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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课堂)简介

化学热力学是《无机及分析化学》这门基础课程中很重

要的一部分内容，共 6个课时。本章内容引入了状态函数 H、

G 、S等概念，可计算“四大平衡”的平衡常数，判断反应方

向及限度，并从化学反应等温式类推电极反应的等温式，推

导了复杂电极的标准电极电势与其简单电极的标准电极电

势之间的关系，拓展了热力学在现行基础化学教学上的应用

范围，对大学无机化学教学及具价值，对学生后续的物理化

学及材料物理等课程的学习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课堂）教学目标

（一）课堂教学目标

1、能够区分状态与状态函数的概念；

2、能够掌握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基本概念，并学会计算热与

功。

3、能够区分 Qp、△U、△rHm、△rHϴm、△fHϴm、△rSm、

△rSϴm、△Sϴm、△rGm、△rGϴm、△fGϴm的概念



4、能够应用盖斯定律，学会设计热循环，计算出相关的热

力学函数

5、能够书写出标准平衡常数 Kϴ的表达式，解决△rGϴm 与

Kϴ的关系及有关计算；

（二）思政育人目标

1、让学生能够根据所学的知识与个人的价值观相结合，更

好的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讲到

的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2、将帮助学生学有所用，利用本章节的知识，去阐述事物

的相对性和辩证性的必然存在，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

社会的和谐发展奠定一定的基础。

三、课程（课堂）教学设计

（一）设计理念：

本章节的教学设计理念是通过对教学内容的深入理解

和加工， 充分挖掘和凝练教学内容中的思政元素和思政目

标，将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相结合，秉持“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将“立德树人”贯穿课程教学全过

程。在化学热力学中，我们提炼出反应热--火箭燃料，熵增

原理--生命以负熵为生，一切事物的自然发展都是吉布斯自

由能小于零的过程等思政元素，以及所包含的科学精神、民

族自豪感、价值引领等思政目标。

（二）思政育人主题与结合点：

本章节的教学内容与思政思想的主要结合点是吉布斯

自由能（△G）与事物的发展规律。



（三）思政育人融入方式：

首先做好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把课程育人目标、德育元

素、思政点，列入教学设计和课堂讲授的重点内容中，然后

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以学生为中心，以达成教学目标为

导向的可持续发展的学习模式，提倡将传统教学与数字化教

学相结合，利用各自优势，合理混合来更好的进行思政思想

的融入。 混合式教学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并且丰富

了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思政载体等，同时可借助中国大学

慕课网、学习通、雨课堂等进行翻转课堂设计，也可引入时

政新闻、最新的科研进展等使思政思想和教学内容更好的切

入，融合。

（四）实例：举其中一个思政育人主题的教学实施

1、正义与邪恶的热力学内涵

热力学中的吉布斯自由能 G表示在等温等压不做其它功

的条件下，任何事物的自然变化发展，总是朝着自由能减小

的方向进行，即△G<0，也就是说自然界的一切事物的自发

过程都是朝着自由能减小的方向进行。比如水总是朝着势能

减小的方向运动，即水往低处流。同样人性中的自私、贪婪、

懒惰等邪恶特性也是无师自通的自发过程，其热力学本质同

样也是△G<0。

事物是一分为二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坏，也没有绝对

的好。邪恶能存在必有其存在的意义，它的积极意义如同疫

苗一样，激活人们对邪恶事物的免疫能力，让人们在一次次

的痛苦中学会应对灾难或困难的本领，帮助和促使人们实现



自我保护，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同时，由于邪恶的存在，才

能对比和彰显出正义的美好，从而使我们更加珍惜和热爱美

好的正义生活。

正义是非自发的过程，其热力学本质是△G＞0，也就是

说实现正义需投资、教育、惩戒，总之需要外界做功。正所

谓人间正道是沧桑，维护正义是有代价的，甚至需要付出生

命。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从善如登就是△G＞0，从恶如崩

就是△G<0。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同样在维持正义上

也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沿着崎岖小路不断攀登，才能达到

正义的顶峰。

仁爱、奉献、勤奋等都是人们敬仰的正义美德。然而，

它们不会从天而降，要靠艰苦奋斗，不断劳作才能获得。正

如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

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总之，人的一生是辛劳的一生，

是痛苦地追求真理和正义的一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磨练

人，完善人，最终使人成为高尚的人。

2、仁爱与憎恨的热力学意义

热力学过程中的熵变△S 是指体系变化前后混乱度的

差，△S＜0 是混乱度减小，△S＞0 是混乱度增加，自发过

程一般是△S＞0。焓变△H 是指体系变化前后热量的差，△H

＜0 是放热，△H＞0 是吸热，自发过程一般是△H＜0。人类

社会中的爱是亲和力、吸引力；恨是离解力、排斥力。爱的

过程是社会有序化，以及个体向社会释放能量的过程。

①爱的热力学意义



从热力学的理论看，爱的过程就是熵和焓同时减小的过

程，即爱的过程是有序和放热的过程。不论是熵减小，还是

焓减小，爱的结果都是积极的。

爱的熵减小即混乱度降低，有利于事物团结有序和社会

和谐稳定。但是，爱的混乱度降低是非自发过程，非自发过

程需要获取能量才能进行，即我们仁爱品性的养成，需要不

断地花费大量的财力物力进行教育，同时还需要我们自己不

停地刻苦学习和修养。爱的焓减小即释放能量，是我们向外

发光放热的过程，故爱是奉献付出。爱通过奉献付出，实现

了世界的团结有序和和谐稳定。爱的源动力来自焓的减小，

阻力来自熵的减小。爱能否自发进行主要是看焓补偿熵的净

结果是否满足△G<0。当动力大于阻力时，社会和谐，人民

幸福；当动力小于阻力时，社会恐怖，人民悲哀。世界上的

一切积极文化都能让爱自发进行。

②恨的热力学意义

恨的过程是熵和焓同时增大的过程，不论是熵增大，还

是焓增大，其结果都是消极的。恨的焓增加是事物向环境中

吸收、掠夺能量非自发的阻力过程，即恨是索取，是黑暗。

恨的熵增大是事物混乱度增加的离散自发的动力过程，即恨

是动乱无序。恨自发进行需要△G<0，以熵增加来克服焓增

加，即熵补偿焓的过程。世界上的一切消极文化都能让恨自

发进行。

爱和恨是矛盾的两个对立面，是事物运动发展的两个根

本动力，爱和恨在统一中存在，在对立中发展。人性有光明



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即人有仁爱与憎恨、正义与邪恶、

团结与分裂等二重性，所以说，人既是魔鬼也是天使。

四、教学效果

（一）案例开展的意义与价值

本案例对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

爱国主义情怀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对于学生形成科学的辩

证观及科学思维方法的培养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同时，这

对于巩固学生的专业思想和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也有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

（二）主要特色和成效

无机及分析化学是材料化学专业学生的第一门专业基

础课，理论性较强，蕴含的思政内容广、思政元素多，教学

团队成员在进行思政元素挖掘和教学设计后，我们针对教学

重点和难点开展研讨，并在课程教学中选取化学热力学这一

章节进行实践，学生的反馈结果如下，首先思政思想的融入，

改变了学生学习本章节内容的态度，对学生的影响力居首

位，其次是对课堂教学、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积极性的影响，

显而易见，由于思政元素是课堂教学内容的延伸和拓展，采

用了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在本案例中引用了杭州林斌生事

件，经典电影《战争之王》以及最近热播的《功勋》，在很

大程度上活跃了课堂氛围，所以，课堂教学中引入课程思政

案例得到了学生积极、正面的评价。其次，把思政案例与吉

布斯自由能相结合，可以加深学生对△G=△H-T△S 这个公式

的理解，使所学的知识更加融会贯通。最后，在知识传授过



程中传递了正确的价值导向、培养了学生的科学精神和思辨

能力，让学生感受到专业知识中所蕴含的思政理念，体会到

做事先做人的重要性。

五、案例反思

我们在开展课程思政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足，通过调查

发现：学生希望课程思政可以从课堂内延伸到课堂外，更加

丰富师生互动，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思政载体 ；希望课程

思政不仅仅局限于教材，既包含时事热点，又包含专业知识。

因此，课程政案例的选择与设计需要教师的甄别与筛选，同

时也需要契合学生的心理需求与认同，做到素材丰富、形式

多样化、“以生为本”才能够更好地服务教学，提高教学质

量和效果，让课程思政的效果落地生根。另外，要想自觉、

自然地将课程思政元素融入教学中，教师必须具备广博的知

识、活跃的思维和高尚的品德。要实现思政案例的有机融合，

教师还应该在专业知识层次、学科发展前沿和教育教学理论

等方面不断学习，充实、提高自己。如何立足学校办学定位、

突出材料化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特色、针对学生思想实际，精

选思政素材，特别是发掘校本思政教育资源，科学地对教学

内容进行设计，灵活有效地选择教学方法，将课程思政落到

实处，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摸索、实践和研究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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