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材料物理化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开课学院： 材料科学不工程学院                     制作人：林明 

课程名称 材料物理化学 授课对象所属与业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课程类型 与业课程 开课年级 大二年级 

课程性质 与业必修课 课程总学时 32 

 

一、课程简介 

物理化学是以物理的原理和实验技术为基础，研究化学体系的性质和行为，

发现幵建立化学体系中特殊规律的学科。随着科学的迅速发展和各门学科之间的

相互渗透，物理化学不物理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多的互相

重叠的新领域，从而丌断地派生出许多新的分支学科，如物理有机化学、生物物

理化学、化学物理学等。物理化学还不许多非化学的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冶

金过程物理化学、海洋物理化学。一般公认的物理化学的研究内容大致可以概括

为三个方面：（1）化学体系的宏观平衡性质；（2）化学体系的微观结构和性质；

（3）化学体系的动态性质。物理学和数学的成就，加上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

为物理化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领域。由亍丌再局限亍方程的解析解，数值方法的

应用，为材料科学不技术的研究增添了新的理论武器，幵丏更加接近工程实际。 

二、案例基本信息 

1.案例名称：严谨细致，追求卓越——水的三相点温度测定 

 2.对应章节：第一章第二节 

3.课程讲次：第 3 讲 

三、案例教学目标 

教育学生在学习或工作中要严谨而细致，周密而灵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

条件，创造性地发挥自己聪明才智，以获得最为精确的结果。 

四、案例主要内容 



“能量丌能凭空出现”当作是思政育人的元素，为学生全面讲解“自力更生

不艰苦奋斗”的相关精神，一方面指导学生深入了解到并福生活是通过努力奋斗

而得来。另一方面要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才有可能把事情

做好。 

五、案例教学设计 

1、教学环境及资源准备 

采用多媒体的现代化教学手段并配合板书的授课方式。准备好教材、教学大

纲、授课计划和教案。采用的教材是：物理化学简明教材（第四版），印永嘉等

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8。 

2、教学设计 

教学过程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及 

资源准备 

一、开始上课 同学们好，现在开始上课！ 
停止说话，准备

上课 

用洪亮的声音

吸引学生的注

意力，让学生

尽快进入上课

状态 

二、导入新课 

（15分钟） 

1、 提问：热力学的概念，即热力学是

研究什么的？ 

热力学是研究能量相互转换过程中所应

遵循的规律的学科。 

学生思考，积极

回应 

 以提问的方式

来调动学生的

积极性，导入

新课，激发学

生对新课的好

奇心。提高学

生的学习兴

趣，主动参与

到学习中来。 

2、 提问，学生思考：能量的存在形式？

能量从哪里来？ 

属于开放型问题。从这个问题引出

热力学第一定律。能量可以是机械能、

热能、电磁能等，能量可以从一种形式

转化成另一种形式。 

学生认真听讲、 

作答，并积极回

应老师 

 

4、提问：什么是热力学第一定律。 

  同学们根据自己的认识来表述，留下

悬念，指出本节课的内容就是带领大家

去学习、理解热力学第一定律。 

学生举手回答

问题，老师给予

点评。 



三、新课讲授 

（60分钟） 

1、有关气体知识的复习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 

(1) 什么叫状态方程：能够表示某物质

p,V,T 之间 

相互关系的方程式叫做该物质的状态方

程。 

(2) 理想气体状态方程：pV=nRT 

(3) 摩尔气体常数 R= 8.314 J·K
-1

·mol
-1

 

 

2、 说明热力学的研究对象。 

（1）研究化学过程及与化学过程密切相

关的物理过程中的能量效应。 

（2）判断某热力学过程在一定条件下能

够进行、物质稳定性、产物的产量等。 

 

3、热力学中的几个基本概念 

（1）系统和环境。（2）状态和状态性质。 

（3）过程和途径。（4）热力学平衡。 

 

4、能量守恒—热力学第一定律 

（本节将进行课程思政内容教育） 

采取事件导入的方法： 

多媒体播放一个永动机设计案例。 

提问：历史上进行了哪些制造永动机的

故事，同学们可以查阅资料，举手描述

其过程（1～2个案例）。 

提问：这些永动机为什么都失败了？ 

紧接着让同门们看教材中第九页的最后

这句话：“能量不能无中生有，亦不能无

形消灭”，它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

种形式。将“永动机”的案例和“能量

不能凭空出现”当作思政育人的元素，

进行相关教育如下： 

一方面，根据永动机的定义：永动

机是一种不需要外界输入能量或者只需

要一个初始能量就可以永远做功的机

器。因此给我们如下启发：即幸福生活

是通过努力奋斗而得来，不是等靠要就

能获得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另一方面说明我们要尊重自然规

律，按科学要求办事，不要一味蛮干，

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

性才有可能把事情做好。 

5、根据热力学第一定律的经典表述，总

学生认真听讲

并思考； 

 

 

 

 

 

 

 

学生认真记忆

并理解 

 

 

 

 

学生认真记忆

并理解 

 

 

 

 

 

 

 

 

学生查阅资料，

回答问题。 

认真听取老师

关于课程思政

的相关讲述，从

思想上认同。 

 

 

 

 

 

 

 

 

 

 

 

 

 

 

在 教学 过程

中，自然地引

入思政教育元

素。以学生为

主题，以前学

过的知识都让

学 生自 行回

答，巩固旧知，

引入新知，学

生积极配合，

用 自制 的教

具，直观的展

示 在学 生面

前，让学生更

容易接受抽象

图形的特点，

提 高学 习效

果。对学生的

正确回给予表

扬，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做

课后习题，及

时巩固新知，

让学生学到的

知识运用到实

际中。 



结热力学第一定律。 

  不供给能量而可以连续不断对外做功

的机器叫作第一类永动机。无数事实表

明，第一类永动机不可能存在。这种表

述只是定性的, 不能定量的主要原因是

测量热和功所用的单位不同，它们之间

没有一定的当量关系。 

总结热力学第一定律：能量守恒的原

理就是热力学第一定律。 

5、热力学能（内能）的概念 

热力学能：除整体动能、整体势能以外

的系统中一切形式的能量(如分子的平

动能、转动能、振动能、电子运动能及

原子核内的能等)。 

6、功和热的概念 

功和热是系统和环境之间交换能量的仅

有两种形式 

定义：由于系统和环境之间的温度差而

造成的能量传递叫作“热”；除热以外，

在系统和环境之间其它形式的能量传递

统称为“功”。 

7、热力学第一定律的数学表达式 

对于密闭系统： 

ΔU=Q＋W 

或  dU=Q＋W  

8、体积功：因系统体积变化而引起的系

统与环境间交换的功称为体积功。 

体积功计算公式:
W p dV  外  

9、可逆过程 

系统恢复原状的同时，环境也恢复原状，

没有留下任何永久性的变化，这样的过

程叫做可逆过程。 

理想气体等温可逆膨胀 V1→V2，为何称

作可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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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学生提问：

还有哪些形式

的热力学能？ 

 

 

 

学生认真记忆

并理解 

 

 

 

 

需要学生理解、

记忆并掌握。 

 

 

需记忆，并配合

例题练习。 

 

 

 

需理解，在老师

PPT讲述的过程

中记忆可逆过

程的主要特点。 

 

 

 

 

 

 

 

其逆过程 V2→V1，p 外=p+dp 



四、巩固新课 

    课堂小结

布置作业 

（10分钟） 

 在 25℃时，2molH2 的体积为 15dm
3，

此气体(1)在定温条件下(即始态和终态

的温度相同），反抗外压为 105Pa 时．膨

胀到体积为 50dm
3；(2)在定温下，可逆

膨胀到体积为 50dm
3。试计算两种膨胀

过程的功。 

 

课件中布置课后作业。 

学生积极配合，

认真标记作业

题目 

对本课的总结

可以及时的帮

助学生对主要

讲授内容进行

梳理，对学生

的学习起巩固

的作用。 

布 置课 后作

业，加强训练，

加深本课学习

的知识印象，

有利于提高学

生把学到的知

识运用到实际

解题中的能力 

五、思政教学效

果调查 

（5分钟） 

在学习通上发布提问：关于第一类永动

机的设计或者热力学第一定律，多同学

们在思想上还有哪些启发？ 

学生在学习通

上回答问题 

启发学生，思

想升华。 



3、教学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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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反思 

通过本案例教学，增强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激发了同学们科学报国的热情，

学生的课堂参不度和对新知识的接受程度普遍得以提高。但是案例教学内容的引

入稍显突兀，还需进一步改进。 

 

复习知识点 

组织课堂 

  问答法 事件式导入 

讲解新课 

  讲授法   演示法 

  本堂小结 

  布置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