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课程/课堂名称： 分析化学/高锰酸钾法

案例类别（划勾）：课程〔 〕 课堂〔 √ 〕

主讲教师： 高小丽 职称： 助教

所 在 系： 化学化工系

授课专业：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一、课堂简介

《高锰酸钾法》选自《分析化学》教材第五章《氧化还

原滴定法》，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氧化还原滴定法，它融合了

无机化学的基础知识，结合滴定分析概论，从高锰酸钾溶液

的基本原理出发到高锰酸钾标准溶液的配制与标定再到实

际应用，依据高锰酸钾在不同条件下氧化能力的差异及不同

的滴定方式对其进行分析应用，基本理论和实践应用相辅相

成，为学生自己分析判断研究设计实验方案提供思路，并对

后续相关内容及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

二、课堂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目标

1、区分在不同的酸性条件下高锰酸根的氧化能力是不

同的；

2、可以自己设定条件配制并标定高锰酸钾标准溶液；

3、评价高锰酸钾实际应用案例中的优缺点。



（二）思政育人目标

1、引导学生既能尊重基本理论，又会辩证的分析应用，

建立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2、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情感观，在不

同的场合办好自己的角色，明白自己的使命；

3、培养学生对于实际问题能分析敢质疑会创新的能力。

三、课堂教学设计

（一）设计理念

本堂课的教学设计理念是以培养会学习、具有高度科学

文化素养和人文素养的人为最终教学目标，以独立评价设计

实验方案为阶段目标，通过高锰酸钾的应用案例分析引导学

生掌握高锰酸钾的基本理论，创设教学情境，将“高锰酸钾”

生活化，使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学习，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

（二）思政育人主题与结合点

1、通过不同酸性条件下高锰酸根氧化能力的不同让学

生明白自己承担的不同角色“学生”“子女”“公民”’，

在学校要以学习为主，尊重师长关爱同学；在家要孝敬父母

关心长辈，承担力所能及的家务；在外活动则要遵守法律与

道德的约束，承担公民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2、高锰酸钾的标定条件非常严格，要满足“三度二剂

一点”，引导学生实事求是的分析问题，把握好适度原则，

明白过犹不及。

（三）思政育人融入方式

1、课前——以时政热点“环保”引出问题



2、课中——将辩证唯物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融入教

学

3、课后——用家国情怀强化认知

（四）实例

《高锰酸钾法》

教学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思政设计

课

前

准

备

1、学习通布置作业带着问题

预习：

①了解高酸酸钾物理化学性质

及在不同酸性条件下的半电池

反应；

②为什么一般要在强酸性介质

中进行反应并用硫酸控制其酸

度？

③标定 KMnO4时的滴定条件

应注意什么？

④按照滴定方式的不同归纳

KMnO4的主要应用？

2、以小组为单位查找与

KMnO4应用相关的文献；

1、做 好 预

习；

2、分小组查

阅资料，由组

长负责组内

协调和任务

指导

1、高锰酸钾在
水质净化及废水
处理中作水处理
剂，以氧化硫化
氢、酚、铁、锰
和有机、无机等
多种污染物，突
出“环保”是每
个公民的责任和
义务；
2、在不同的“角
色”中做好自己，
明白辩证统一的
道理。

检

查

预

习

抽查学生的预习结果，理清本

堂课的教学思路

学生回答问

题，对难点提

出疑问

不同物质反应的

实验条件是不同

的，只要在规定

的实验条件下才

能生成产物，让

学生明白具体问

题应当具体分

析，把握好适度

原则

小

结

预

1、概述（半反应和反应条件）

2、KMnO4标准溶液的配制及

标定“三度两剂一点”

学生汇总预

习结果，结合

学过的知识



课

堂

活

动

习 3、应用 点，分析标定

KMnO4时的

滴定条件的

控制

案

例

分

析

根据小组的文献调研，每个小

组汇报一个关于 KMnO4应用

的案例，其他小组针对案例中

的问题进行提问

小组汇报分

析每一个案

例的实验方

案：

1、直接滴定

法的案例

2、返滴定法

的案例

3、间接滴定

法的案例

案例要从生活中

挖掘，将化学生

活化，如消毒常

用的双氧水中

H2O2 含量的测

定、补钙制剂中

钙含量的测定等

都 离 不 开

KMnO4，把化学

与生活、健康结

合在一起，增加

学生对化学知识

的理解性及对生

活的热爱，同时

小组汇报分析培

养学生的合作精

神和探索意识

课

堂

小

结

1、知识点小结

(一) 概述

1、半电池反应

强酸： 2
2

24 Mn /MnO4
MnO 8 5 4 O E 1.51VeH Mn H +

- q-+ +
-+ + = + =

弱酸、中性、弱碱：

2
24 2 Mn /MnOO4

MnO 4 3e MnO 2 O E 0.59VH H- - q+
-+ + = + =

强碱： 2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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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应条件：强酸，用 H2SO4

（二）KMnO4标准溶液的配制及标定（视频展现）

配制：间接配制法



标定反应：

2MnO4- + 5C2O42- + 16H+ = 2Mn2+ + 10CO2↑+ 8H2O

标定条件：三度二剂一点

（三）应用

（1）直接滴定法

（2）返滴定法

（3）间接滴定法

2、将小组的汇报案例进行分析评价；

3、对每个小组的作业完成情况进行点评。

思

政

元

素

1、通过实验视频展现具体的配制标定过程增加学生的感性

认识，培养学生的科研精神；

2、引导学生标定实验条件的探索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

是科学家在摸索大量的实验条件后得出的结论，即任何理论的形

成都需要反复实践；

3、化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实验过程必须严谨，实验

结果需实事求是，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课

后

探

究

知

识

拓

展

1、比较测定化学需氧量时

KMnO4和 K2Cr2O7法的不同；

2、KMnO4测定有机物是在强

碱性条件下，具体的实验条件

如何控制。

学生通过课

后研读教材

查阅资料及

做实验查找

答案

拓展学生的知

识，增强学生的

阅读兴趣，鼓励

学生小组合作，

培养科研兴趣和

团队合作能力

作

业

布

置

1、学习通平台的测验；

2、预习重铬酸钾法的相关内

容

四、教学效果

（一）案例开展的意义与价值

21 世纪，中国进入了工业、商业、信息和科学教育的大



发展期，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有相应的精神文明建设与之协

调，但当前社会多元化交织渗透，对大学生有着广泛影响，

因此，对大学生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其坚定正

确的政治立场、增强责任意识、增长学业能力是高校的责任。

毛泽东曾经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在

高校专业课进行思政教育是思政专业课程教育的补充，是把

学科资源、专业资源和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运营官。《高

锰酸钾法》结合高锰酸钾的性质让学生清楚自己肩负的社会

责任及使命，要把学习专业文化知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融合在一起，在学习过程中培养团队合作、科研素养、家国

情怀。

（二）主要特色和成效（学生感悟同行评价等）

【学生 A】通过不同酸性条件下高锰酸钾氧化能力的不

同，我们更加清楚了自己的使命感，当好“学生”的同时也

要当好“孩子”，要学习也要参加活动，全面发展自己。

【学生 B】通过高锰酸钾标定时滴定条件的分析使我们

对成语中“过犹不及”“适可而止”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同行】专业知识深入浅出，课程思政恰到好处，更加

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

五、案例反思

在专业课当中开展课程思政，要求教师团队不仅有扎实

的专业基础知识，还必须广泛阅读各种各样的资料，了解名

人事迹，熟悉事实政治，与此同时对思政课程的基础知识有

所了解，这样才能将思政元素融入分析化学的教学案例，以



润物无声的方式渗透给学生，让学生明白其中蕴含的哲学思

想。在教学设计过程中，从教学大纲入手，从培养目标到教

学活动的实施，都需要综合把握，合理安排思政元素的引入，

避免思政案例的重复穿插，借助多媒体教学平台及翻转课堂

让学生参与进来，将课程思政与专业知识融合，对教师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不断的学习培训，做好团队的分工

配合，上好每一堂课。

知识的学习是现代教师需具备的基本要素，除此之外还

需必须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因为教师的一言一行都会对

学生产生影响，是学生的榜样、典范，“近朱则赤，近墨者

黑”，让学生潜移默化感受优秀文化的熏陶，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价值观。

在今后的教学中，还需注意“思政案例”的选择与取舍，

以及与专业知识的融合度，把握好分寸和比例，不能让学生

感觉到是上“思政课”，也不能让学生对枯燥的专业知识产

生反感和抵触，精心设计课堂，让学生做教学活动的主体，

积极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中，提升《分析化学》课程的

德育引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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