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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统计系综 

一、教学基本情况 

授课单元 统计系综 授课班级 22级化工专业硕士研究生 

课程名称 《高等化工热力学》 授课学时 2学时 

授课地点 线上教学平台 授课形式 
线上（腾讯会议+QQ群@在

线辅导+SPOC） 

参考教材 
1. 高光华 高等化工热力学，清华大学出版社. 

2. Stanley I. Sandle. Aspen Plus热力学计算简明教程.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大学. 

二、教学分析 

内容分析 

本次课教学内容为高等化工热力学课程最重要的内容。首先回顾前期内容热力学的研究方法，

指出化工热力学的局限性；同时采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方式润入思政元素，如Heisenberg

人物履历。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坚持不懈的工匠精神。在“问题驱动与思政牵引”的基础上，强

调本部分内容——统计热力学，了解统计热力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统计热力学的基本任务和玻

兹曼分布定律。引出系统理论，正则系综的分配系数，引导学生扎实学习基础化工热力学知识为

高等化工热力学新知奠定坚实基础。 

学情分析 

学习基础 

本课程的教学主体是研究生新生，基于生源多样及层次一般等特点，同时有的学

生对热力学基础缺乏认知、有的对选课教学体系不熟或由导师的推荐、有的学生

集中一致倾向性等原因而选课；结合调查问卷显示多数学生选择该专业看中的是

当前研究方向和就业领域。因此，通过客观分析学生的知识和综合素质，进行学

情分析。 

存在问题 

1. 本部分内容涉及物理化学、化工热力学、结构化学的内容，特别是结构化学很

多学生并未学过； 

2. “思政”的嵌入方式是关键点。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 了解化工热力学的局限性； 

2. 掌握系综理论研究的内容； 

3. 熟悉专业发展方向，树立专业自信心。 

能力目标 
1. 能够正确理解课程内容； 

2. 能够对于配分函数的推导有逻辑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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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目标 
1.培养学生专业素质； 

2.结合“思政”设计，培养学生职业素养，提升专业自信心。 

教学重点 统计热力学的研究方法及内容 

教学难点 配分函数的本质及作用 

三、教学策略 

教学方法 

思政激励教学法：通过人物履历呈现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坚持不懈的工匠精神，激发学生兴趣。 

任务驱动教学法：教师布置任务，师生研讨、练习、实习作业等方式完成教学任务。 

小组合作探究法：以小组为单位实施任务，通过制定计划、讨论研究、分组实施等学习活动中，

获得知识技能及丰富的情感体验。组内取长补短、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信息化 

手段 

 

       

QQ直播                   教学视频                        泛雅平台   

教学资源 

 

         
 

教学PPT                                  课程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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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四、教学实施过程 

课 前 预 习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教与学活动 

技术手段 设计意图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课前准备 

1. 明确课程

教学内容和

目标； 

2. 自主学习

泛雅平台中

化工热力学

的基础知识，

并进行评价、

提问、笔记、

纠错； 

3. 完成自

主学习内

容相关测

试题。 

 

 

1. 课前整理制作课件，收集

视频、微课、案例等，上传

至QQ群或SPOC平台，发布

课前学习任务； 

2. 检查学生登录SPOC平台

学习的情况，并通过微信、

QQ等提醒学生完成相关任

务； 

3. 结合学生在任务一学习情

况进行分组； 

4. 分析课前任务相关数据

，适时调整教学设计。 

1. 登录SPOC

平台，查看课

前学习任务； 

2. 自主学习所

有线上资源，

并进行评价、

提问、笔记、

纠错； 

3. 课程讨论区

提出问题并讨

论 

QQ 群或

SPOC 平台 

 

1. 依托教学资源

库，使用泛雅平台

和QQ群发布课前

学习任务，方便快

捷，师生可以随时

随地交流互动； 

2. 小组合作完成任

务，提升学生团队

合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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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中 学 习 

(100min) 

 

教学环节 

(用时) 

0 

教学内容 
教与学活动 

技术手段 设计意图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课程导入 

5min 

1. 课程前续

要求告知； 

2. 本次课课

前任务点评； 

3. 新课导

入。 

1.【点评课前】点评课前测试

完成情况，引导学生关注自

己较薄弱的知识点； 

2.【导入新课】以课程名称解

释引入本次课程内容。 

 

1.【听取点评】

听 取 教 师 点

评，反思自己

课前任务完成

情况，关注自

己较为薄弱的

知识点。 

腾讯会议

/QQ 群 

点评课前任务， 引

导学生关注自己较

为薄弱的知识点，

在后续环节有针对

性地加强学习。 

环节一： 

知统计 

懂内涵 

30min 

1.热力学的

研究方法； 

2.经典热力

学的局限性； 

3.统计热力

学。 

1.【温故导入】热力学的研究

方法 

 
2.【思政激励】 

。 

1.【思考问题】

思考问题，激

发对课程的兴

趣； 

2.【听取讲解】

认真听取教师

讲解的要点，

并做好记录； 

 

 

 

腾 讯 会 议

/QQ群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提高学生课堂

参与程度，了解化

学工程的发展史，

为学习相关新知做

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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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一： 

知统计 

懂内涵 

30min 

1.热力学的

研究方法； 

2.经典热力

学的局限性； 

3.统计热力

学。 

3. 【思政润入】将微观能级

和宏观量联系起来。 

4. 【对比讲解】统计热力学

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统计热

力学的基本任务；微观和宏

观状态；离子各运动形式及

能级分布。 

3.【思考讨论

】针对教师

提出的问题

，思考热力

学的重要性

。 

4.【听取讲解】

听取讲解、领

会精神。 

 

腾 讯 会 议

/QQ群 

提高学习兴趣、培

养专业自信心。 

 

环节二： 

探局限 

引新知 

50 min 

1. 化工热力

基本方程； 

2. 化工热力

学内容； 

3. Maxwell

关系式. 

1.【启发讲解】玻兹曼分布定

律? 

 
2.【PPT展示】系综理论。 

 

 
3.【思政激励】波尔兹曼。 

 
4.【PPT展示】正则系综的分

配系数。 

 
5.【发布任务】推导公式？ 

1.【思考记录】

认真听取教师

讲解环境管理

的内容，思考

并积极回答教

师 提 出 的 问

题； 

2.【完成任务】

按照分组，代

表回答问题。 

3.【讨论提问】

遇到问题首先

进 行 组 内 讨

论，解决不了

的问题及时向

教师提出，确

保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任务。 

 

腾 讯 会 议

/QQ 群 

 

1. 以启发式讲解方

式，引导学生由点

及面主动思考，帮

助学生建立专业和

课程认同感，激发

学习主动性。 

2.学生在理论学习

的基础上，以小组

形式在了解的新知

点上进行自主探究

学习，并通过讲解

强化解决教学重

点。 

3. 作为新时代的大

学生，要学会自力

更生，坚持不懈，

艰苦奋斗，方能创

造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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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三： 

开讨论 

汇新知 

15 min 

1.学生有问

题提问题； 

2.教师总结。 

1.【解答问题】对于学生仍然

存在的问题进行解答； 

2.【教师点评】对本节课做总

结。 

1.【提出问题】

对于仍然存在

的问题提出？ 

2.【听取点评】

认真听取教师

总结。 

腾讯会议

/QQ群 

提问题，提高每位

学生的课堂参与

度。 

 

课 后 巩 固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教与学活动 

技术手段 设计意图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巩固加强 

拓展提升 

1.课后作业

巩固加强； 

2.课后任务

拓展提升。 

1.【布置作业】在QQ课堂布

置课后作业； 

2.【布置任务】布置小组任务：

查阅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1.【完成作业】

在群课堂完成

课后作业，查

缺补漏，巩固

加强； 

 

QQ 群课

堂 

1. 巩固加强本次课

内容； 

2. 培养信息检索能

力，增强专业自信

心。 

 

五、教学效果与反思 

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覆盖课前、课中、课后各环节，评价方式结合线上与线下、主观与客观，评

价主体包括教师与学生，多元化的课程考核实现对学生的知识、技能、素养进行全方位的

评价。学生能够实时了解自己的成绩与表现，教师也能够及时把握学生的学习情况。 

考核 

环节 

所占 

比重 
考核内容 考核模式 

课前 10% 
1. 课前测试 

2. 化工专业的重要性 
教师评价 

课中 30% 

1. 环节三 小组汇报（10%） 教师评价 

2. 课堂测试（20%） 小组互评 

课后 60% 
1. 课后作业 

2. 课后小组任务完成情况 

平台评分+教师

评价 
 

教学特色 

（1）课程提前演练，帮助同学们梳理用到的学习资料和学习平台： 

（2）每堂课程都有课程设计。 

（3）每堂课程润入思政：润入“思政元素”构建契合基于国家“双万计划”一流专业建

设和OBE理念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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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与管理成效 

1、线上教学师生出镜情况，任课教师需加强线上课堂管控力度，关注学生的学习

状态； 

   
线上出镜、课堂不定时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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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课堂笔记检查 

2、师生间的互动交流情况，任课教师需掌握学生的学习感受，及时优化授课方案

，提升教学效果； 

  

 
师生间的互动交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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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学习感受 

 

优化授课方案：由于网络授课弊端很多，特别是和学生的交流就像是网络的3G时代

。因此，本教学增大了学生接收新知识的时间，让学生能够“现学惠学”。 

 
3、认真学习新的课程标准，用新的思想，新的理念改进自己的课堂教学，努力向

课堂教学要效益。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采用探究式、讨论式或交谈式方法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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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反思 

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教学总结和反思 

一、上课方式 

本次课教学内容为高等化工热力学课程最重要的内容。首先回顾前期内容热力学的研

究方法，指出化工热力学的局限性；同时采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方式润入思政元

素，如 Heisenberg人物履历。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坚持不懈的工匠精神。在“问题驱动

与思政牵引”的基础上，强调本部分内容——统计热力学，了解统计热力学的研究对象和

方法、统计热力学的基本任务和玻兹曼分布定律。引出系统理论，正则系综的分配系数，

引导学生扎实学习基础化工热力学知识为高等化工热力学新知奠定坚实基础。 

二、课堂效率 

课堂，是以学生为主的课堂。我们采取的教学方式、方法，都要以提高学生兴趣，吸

引注意力为目的；另外，合理安排教学内容，从而达到高效、优质的课堂效果。 

三、教学改进 

认真学习新的课程标准，用新的思想，新的理念改进自己的课堂教学，努力向课堂

教学要效益。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采用探究式、讨论式或交谈式方法教学。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