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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化学教学质量也有了很大进步。

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和需求，并结合先进的教学模式，将分析化学

在教学过程中的实用性和专业性。本文主要从化学教学改革角度出发，

阐述了化学教学改革的模式，论述了化学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改革，

叙述了化学分析教学中知识点树结构图设计，讨论了分析化学教学中知

识点的树结构实践情况，并从不同角度进行详细分析，从而为分析化学

教学中知识点的树结构设计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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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了更好地梳理知识，体现知识的整体性、系统性，将所学

化学知识内容以“知识树”的形式呈现给同学们，或让学生们画
知识树，是较好的复习方法。“知识树”本质上就是一个层级式
知识图，它是将所有相关知识间的因果关系或从属关系的知识框
架，用形象直观的“知识树”来梳理知识结构是一种很有效的学
习方法，有了正确的学习方法，学生能从中体会知识间的联系，
提高学习效率。 

1 分析化学教学改革探究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培养学生创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下面的几个方
面我们需要调整，第一，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动员学生的主动性。
在分析化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注重教授一些相关问题及其解决
方案。注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科学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合理安排
个人学习活动。在教学过程中，形成良好的氛围，善于积极思考，
敢于质疑，积极探索和进取。第二，培养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
的创新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现代教育的核心问题之一。
教师自身创新意识水平将直接影响学生创新意识的进一步形成。
因此，要培养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要求教师转变
教育思想，观念和行为，努力提高创新教育的意识。教师应善于
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
能力。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发挥自己的创意。这对开拓
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非常有益。第三，加强课堂讨
论，将学生融入课堂教学。教师应善于与学生讨论和研究，同时
讲授课堂气氛。教师在分析化学的历史和发展以及现状的各个方
面都更加全面，简单和有趣。添加一些学生感兴趣的内容，例如
世界上的重大事件，相关的材料信息内容等，以便全班可以讨论
分析化学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指导学生在课堂上积极思考，扎实
理解关键知识点，提高学生学习分析化学的兴趣。调动他们学习
的积极性。 

2 化学分析教学中知识点结构图设计分析 
2.1 不同章节部分知识点树结构分析 
不同的章节在设计知识点树结构图过程中可以依照二级子

中心来实施，比如针对“误差和数据统计处理”相关内容，主要
对误差的统计处理方法、分析数据的记录、计算公式、规律和特
点、来源、概念等进行介绍，从而实施知识点树结构图的设计，
其中第一层为误差和数据统计处理，第二层包括四个部分，第一
部分为数据记录，并延伸出有效数字、定义以及运算规则，第二
部分为误差概念和计算，并延伸出误差和偏差，其中误差进一步
延伸出系统误差、偶尔误差、绝对误差以及准确度，而偏差主要
引出平均值的标准偏差、标准偏差、总体标准偏差、算数平均偏
差，最后延伸出精密度和重复性以及再现性。第三部分为数据统
计处理，分别延伸出置信度和置信空间，并涉及 t 分布、标准正
态分布以及正态分布，而数据取舍涉及四倍法、G 检验法以及 Q
检验法，第四部分为结果误差讨论，延伸出显著性检验，并涉及
一组数据与标准值间 r 法和两组数据之间 F 法 t 法。 

2.2 化学分析部分总体知识点机构图分析 

分析化学在实施教学过程中，基础的化学分析整体内容主要
涉及以下几方面，分别有重量法、滴定分析法、误差和数据统计
处理以及式样的采集与制备，四个部分主要以误差为重点对象，
比如式样的采集与制备这一内容中涉及的采样误差和采集理论
与误差之间存在一定关联性，而误差与数据统计处理相关内容主
要是对误差的计算、特点以及概念实施介绍，其中滴定分析部分
主要设计两部分，分别为滴定分析技术和四大平衡原理，在处理
教材过程中同样是以误差为中心，对平衡常数实施有效介绍，从
而对滴定反应是否完善以及是否会产生方法误差的重要参数进
行有效反映，从而根据影响终点误差因素和确定滴定终点实施有
效分析，最后将滴定误差公式推理出来。在重量法内容主要对沉
淀法实施教学，该方法在实施过程中主要设计两个步骤，第一个
步骤为定量分离，第二步骤为准确称量，从而有效防止出现误差
或尽可能减少误差，其中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分别为沉淀条件的
选择、沉淀的玷污以及沉淀形成的过程，比如以《分析化学》为
依据分析总体知识树结构图。知识树结构图的第一主体为化学分
析法--误差，然后分别包括重量分析法、滴定分析法、样品采集
与制备，其中重量分析法主要包括沉淀条件的选择、沉淀的玷污、
沉淀形成过程、溶解度、溶度积常数以及沉淀反应要求，滴定分
析法主要包括滴定误差计算、滴定突跃范围和滴定终点、平衡常
数、滴定反应要求，误差和数据统计处理主要包括有效数字、数
据记录和统计处理、误差计算、误差概念、误差来源、误差规律
以及误差特点。样品采集与制备主要包括样品制备程序与要求、
取样单元和取样量、取样误差理论、分析试样的代表性。 

2.3 沉淀重量法部分知识点树结构分析 
在实施分析化学教学过程中，关于重量分析法的教授主要以

沉淀重量分析法为主，整个教学环节主要以误差来实施，而准确
称量和定量分离是提升沉淀重量法准确和降低误差的主要措施，
同时，要想准确称量，主要与实际操作步骤和称量工具有关，对
沉淀内容不相关，而定量分析主要与沉淀条件、沉淀溶解度、沉
淀污染以及沉淀形成有关。因此知识点树结构主要设计多种结构
和部分，首先，第一层为沉淀重量法误差，第二层主要包括三个
部分，第一部分为定量分离，定量分离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分
别为沉淀形成、沉淀污染以及沉淀条件，而沉淀形成延伸出均相
成核和异相成核，分别由定向速度和聚集速度得出晶型沉淀和非
晶型沉淀。沉淀误差涉及共沉淀和后沉淀，而共沉淀包括保藏、
吸留、混晶、表面吸附。沉淀条件主要包括无定型沉淀和晶型沉
淀。第二部分为准确称量，第三部分为结果计算，分别涉及化学
元素、称量形式以及沉淀形式。 

结语 
知识点树结构中心教学法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更好分析

教材，从而将主要教学内容进行掌控，并抓住内容主中心，建立
子中心和主中心之间的关系，从而完成知识体系的建设和完善，
促进教学效果的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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