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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物理化学是一门组织合理、高度有序的学科, 要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 除具有一般自然科学学习

方法之外, 还拥有其特有的学习方法。本文探讨了物理化学中特有的学习方法, 并以简易的图表形式,

明确的给出了具体的知识整理方法, 着重突出了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的必要性和理顺知识脉络的重要

性, 使物理化学的学习变得有序、易操作、易记忆,从而真正落实减轻学习物理化学重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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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学是一门难以学好, 甚至难以入手的

学科,但是只要掌握了适当的学习方法,同时养成

良好的思维习惯,往往能做到事半功倍。学好物

理化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记忆。最好的记忆方法

是在理论的基础上, 注意记忆过程中的各种记忆

方法的综合运用。在掌握知识点的同时,要注意

及时整理, 使所学的知识系统化、网络化, 系统的

知识能使新知识的加入更加容易。在物理化学的

学习过程中, 科学的思维习惯也是相当重要的。

一般来说科学的思维方式应遵循由主到次、由总

到分的原则, 但有时却可能相反。探讨物理化学

的学习方法是学习物理化学知识、掌握物理化学

理论、培养学生能力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物理化学是一门自然科学,因此一

般的自然科学的学习方法完全适应用于物理化

学,该方法就是 实践 理论 再实践 。除

此之外,物理化学还有其特有的学习方法,从物理

学角度可划分为热力学方法、统计力学方法、量子

力学方法等; 从方法论上划分为抽象法、理想化

法、相对零点数值法、极限外推法、数值相关法、微

观演绎法、归纳法、类比法、特征法、图解序化法、

提纲网络法等。

一、学习方法的研究

(一)抽象法

自然辩证法理论认为, 任何事物都有现象与

本质之分,本质通常隐藏在现象背后,不易被直接

感知。抽象就是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 抽取本质

的过程。科学的抽象法就是人们从事物的具体感

性材料出发,运用理论思维对这些感性材料进行

加工制作, 排除事物非本质的、表面的、偶然的东

西,抽取事物本质的、内在的、必然的东西,也就是

透过现象抽取本质。科学抽象法是物理化学中一

种重要的研究方法。物理化学就是从物理现象和

化学现象的联系入手,运用物理学的原理和方法,

研究化学的现象和过程的重要学科。热力学的定

律, 热力学的函数的基本关系式、纯物质相平衡、

化学反应的各种平衡原理,都是通过科学的抽象

法提炼出来的。在物理化学的学习过程中,各种

定律、原理从不同的现象中也是这样提炼出来的。

(二)理想化法

理想化方法是自然科学中重要的研究方法之

一,是物理化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对物理

化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及复杂问题的解决,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理想化法能简化实际过程,揭示运

动规律, 理想化法能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

理想化法可以超越现有条件揭示研究方向。在建

立理想模型过程中, 对事物的各种因素和现象进

行了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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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过程,突出事物的主要矛盾与主要特征, 发挥

人的逻辑思维力量, 理想模型的研究就能够超越

现有条件,提出科学假说,揭示研究方向。理想化

法分为理想模型和理想试验。

理想模型是人们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运用抽

象思维的能力,撇开次要因素,纯化主要因素,建

立起一个高度抽象的理想客体, 建立这个理想客

体的方法即理想模型法,理想模型以高度简化和

纯化的形态再现原型的主要特征, 是一种以客观

存在为原型的思想模型。物理化学中的理想气

体、理想溶液、孤立系统、可逆过程等,都是理想模

型的表现形式。理想模型法在物理化学中有广泛

的应用,许多重要的定理、公式都是通过理想模型

得出来的。

理想试验是人们在抽象思维中设想出来的而

实际不能或不易做到的试验, 是一种逻辑推理的

思想过程。理想试验虽是一种思维活动,但它是

以实践为基础。它的试验条件是人们依据以往经

验拟定的并与自然界实际相关的条件, 整个理想

试验的推理过程, 都是用经实践证实了的逻辑法

则来进行的。理想试验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阐述

科学理论的表达方法在物理化学中被普遍应用

(见表 1)。

表 1 理想气体状态模型

理想气体状态模型 W Q U H 备注

等温可逆膨胀 > 0 > 0 = 0 = 0 热力学第一定律

绝热节流膨胀 = 0 = 0 = 0 = 0 总功效为 0

等压膨胀 > 0 > 0 > 0 > 0 Pv= nRT

自由膨胀 = 0 = 0 = 0 = 0 盖 吕萨克实验

(三)相对零点数值法

在物理化学的学习体系中, 特别是对习题的

解答时,往往需要选择一些参考的平面,作为基准

点。通常一些物理量的绝对值无法知道,人为规

定一个参考点(又叫零点) ,由参考点确定相对值,

用相对值来计算其变化值,这种方法叫相对零点

数值法(见表 2)。

(四)极限外推法

为了从纯粹状态上考虑事物的行为, 可将考

察对象放在一个极限状态下加以研究, 得出该极

限条件下的行为规律, 这样的方法称为极限外推

法(见表 3)。

表 2 常见的两个参考点

相对零点数值 条件 应用

标准生成焓

( fH m )
标准状态, 单质

各种物质的标准生成热,

可计算反应热效应

标准燃烧焓

( cHm )

标准状态, 完全

氧化产物

各种物质的标准燃烧热,

可计算反应热效应

表 3 S-i Ge系统的熔融液体油高温缓慢冷却时的数据

Si/ Ge( % ) T (开始凝固温度) T (完全凝固温度)

0 940 940

25% 1160 1010

40% 1235 1070

60% 1310 1170

80% 1370 1275

90% 1395 1340

100% 1412 1412

(五)数值相关法

利用两个不同的物理量在一定条件下的数值

关系式,由一个物理量的数值求出另一个物理量

数值的方法,叫数值相关法(见表 4)。

表 4 在 298. 3 k 时的常见离子标准生成焓比较

Ion
Gm/ kJ

mo l- 1
Ion

Gm/ kJ

mo l- 1

H + 0. 000 OH- - 157. 3

L i+ - 298. 3 Cl- - 276. 5

Na+ - 261. 87 Br- - 131. 2

K+ - 282. 3 SO 2-
4 - 742. 0

Ag + 77. 1 CO2-
3 - 528. 1

(六)归纳演绎法

将看似凌乱的知识, 按一定的规律进行整理,

找出各知识点的内在联系,重新组合, 形成系统。

然后根据知识的系统结构进行记忆。有些新型试

题,要我们从几种不熟悉的物质中发现规律并自

行归纳概括,这对能力的要求比较高。因此,需要

掌握知识结构,学会总结方法。掌握了知识结构,

也就为知识的系统总结奠定了基础。进行总结

时,就是以某一块、某一部分知识本身的逻辑结构

为主线,将各分散的知识点串联起来,形成具有清

晰内在联系的某种图示, 并使知识结构形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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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采用列比较表、绘网络图、进行分类、作示意

图、编知识提纲等方法。演绎推理法是从一般规

律出发,运用演算或者逻辑的证明,得出特殊事实

应遵循的规律, 即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推理方法。

演绎推理是一种必然性的推理。只要推理的前提

是真实的,推理形式是合乎逻辑的,那么推理的结

论就是真实的(见表 5)。

表 5 热力学定律的演绎

演绎方向 演绎常用公式

热力学第一定律向热化学的演绎 基尔霍夫定律

热力学第一、二定律向多组分和组成可变体系中发生的过程演绎 非体积功条件下, 等温等压时的重要公式 dG 0

热力学第一、二定律向相变和相平衡的演绎 相律: f= k- + 2

热力学定律向化学反应和化学平衡的演绎 吉布斯-赫姆霍茨方程式

(七)类比法

即对知识进行总结, 按照一定的示图结构进

行类比。比较就是在思想上把各种事物和现象加

以对比,以确定它们的相同点、不同点及其关系的

思维过程。比较适应于掌握物质性质的特殊性。

对其相似性的比较见表 6。

表 6 基本公式的条件类比

公式 适用条件

U= - p( V2- V 1 )
封闭体系, 制作体积功, 绝热过

程,外力恒定

W= RTln( V 2/ V 1)
只做体积功, 1mol理想气体, 等温

可逆过程

dH = CpdT
封闭系统微小变化, 只做体积功,

无相变和化学变化,等压过程

H = U+ pV 封闭体系

pVr= 常数
封闭体系,组成一定的理想气体,

只做体积功,绝热可逆过程

(八)反向研究法

在物理化学的学习中,我们不仅要善于从正面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还要善于反向思

考。这种研究方法的具体做法是对化学事实从反

向进行思考,改变化学发展的自然逻辑顺序的表达

方式, 变正向为逆向, 从逆向反向提出问题(见

图 1)。

图 1 胶体的反推法

二、小结

物理化学知识具有多而杂的特点, 且相似、相

近、相关的概念相互交织。物理化学概念和理论

具有较强的概念性和抽象性, 物理化学具有深、

杂、混、特等特征。其知识主要有利于宏观与微观

之间的形成, 认知跨度大。因此要学好物理化学

必须有一个系统、完整的学习方法。

(文字编辑: 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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