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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精馏原理》教学设计 
 

一、课时：1学时 

二、授课对象：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大三学生 

三、使用教材 

夏清，贾绍义主编：化工原理(第 2版)，天津大学出版社，2012。 

四、教材分析 

《化工原理》是面向应用化学、化学工程与工艺及其相关专业大三学生所开

设的专业必修课，是自然科学基础课向工程科学专业课过渡的桥梁。《化工原理》

以“单元操作”为研究对象的专业主干课程，主要研究化工生产中各单元操作的

基本原理、计算方法以及所用设备的结构与选型等。教学重点是使学生获得动量

传递、质量传递和热量传递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技能。 

在化工生产过程中，常常需要将原料、中间产物或粗产物进行分离，以获得

符合工艺要求的化工产品或中间产品。其中蒸馏是分离液体混合物的典型单元操

作，应用最为广泛。蒸馏这一单元操作利用的是液体混合物中各组分沸点或者挥

发度的不同来实现分离和提纯。而产品要想实现高纯度的分离，必须进行精馏。

在化工原理教学中，精馏原理是蒸馏这一章的重点之一，也是难点之一。 

五、学情分析 

本课程的授课对象为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大三年级学生。 

在知识结构上，学生学完了高等数学、物理学、物理化学，已经有一定的理

论分析能力和工程计算能力。通过化工原理（上册）的学习，已经建立起工程理

念，具备初步解释和处理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但是还不能够根据化学工程的基

本原理，设计满足需求的化工产品，并开发用于化工生产过程的设备及工艺流程。 

在学习风格上，根据“所罗门”学习风格问卷调查，该班学生大多偏向死记

硬背，喜欢图片、视频等视觉辅助工具，更喜欢按部就班的学习。 

在学习动机上，大部分学生认为化工行业灰头土脸且危险系数高，学习兴趣

不足，动机不强。 

但是学生对电脑、手机等网络工具使用熟练，能够有效地搜集信息。 

六、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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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背景下化工专业学生的毕业要求，在以上对教材以及

学情的分析的基础上，确定以下三维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 能够描述精馏塔的工作原理； 

⚫ 会分析塔板上的传热和传质情况。 

2.能力目标 

⚫ 能够根据基本原理，设计并开发用于化工生产过程的设备及工艺流程。 

3.素质目标 

⚫ 树立正确的技术经济观点和工程观点； 

⚫ 具备科学探索精神，心系爱国情怀； 

⚫ 提高创新意识。 

七、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精馏原理。 

教学难点：如何根据基本原理，设计并开发用于化工生产过程的设备及工艺

流程。 

八、教学方法和手段 

教学方法：讲授法、情境法、探究法等。 

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传统讲授、超星学习通和虚拟仿真实验平台相结合。 

九、教学过程 

教学流程图如图 1所示。 

1.情境导入 

中国的酒文化渊源流长，唐代诗人李白特别爱喝酒，留下了“会须一饮三百

杯”的千古名句，古人的酒量为什么大的惊人呢？这是因为古代技术水平较低，

酒中酒精的含量较低。复习上节课所学过的简单蒸馏。从中国的酒文化入手，导

入“精馏”这一单元操作的概念，引起学生的好奇心，激发学习兴趣，让学生在

短时间内快速进入学习状态，为本节课的教学做好铺垫。 

2.提出假设 

发布生产任务：要获得浓度为 95%酒精，如何实现呢？从简单蒸馏入手，为

了实现高纯度分离，可能需要多级简单蒸馏的串联，启发学生运用已经学过的理

论知识分析问题，提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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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教学流程图 

3.实施设想 

✓ 用 t-x-y 相图分析假设成立的理论依据，引导学生运用基础理论分析工

程实际问题； 

✓ 从技术经济角度分析假设成立的工程依据，引导学生利用技术经济观点

和新发展理念解决工程实际问题； 

✓ 在分析理论依据和工程依据的基础上，讲授化工生产中高纯度酒精分离

设备——精馏塔，深化学生的工程意识。 

4.验证设想 

✓ 引导学生对塔板上传热和传质情况进行分析，验证所设计的生产设备和

流程是否真实有效，理解精馏原理。 

✓ 学生合作讨论总结精馏操作的必要条件。 

5.总结提升 

化工似乎给公众留下了不良印象，认为化工是高能耗、高污染、高物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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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多、投资大，大家谈化色变，化工行业也被妖魔化。如果我们的分离技术能将

物质全部分离，还会有污染吗？如果反应工程技术能将物质全部转化，没有副产

物，能耗会再降低吗？新发展理念促使我们的观念在改变，化工未来发展的趋势

是安全清洁、循环高效、节能减排、投资低……从快速发展转变成了有效发展。

我们需要从原理出发，采用新设备和新技术，通过强化过程来实现。科研方向就

在我们眼前，是挑战也是责任。实现学生责任感、使命感的提升，以及学习兴趣

和创新热情的提高。而“最有效”已经来到了我们身边，原来高度为 40 米的精

馏塔已经被高仅 3米的“无塔”精馏塔取代。学生形成科学探索精神，心系爱国

情怀。 

6.作业 

(1)对比分析精馏与简单蒸馏有何不同？ 

(2)完成虚拟仿真实验平台上精馏塔单元的操作。 

十、设计创新及总结 

本节课主要学习精馏原理。在教学设计中，从中国的酒文化出发，引起学生

的好奇心，激发学习兴趣；利用各种图片、动画展示，大大增强了课堂的直观性、

趣味性和实践性；通过设问和合作讨论，引导学生自主思考，运用所学基础理论

来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问题。同时将工程技术观点和新发展理念贯穿在讲授过程

中，将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堂。 

课程将信息技术与传统课堂进行了一定的融合。课程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通过超星学习通发布线上教学资源，包括课程导学，教学视频，网络视频

和拓展内容。课后通过虚拟仿真实验，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实现了“教、学、

做”一体化。智慧教学工具的全流程学习支持，保障了教学的有效性，全程记录

的数据有利于及时了解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并进行科学的教学效果分析。 

 

 

图 2 超星学习通 APP 图 3 虚拟仿真实验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