例，并抛出问题与学生开展讨论，帮助学生更好的探索问题，自主的

融入到学习中。

（2）现代信息技术应用

通过使用多媒体教学工具、在线互动平台等将学习内容以更生动、直观的方

式呈现给学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印象 ，提高学习的积

极性。



六、教学反思

在讲解水的净化与废水处理的原理后自然融入我国水资源的基本国情以及

党中央在水资源治理方面的举措和成果，能够吸引大多数学生的兴趣与共鸣，深

入的认识到大规模治水和下好水污染防治“一盘棋”的重要性和优越性，并建立

生态文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取得良好的思政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