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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发展历史沿革 

武汉大学的分析化学在1988年和2001年连续两次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分析化学课程教学

对此作出了突出贡献。 

分析化学课程是化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也是材料科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医学、农学

和工学等学科专业的基础课。在上世纪60年代前就设有分析化学课程。 

1977年恢复高考，武汉大学主持组织南开、吉大、中科大、中大及武大五校根据1977年10月

高等学校理科化学类教材会议制定的《分析化学》教材编写大纲编写分析化学教材，并于1978年

9月出版了《分析化学》（第一版）此后连续再版，各版出版时间如下： 

1.《分析化学》(第一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78年9月 

2.《分析化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82年10月 

3.《分析化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5年5月 

4.《分析化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0年3月 

5.《分析化学》(第五版，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6年7月（预计2007年9月

出版第五版下册） 

由此，武汉大学的分析化学教学和分析化学教材在在国内很有影响，取得了辉煌的教学成果： 

1．1987年，《分析化学》(第二版)获得国家教委分析化学优秀教材一等奖 

   [获奖证书] 

2．1989年，分析化学教学获得湖北省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赵藻藩，尹权，

王洪英） 

3．1989年，分析化学教学获得教学成果国家级特等奖（赵藻藩，尹权，王洪英） 

   [获奖证书] 

4. 1995年《仪器分析》获得国家教委一等奖，（赵藻藩，周性尧，张悟铭，赵文宽） 

   [获奖证书] 

5．1997年，《分析化学》(第三版)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尹权，杨代菱等） 

   [获奖证书] 

6．1998年，《分析化学》(第三版)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尹权，杨代菱等） 

   [获奖证书] 

   

武汉大学的分析化学教学是在不断的科学的改革中前进的、提高的。分析化学课程的改革创新

主要体现在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学时安排上。20世纪80年代以前，分析化学课程主要

内容为化学分析，含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部分，其中定性分析部分详细介绍溶液金属离子的系统

分析法，而定量分析部分详细介绍“四大滴定”、重量分析和可见吸光光度法；教学的目的是让学



 

生掌握定性、定量分析方法的原理与应用。到20世纪90年代初，仪器分析方法发展迅速，在分析化

学方法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多，仪器分析单独设课，定性分析并入无机化学。分析化学课程的内容

主要由定量化学分析和仪器分析及相应的实验课程组成。前者仍称为分析化学，主要目的是让学生

系统掌握化学分析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仪器分析是讲授仪器分析方法的原理、特点及应用，旨

在让学生掌握各种先进的分析技术，学会用多种仪器获得数据，从中归纳总结，解决分析任务，获

取各层次的信息。 

分析化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课程。自1991年以来，不断地探索和总结经验、教训，对实践内

容和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减少验证性实验，增加设计试验和文献实验，相应的实验课学时为理论学

时的1.5倍，162学时，以培养学生动手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基础研究的能力。现今已取得了很

好的教学效果。 

7.2001年，分析化学课程参加的《武汉大学化学人才基地教学改革实践》获得湖北省教

学成果一等奖 [获奖证书] 

8.2002年，分析化学课程参加的《武汉大学化学人才基地教学改革实践》获得国家级教

学成果二等奖 [获奖证书] 

9.2002年，分析化学获湖北省优质课程一等奖，（潘祖亭、曾百肇、胡斌等） 

  [获奖证书] 

10.2005年，《大学化学实验创新教育研究与实践》获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一等

奖，（席美云，曹瑰华，蔡凌霜等）[获奖证书] 

11.2005年，《理科化学基础课程的改革》获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汪存

信，季振平，陈彰平，席美云，潘祖亭）[获奖证书] 

目前的分析化学课程由“分析化学”和“仪器分析”两部分组成，前者采用的教材是《分析化

学》（第四版，2000）和《分析化学》（第五版，上册，2006），后者采用的教材是《仪器分析》

（2001），均由武汉大学组织编写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新编的《分析化学》（第五版，上、下

册）包含了化学分析和仪器分析两部分内容，仪器分析学内容比重超过化学分析，目的在于要让学

生多了解掌握现代分析仪器和相应的分析化学理论知识。2006年出版上册，加重了样品处理、数据

统计处理的内容，并单独列章“分析试样的采集与制备”和“分析化学中的误差与数据处理”。还

增加了“分析化学中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一章，更加体现出分析化学的特色，这是今后培养人

才和学科发展的需要。 

一门好的课程离不开一支好的教学队伍，老一辈教师如赵藻藩教授和张懋森教授讲授分析化学

久负盛名，并且带出一支高水平的教学队伍，后来尹权教授和杨代菱教授等潜心分析化学教学，在

80年代和90年代讲授分析化学获得高度评价，对后来的教师影响很大。目前的分析化学教学队伍有

的受过赵藻藩教授和张懋森教授的直接指导和言传身教，有的被尹权教授和杨代菱教授教过分析化

学，大多都得到他们的教学真传和参加分析化学教材的建设，并且都基本主持科研课题和发表高水

平的研究论文，是教学及科研的中坚力量。 

凭借良好的师资队伍、堪称精品的教材和富有成效的教学与科学研究，使武汉大学分析化学始

终处于国内前排地位，在国内外很有影响。主讲教师基础和专业知识丰富，教学基本功扎实，教学

态度认真，要求学生严格。将传统教学方法与现代教学手段有机结合，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启

发式教学，调动学生学习该课程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

生的创新和创造精神，让学生打下坚实的分析化学理论基础和实验技能基础，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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