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本教材是遵照《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

干意见》的精神，在总结通识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本课程

注重学生科学文化素质、综合职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为学生实现更高质

量就业和职业生涯更好发展奠定基础。

化学是一门基础学科，从古至今，不仅是人类认识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的强有力

武器，也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化学与能源、材料、农业、医药、环境、生命、日常

生活以及国防建设都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的生活更离不

开化学，掌握必要的化学知识是十分重要的。

本教材根据化学学科的特点，结合高职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特征，围绕化学与生命、

化学与健康、化学与材料、化学与能源、化学与环境，设计了十六个内容相对独立又

相互关联的教学课题，紧紧围绕人们日常生活的吃、穿、用、行等方面，将生活中的

具体事件（现象）、关注点作为学习化学知识原理的导入点和出发点，以引导学生进

一步学习和掌握相关化学原理和知识。针对某些不便理解的实操步骤和知识点，教材

以二维码为载体，利用现代数字技术手段，链接出相应的视频、解说图文等课程资源，

使教学内容更加直观生动，既拓宽了教师的教学方式，又便于学生理解教材内容，激

发学习兴趣。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领导、教务处和食品园林学

院领导、教师和同学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六步四结合”创新

型系列教材编审委员会认真审核了本教材的编写大纲和初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

本教材入选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教材基金资助项目，同时，也是三门峡职业技术学

院省级品牌高职院校建设的一项成果。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汲取了相关高校同类教

材的先进经验、先进案例、先进成果及学术意见，参考并引用了丰富的内容，在此

表示深深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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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与生活十六讲

本教材由邢爱英担任主编，第一、五、十一、十六讲由邢爱英编写，第十四、

十五讲由齐丽彬编写，第二、三讲由王华芳编写，第七、十、十三讲由李景侠编写，第四、

八、九讲由石莹莹编写，第六、十二讲由周敏编写，最后由邢爱英统稿。

囿于作者水平且时间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与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朋友批评

和指正。

                                                                                                                            编者

2016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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