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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简介（300 字左右）

《材料物理化学》是金属材料工程专业的学科专业必修课程，主要是运用物

理和数学的有关理论与方法，从物理现象与化学现象的联系入手，研究物质化学

运动的普遍规律，因此又叫“理论化学”。材料物理化学是材料学科的理论基础，

在材料科学领域有广泛应用，因此材料物理化学课程对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提高

科学素质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人才培养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本课程的任务是学习化学热力学、电化学、化学动力学、表面化学的基本知

识、原理和方法，初步掌握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分析实际问题。热力学无处不

在，如空调与冰箱的制冷系统，电器加热系统，保温系统等都属于热力学研究范

围；电解工业、化学电源、金属防腐、环境保护等都需要电化学的相关知识。只

有学好材料物理化学，才能从本质上理解化学运动；只有从理论上解释化学现象，

才能更系统、更深刻地掌握化学规律。学习材料物理化学，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

的自然观，掌握科学的方法论。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废旧电池的危害及回收

2.对应章节：5.4 原电池设计与电池电动势测定的应用

3.课程讲次：第 15 讲



三、案例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

1.能根据化学反应设计原电池。

2.了解电池的分类及其特点。

思政目标：

1.认识到化学电源与环境污染的关系。

2.建立垃圾分类意识。

3.增强专业认同感，培养社会使命感。

四、案例主要内容

1.由第五章电化学 5.4 原电池设计与电池电动是测定的应用引入，介绍化学

电源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认识到电池中重金属元素对环境污染的危害。

2.介绍我国垃圾分类现状，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五、案例教学设计

讲 次 第 35 讲 学 时 1 学时

授课内容
5.4 原电池设计与电池电动势测定的

应用
教学方式 多元化教学

学习目标

知识目标 掌握原电池结构，了解电池电动势概念与化学电源分类。

能力目标 识记能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辅助学习的能力。

素质目标 科研精神；辩证思维；环保意识；社会责任感。

教学重点
1. 分析原电池结构，了解化学电源潜在环境危害。
2. 化学电源种类与实例的识记。

教学难点 1. 不同种类化学电源的识记与应用举例。

教学方法
和手段

案例分析、引导式学习、设置问答环节（生讲师评）



实践环节

1.课前回顾（5 分钟）：原电池结构的组成部分与电极反应

2.问题导入（5 分钟）：为什么要回收废电池？电池应投入哪类垃圾

箱？课堂举例若干废旧电池类型，分析电池组成成分与结构，通过了

解大量电池构造，提高学生的理解、分析能力。

3.介绍化学电源的三个分类及其特点（15 分钟）：化学电源的种类分

类：一次电池；二次电池；连续电池。讲解过程中辅以电池结构的实

物与图片展示，加深理解电池结构与构造。引导学生相互讨论电池中

每一部位的作用，通过团队协作共同解决问题，让学生认识到团队的

重要性，培养他们在未来工作中与他人协作、共同发展的能力。（思

政目标：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分析化学电源可能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与成因（15 分钟）：介绍电

池处理不当可能带来的危害，如：重金属危害带来的土壤和水体污染，

干电池焚烧造成的大气污染以及相关的原理。介绍日本水俣病事件等

重金属污染事件案例。（思政目标：培养环保意识，激发社会责任感。）



实践环节

5.教师总结、讲述（5 分钟）：分析我国目前垃圾分类现状：随着我国

电池消费总量的不断攀升，人们生活生产越来越便利的同时，也给环

境和人类健康带来了隐患与威胁。作为当代大学生，不仅应勇于担当，

建立自身的垃圾分类意识，以专业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号召身边人

一同爱惜、保护环境，还要辩证地看待新科学技术对生活、生产的影

响，正确认识科技发展的重要性。（思政目标：培养学生的科研精神；

以辩证思维看待新技术。）

课后作业：

1.学习通布置作业：常见的化学电源主要可分为哪几类？列举出一例

每类化学电源的产品实例。

2.教师批阅作业，从完成情况评价知识目标、思政目标的达成情况。

作业与拓
展提升

六、教学反思

废旧电池可能会严重破坏我们的环境。通过丰富的思政案例，让同学们能从

专业的角度更清楚地、全面地认识到化学电源处理不当带来的危害，从而在知识

体系上树立环境保护和垃圾分类的意识，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避免

此类大型灾害的再次发生，保证自身安全，保护自然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