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分子实验技术》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高分子实验技术 

课程代码：X100045 

学分：2.0 

学时：72（讲课学时：0 实验学时：72 课内实践学时：0） 

课程性质：学科基础课 

英文名称：Polymer Experimental Technology 

选用教材：朱丽滨，高振华编，高分子实验技术指导书，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

2006 

参考书：1、韩哲文主编，高分子科学实验，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 

2、甘文君，张书华，王继虎编，高分子化学实验原理与技术，上海: 上

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 

3、何卫东，金邦坤，高分子化学实验（第 2 版），合肥:中国科技大学

出版社，2012. 

开课学期：秋季学期 

适用专业：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及相近专业 

先修课程：分析化学、有机化学、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 

开课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课程目标 

高分子实验技术主要针对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基础理论高分子实验基

础、实验安全、实验数据处理等。实验课主要包括高分子化学合成设计性实验、

高分子物理验证性实验、综合设计性实验。通过本课程的理论课和实验课程学习，

使学生具备下列能力： 

1、使学生通过实验安全教育和实验基本操作的学习，理解和掌握高分子化

学与高分子物理方面的基础理论知识；并将其运用到复杂工程问题的适当表述之

中，使其满足能够从事高分子材料的生产运行、技术开发、工程设计、科学研究

等工作的能力； 

2、通过高分子化学合成设计性实验，培养学生理解和掌握高分子材料领域

的复杂工程问题有多种方案可选择，并引导学生分析问题的解决途径； 



3、通过综合设计性实验，培养学生利用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等多学科

知识解决高分子材料生产实际中组成、结构、性能信息采集与数据处理的能力，

并能根据实际需求，分析与解释实验数据的有效性。且团队小组成员进行合作完

成综合实验的设计优化与测试，能比较方案进行优选，体现创新意识； 

4、通过高分子物理验证性实验，培养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与现代工程工具

和技术工具运用有机结合，能够对典型的高分子现代分析技术对比验证，对验证

性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并理解其在复杂工程问题中的局限性，得到合理有

效的结论； 

5、对综合设计实验能结合查阅资料、撰写设计报告和答辩总结等环节，培

养学生运用课程知识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团队精神、合作意识以及集体荣誉感，

胜任团队成员的角色与责任，正确处理个人与团队的关系。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指标点(学生将具备的能力) 课程目标 

2 

2.2 能运用高分子材料及其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与技

能，解决生产运行、技术开发、技术管理、工程设计、

科学研究等高分子材料工程实践中的复杂工程问题。 

课程目标 1 

4 
4.2 能够使用现代工具对高分子材料领域复杂工程问

题进行分析、预测和模拟，并理解其局限性。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4 

6 

6.1 能够基于团队精神、合作意识以及集体荣誉感，胜

任团队成员的角色与责任，正确处理个人与团队的关

系。 

课程目标 3 

课程目标 5 

三、课程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 

1、甲基丙烯酸甲酯的本体聚合及应用（6 学时）（支撑课程目标 1、2、3、5） 

内容：了解单体精制步骤，掌握自由基本体聚合的特点和实施方法；熟悉有

机玻璃板的制备方法及其工艺过程。 

要求学生：结合自由基本体聚合的特点和实施方法，学会综合运用多种聚合

方法和所学知识理解复杂工程问题，尝试改变设计实验方案，学会不断改进。 

2、丙烯酰胺溶液聚合（6 学时）（支撑课程目标 1、2、3 、5） 



内容：了解溶液聚合原理和溶剂选择原则，掌握丙烯酰胺溶液聚合方法。 

要求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分析复杂工程问题中的类型；能根据问题提出改进

措施。 

3、苯乙烯的悬浮聚合（6 学时）（支撑课程目标 1、2 、3、5） 

内容：了解苯乙烯自由基聚合的基本原理；掌握悬浮聚合的实施方法以及配

方中各组分的作用；并且能够每个小组自行设计实验配方和检测产物物性。 

要求学生：熟练掌握自由基聚合的实施方法，能根据实际需要设计实验配方，

分析合成产物的基本物性并对其分析和解释。 

4、乙酸乙烯酯的乳液聚合及其物性分析（8 学时）（支撑课程目标 1、2 、3） 

内容：解乳液聚合的基本原理和乙酸乙烯酯乳液聚合特点；掌握实验室制备

聚乙酸乙烯酯乳液的方法；掌握乳液产物的评价标准、并根据不同要求设定实验

方案。 

要求学生：进一步理解和掌握乳液聚合的操作方法和应用用途；会分析检测

产物的各项指标；掌握实验设计的关键技术。 

5、三元接枝改性 SBS 聚合反应（6 学时）（支撑课程目标 1、2、3 ） 

内容：了解接枝共聚反应的基本原理和特点。 

要求学生：会利用实验操作过程特点和所学知识分析复杂工程问题；掌握产

物影响因素与设计配方的内在联系，尝试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6、双酚 A 环氧树脂的制备（逐步聚合）（6 学时）（支撑课程目标 1、2 、3） 

内容：深入了解逐步聚合的基本原理；熟悉双酚 A 型环氧树脂的实验室制

备以及产物检测。 

要求学生：综合多种聚合方法，能够尝试分析和设计高分子材料领域复合工

程问题，并对其进行数据解释和分析 

7、偏光显微镜法研究聚合物的晶态结构（4 学时）（支撑课程指标点 3、4） 

内容：熟悉偏光显微镜的构造和使用方法，观察不同结晶温度下得到的球晶

形态。 

要求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与实验有机结合，能够对典型的结果进行对比验

证，能设计各种不同条件；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并比较其优势与劣势。 

8、差示扫描量热仪测量聚合物的玻璃化转变温度（4 学时）（支撑课程指标



点 4） 

内容：掌握差示扫描量热仪(DSC)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学会用 DSC 测定聚

合物 Tg。 

要求学生：尝试使用现代分析工具对典型的测试结果进行辨别和分析、解释，

并比较其优势与劣势，预测，模拟复杂工程问题，并理解其局限性。 

9、动态热机械分析仪测定聚合物的力学性能（4 学时）（支撑课程指标点 4） 

内容：掌握动态热机械分析仪(DMA)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学会用 DMA 测

定聚合物的力学性能。 

要求学生：能够了解仪器的应用范围和使用方法，充分发挥现代工作的作用，

对测试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并能将现代测试技术应用于高分子材料领域复杂工

程的分析和解释。 

10、分子模拟软件构建聚合物的结构（4 学时）（支撑课程指标点 4、5） 

内容：了解用计算机软件模拟大分子的“分子模拟”新趋势；学会用“分子模

拟”软件构造聚乙烯、聚丙烯分子。 

要求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与分子模拟有机结合，对比验证，并能分析模拟

工具熟练应用于分析和解释复杂工程问题中，并比较其优势与劣势。 

11、热重分析仪测试聚合物的热分解特性（4 学时）（支撑课程指标点 4） 

内容：了解并掌握热重分析仪（TG）的原理及相关操作；掌握用 TG 分析

聚合物热分解特性的方法； 

要求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与实验有机结合，能将现代分析工具对典型的测

试结果进行对比验证，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并比较其优势与劣势。 

12、粘度法测定聚合物的相对分子质量（4 学时）（支撑课程指标点 4、5） 

内容：加深理解粘均相对分子量的物理意义；掌握粘度法测定聚合物分子量

的原理和方法；掌握乌式粘度计使用方法及测定结果的数据处理。 

要求学生：能够对典型的测试结果进行辨别和分析、解释，并比较其优势与

劣势。 

13、综合设计性实验（4 学时）（支撑课程目标 3、4、5） 

内容：综合运用所有化学合成实验原理和验证实验所学知识，综合设计与高

分子复杂工程问题密切相关的综合性实验，并能够对实验结果进行有效分析和获



得结论。 

要求学时：掌握所有实验相关的理论知识和综合运用知识能力，具备解决高

分子材料领域相关的实验方案设计、操作、分析、总结的综合能力，能够通过撰

写报告，实验总结等方式与同行及社会公众通过查阅文献方式、以及其他方式有

效交流与沟通，理解跨文化背景下不同技术行为之间的差异，具有创新和团队合

作意识。 

14.设计答辩（教学学时 4，单独组织）（支撑课程目标 3、5） 

内容：讲授如何文查找献查阅多种方法、设计理念与实验方案、注意事项、

撰写科技报告的注意事项等；要求以小组为单位设计完整的实验方案。指导学生

方案比较、优化、分析数据、结果讨论等。 

要求学生：掌握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等多学科知识解决生产实际中实验

方案设计与数据处理的能力，并能根据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的发展现状以及实际

需求，比较方案进行优选，体现创新意识；总结所开发的系统，形成科技文献报

告、制作 PPT，进行答辩，在各个环节能与教师及同组人员进行有效的沟通，具

有一定的国际视野。 

四、教学方法 

1、以学生设计、操作为主，结合理论、验证性、设计性合成实验、综合设

计性实验、答辩、笔试等教学环节共同实施。 

2、以典型的高分子化学合成为主要设计性实验为主，引导学生如何利用合

成聚合原理分析复杂工程问题，培养学生认识到解决复杂工程问题有多种方案可

选择，并引导学生分析复杂高分子材料工艺中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途径并试图改

进。 

3、综合性实验的设计与实施：学生根据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所设计的

理论知识，针对高分子实验技术实验课实践的实验内容，综合设计实验方案，题

目自拟，以小组为单位，提出实验方案，教师进行监督、检查和把关，检查工作

进度，帮助学生改善方案，从而使学生更好地解决设计中实际的问题。（难度评

价问题）通过本综合实验的实施，使学生具备独立设计科研实验方案、解释实验

现象，分析实验原理，最终给出结论的能力。 

4、合成性与验证性实验，理论教学与实验训练相结合，强化学生从实践方



面观点的建立和工程分析能力的培养。 

五、考核方式及成绩评定方式 

成绩分配 评价环节 评估毕业要求 

平时成绩（10 分） 
作业（10 分）通过

网络在线问答 
2.2（10 分） 

实验成绩（30 分） 实验一 2.2（1 分）、4.2（0.5 分）、6.2（0.5 分） 

 实验二 2.2（1 分）、4.2（1 分）、6.2（1 分） 

 实验三 2.2（1 分）、4.2（1 分）、6.2（1 分） 

 实验四 2.2（1 分）、4.2（1 分）、6.2（1 分） 

 实验五 2.2（1 分）、4.2（1 分）、6.2（1 分） 

 实验六 2.2（1 分）、4.2（1 分）、6.2（1 分） 

 实验七 2.2（1 分）、4.2（1 分）、6.2（0.5 分） 

 实验八 2.2（0.5 分）、4.2（1 分）、6.2（0.5 分） 

 实验九 2.2（1 分）、4.2（1 分）、6.2（0.5 分） 

 实验十 2.2（0.5 分）、4.2（1 分）、6.2（0.5 分） 

 实验十一 2.2（1 分）、4.2（1 分）、6.2（0.5 分） 

 实验十二 2.2（0.5 分）、4.2（0.5 分）、6.2（0.5 分） 

综合能力（20 分） 综合实验方案设计 4.2（4 分）、6.2（3 分） 

 
实验报告和实验操

作 
4.2（7 分）、6.2（3 分） 

 集中答辩 6.2（3 分） 

期末考试（40 分） 试题 2.2（30 分）、4.2（5 分）、6.2（5 分） 

 

大纲撰写人：张彦华 

课程组负责人：张彦华 

大纲审核人：邸明伟 

撰写日期：2017.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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