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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级应用化工技术（新能源方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是以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

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指见》（教高〔2012〕4号）、国务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关于职业院校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职成〔2019） 13号）、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发〔2016〕31号）、中

共教育部党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教党〔2017〕62号）等文件为依据

编制与修订。

үȁ

遵循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质量为根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导思想，通过校企合作办学，明确培养目标，科学设计课程体系，培养

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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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名称：应用化工技术（新能源方向）

专业代码: 47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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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级中学毕业、中等职业学校毕业或具备同等学力。

Ьȁ ᶢн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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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面向化工生产企业，特别是和新能源有关的化工生产企业，毕业生可从事化工工艺管

理、化工生产操作以及简单的设备维修或故障处理等。

表 1 本专业职业面向

所属专业大类
（代码）

所属专业类
（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代码）
主要岗位群或
技术领域举例

生物与
化工大类
（47）

化工技术类
（4702）

化学原料及
化学制品制

造业
（26）

化工生产工程技术人员
（2-02-06-03）

其他化工产品生产通用工艺人员
（6-11-01-99）

化学检验工（6-26-01-01）
其他化学肥料生产人员

（6-11-03-99）

化工工艺管理
化工生产现场操作
化工生产中控操作
化工生产班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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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良好

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掌握本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行业的化工生产工程技术人员、化工

产品生产通用工艺人员、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人员、化学肥料生产人员职业群，能够从事化工工艺

管理、化工生产现场操作、化工生产中控操作、化工生产班组长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课程思政

本专业课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培

养担当民族重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课程思政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帮助学生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引导学生坚定“四个

自信”，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奋斗当中去。充分发挥专业课程

的育人功能，落实专业教师的育人职责，从而把“立德树人”工作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进而形

成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 “大思政”教育格局。

（三）培养规格

本专业毕业生应在素质、知识和能力方面达到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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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素质

（1）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

（2）崇尚宪法、遵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热爱劳动，履行道德准则和行

为规范，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3）具有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工匠精神、创新思维。

（4）勇于奋斗、乐观向上，具有自我管理能力、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和

团队合作精神。

（5）具有健康的体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掌握基本运动知识和 1～2 项运动技能，养成良

好的健身与卫生习惯、良好的行为习惯。

（6）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能够形成 1～2项艺术特长或爱好。

2.知识

（1）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

（2）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安全消防、文明生产等知识。

（3）掌握与本专业相关的基础化学、识图与制图等基础知识。

（4）掌握与本专业相关的化工单元操作、化学反应过程及设备、典型化工生产工艺运行的基

本知识。

（5）了解化工生产仪表及自动化控制等相关知识。

（6）掌握化工安全技术、化工 HSE与清洁生产等知识。

（7）掌握化工安全生产装置运行及基本维护的操作和方法。

（8）了解化工企业管理和市场营销知识。

（9）了解现代化工生产技术的前沿理论、最新成果及发展动态。

（10）了解最新发布的与化工生产相关的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

（11）掌握化学分析理论知识，熟悉常用化学分析方法。

（12）掌握化工生产过程反应产物的后处理及“三废”治理知识。

3.能力

（1）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3）具有查阅文献资料的基本能力和计算机应用与操作能力。

（4）能够依据MSDS要求，对有毒有害化学品进行使用与处置。

（5）能够识读带控制点的工艺流程图等技术图纸。

（6）能够查验典型化工岗位设备、电气、仪表运行情况，对化工常用的生产设备、电气和仪

表进行简单维护保养。

（7）能够按操作规程进行试车、开车、停车、置换等操作，记录并保存生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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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具有仪表或自控系统的操作能力，实施对生产岗位全部工艺参数的跟踪监控和调节，并

根据中控分析结果和质量要求调节岗位操作。

（9）能够分析、判断和处理不正常生产工况。

（10）能够核定装置的物料平衡、产品收率及消耗定额；进行班组管理与经济核算。

Ὡȁ

课程主要包括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

（一）公共基础课程

表 2 本专业公共基础课程教学内容及要求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及教学方式（方法）
参考
学时

考核方式
与要求

1

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课程目标：
1.本课程是面向高校一年级本科生开设的一门思

想政治理论课，属于公共必修课。本课程通过系统讲
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
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结合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华大地的生动实践，帮助
学生全面认识其时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
界意义，深刻把握其中贯穿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
法，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学生应深刻把握这一思想贯穿的马克思主义立
场观点方法，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不断提高马克思
主义理论水平；在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上下功夫，大
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更加自觉用这一思
想指导解决实际问题。

主要内容：
本课程内容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和战略安排、“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重要保障、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及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通过教学，使学生全面准确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要求和实践要求，树牢“ 四个意
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
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教学要求：

1.开设本课程旨在引导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时
代坚持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有更加透彻
的理解；重在形成理论思维，实现从学理认知到信念
生成的转化，增强使命担当。

2.学生应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坚持不懈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自觉把个人梦想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3学分，
共计 54
学时。第
二学期
开设。

考核方式：考试
成绩构成：总评
成绩=20%（考
勤及课堂表现）
+30%（期中成
绩）+50%（期

末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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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思想道德
与法治

课程目标：
学习这门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从当代大学生面临和

关心的实际问题出发，以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
德观和法制观教育为主线，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体验，
帮助大学生形成崇高的理想信念，弘扬伟大的爱国主
义精神，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牢固树立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
质，进一步提高分辨是非、善恶、美丑和加强自我修
养的能力，为逐渐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
人，打下扎实的思想道德和法律基础。
主要内容：

本课程内容包括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
教育、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社会主义道德观教育、社会主义法治观教育。
教学要求：

本课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价值取向，以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法制观教育为主要内容，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教学的全过程，通过理论
学习和实践体验，帮助学生形成崇高的理想信念，弘
扬伟大的爱国精神，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加
强思想品德修养，增强学法、用法的自觉性，全面提
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行为修养和法律素养。

2学分，
共计 36
学时。第
三学期
开设。

考核方式：考试
成绩构成：总评
成绩=20%（考
勤及课堂表现）
+30%（期中成
绩）+50%（期

末成绩）

3

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课程目标：
1.让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有更加准

确的把握，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
革的历史进程、历史变革、历史成就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2.通过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和理论成
果，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信念；

3.使大学生能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和方法，提高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主要内容：

本课程内容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
果，分别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历史地位，邓
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形成发
展过程、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充分反映中国共产党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教学要求：
1.教学过程中要把教材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

党的重要文献结合起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以
达到通过学习原著领会基本理论的作用；

2.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深刻理解和
把握基本理论的精神实质，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要充分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采取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将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
作用相结合。教师在教学中熟练地制作和使用多媒体
课件，采用研讨式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比较教学
法和辩论式教学法等多种方法丰富教学。

2学分，
共计 36
学时。第
一学期
开设。

考核方式：考试
成绩构成：总评
成绩=20%（考
勤及课堂表现）
+30%（中期目
标）+50%（末

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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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形势与
政策

课程目标：《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
渠道和主阵地，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
命，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国际国内形势、正确理解党和国
家方针政策，帮助学生全面正确地认识和了解党和国家
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增强
实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信心
和社会责任感，提高当代大学生投身于国家建设事业的
自觉性和态度，明确自身的人生定位和奋斗目标。学生
掌握形势与政策的基础理论知识、基本理论观点、分析
问题的基本方法，运用这些知识和方法去分析现实生活
中的一些问题，把理论渗透到实践中，指导自己的行为。

主要内容：本课程内容包括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要着重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
和基本经验教育；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教育；进行党和国家
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教育；进行
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的
对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教育；
进行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
教学要求：

1.必须牢牢把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大学生，坚持用事实说话、用典
型说话、用数字说话，不断提高课程的吸引力、感染
力，坚定大学生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

2.必须体现教学内容的动态性、及时性要求，形势
与政策课教学必须适应形势发展变化要求，紧紧围绕大
学生对形势与政策发展变化的热点、难点问题组织开展
教学，用党的方针政策统一大学生的思想和行动，不断
提高课程的针对性、实效性，提升学生的获得感。

3.注重引导大学生遵循正确的观点和科学的方法
分析判断形势，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
策，不断提高大学生认识把握形势的能力，逐步树立
马克思主义的形势观、政策观。

1学分，
共计 48
学时。开
设五学
期。

考核方式：考查
成绩构成：总评
成绩=20%（考
勤及课堂表现）
+30%（期中成
绩）+50%（期

末成绩）

5 体育

课程目标:
增强学生体质，增进学生健康，全面提高学生体

能和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
掌握科学锻炼和保健身体的方法，培养学生良好锻炼
身体的习惯和终身体育的意识；学生体验和享受运动
乐趣，掌握 1-2 项喜爱的运动项目，科学地进行体育
锻炼;发展学生个性，健全学生人格，锤炼学生意志，
培养学生遵守规则、公平竞争、团结协作、顽强拼搏、
吃苦耐劳等的优良品质。

主要内容:
分为理论和实践两部分。理论内容包括体育卫生与健

康、增强体质的锻炼方法、体育保健、各项目比赛规则;
实践内容包括八段锦、太极拳、篮球、排球、乒乓球等。

教学要求:
根据学生未来所从事职业、兴趣爱好和体质实际情

况，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通过 1-3项体育项目基本
技能的传授以及课课练职业体能，使学生掌握 1-2项运动
技能，引导学生运用科学方法有效锻炼身体。

6学分，
共计 108
学时。第
一、二、
三学期
开设。

考核方式：考查
成绩构成：总评
成绩=20%（考
勤及课堂表现）
+30%（中期目
标）+50%（末

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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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信息技术

课程目标：

本课程通过丰富的教学内容和多样化的教学形

式，帮助学生认识信息技术对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

作用，了解现代社会信息技术发展趋势，理解信息社

会特征并遵循信息社会规范；使学生掌握常用的工具

软件和信息化办公技术，了解大数据、人工智能、区

块链等新兴信息技术，具备支撑专业学习的能力，能

在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中综合运用信息技术解决问

题；使学生拥有团队意识和职业精神，具备独立思考

和主动探究能力，为学生职业能力的持续发展奠定基

础。

主要内容：

信息技术课程由基础模块和拓展模块两部分构

成。基础模块主要学习文档处理、电子表格处理、演

示文稿制作、信息检索、新一代信息技术概述、信息

素养与社会责任六部分内容。拓展模块主要了解程序

设计基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现代通信技

术、物联网、数字媒体、虚拟现实、区块链等基础内

容。

教学要求：

本课的讲授主要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式，充

分利用在线学习平台和数字化的教学资源，提升学生

的信息素养，培养学生的数字化学习能力和利用信息

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学分，
共计 72
学时。第
一学期
开设。

考核方式：考查
成绩构成：总评
成绩=20%（考
勤及课堂表现）
+30%（期中成
绩）+50%（期

末成绩）

7 大学语文

课程目标：

以高职学生的语文应用能力培养和职业人文素质

提升为目标，注重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

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的课程设计，力求在知识习得、

审美体验和价值引导中，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人

生观和世界观，提高学生阅读能力、欣赏能力、写作

能力、口语交际能力以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养成自学和运用语文的良好习惯和高尚的审美情趣。

主要内容：

包括仁者爱人、和而不同、以史为鉴、胸怀天下、

故园情深、洞明世事、亲和自然、关爱生命、浩然正

气、冰雪肝胆和诗意人生共十二个模块。

教学要求：

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实践教学、自主学习为辅，

实施混合式教学模式；与专业结合，不同专业充分考

虑学生特点，增设活动课的内容，让学生学以致用；

注重过程性评价，增加学生成就感；在教师的引导下，

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探索实施自主学习方式；

提升趣味性和视觉效果，充分利用多媒体，实现教学

资料的图文并茂，音视频结合；教材选用十三五国家

规划教材。

4学分，
共计 72
学时。第
一、二学
期开设。

考核方式：考试
成绩构成：总评
成绩=20%（考
勤及课堂表现）
+30%（期中成
绩）+50%（期

末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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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高等数学

课程目标：

1.结合数学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对学生进行思想

品徳教育，逐步树立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

2.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教学内容，使学生

领悟到数学源于实践又作用于实践，以及反映数学中

的辩证关系，从而受到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教育；

3.通过了解数学的发展史和数学家的成长过程，

培养学生的奋斗精神与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爱岗敬业的

劳动态度；

4.通过融入中国数学史和近现代数学家的故事，

坚定学生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主要内容:
1.函数、极限和连续的概念，极限的运算法则和

求法；

2.导数、微分的概念，导数、微分的运算法则和

应用；

3.利用导数讨论函数的单调性、求函数的极值与

最值，判断函数的凹凸性与曲率。；

4.定积分的定义、求法及其应用。

教学要求：

1.基本知识、基本理论方面：掌握理解极限和连

续的基本概念及其应用；熟悉导数与微分的基本公式

与运算法则；掌握导数的应用，掌握定积分的思想、

求法及其应用。

2.能力、技能培养方面：掌握函数、极限、连续、

导数与微分、积分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运算

技能和常用的数学方法，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4学分，
共计 72
学时。第
二学期
开设。

考核方式：考试
成绩构成：总评
成绩=20%（考
勤及课堂表现）
+30%（期中成
绩）+50%（期

末成绩）

10 大学生健
康教育

课程目标 :
《大学生心理健康》这门课程是根据社会发展需

要和大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从整体上看是普及心理

健康知识，增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意识，预防和缓解心

理健康问题，优化心理品质，增强心理调适能力和社

会生活的适应能力，挖掘心理潜能，渐臻自我实现。

依据心理学、教育学的有关原理帮助学生探索自身在

生理发育、心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和解决带

有倾向性的问题，帮助大部分心理健康的学生提高心

理素质、增进心理健康、开发心理潜能。

主要内容：

主要包括健康人格、环境适应、人际关系、恋爱

及性心理、情绪调节、压力应对、学习指导、生涯发

展、心理障碍与疾病、生命教育，以及学会如何寻求

心理咨询的帮助等方面的知识。

教学要求:
紧密联系学生专业和实际生活，选择具有时代气

息、真实反映社会、学生感兴趣的题材，尽可能设计

趣味性较强的内容和活动，激发学生参与的兴趣和热

情。结合教学实际，选用并创设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

以活动为载体，使学生在教师的引领下，通过参与、

2学分，
共 36学
时。第二
学期开
设。

考核方式：考查
成绩构成：总评
成绩=20%（考
勤及课堂表现）
+30%（中期目
标）+50%（末

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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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感知、体验、分享等方式，在同伴之间相互反

馈和分享的过程中获得成长。教师要通过多种教学活

动和手段，结合学生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问题，共

同探究学习主题，帮助学生增进积极的自我认识、获

得丰富的情感体验、形成积极的生活态度、建立良好

的人际关系、不断丰富和发展学生的生活经验，使学

生在获得内心体验的过程中，获得感悟和提高。

11
大学生职
业生涯及
发展规划

课程目标：

使学生掌握职业生涯规划的基础知识和常用方

法，树立正确的职业理想和职业观、择业观、创业观

以及成才观，形成职业生涯规划的能力，增强职业生

涯规划意识，提高职业生涯规划能力。

主要内容：

本课程内容包括职业生涯规划、生涯价值定位、

技能探索、兴趣探索、自我效能感、职业测评。

教学要求：

该课程既有知识的传投，也有技能的培养，是集

理论课和实务课为一体的综合课程。在教学中，应当

充分发挥师生双方在教学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教师

要引导学生认识到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性，了解职业

生涯规划的过程。通过教师的讲解和引导，学生要按

照课程的进程，开展自我分析、职业探索、社会实践

与调查、小组讨论等活动，提高对自我、职业和环境

的认识，做出合理的职业发展规划。

2学分，
共计 36
学时。第
二学期
开设。

考核方式：考查
成绩构成：总评
成绩=20%（考
勤及课堂表现）
+30%（中期目
标）+50%（末

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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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课程目标：

以高等职业教育为切入点，以学生成长成才为中

心，以人格培养为主线，以坚定文化自信为目标，以

丰富的形式、多样化的素材，新颖的教学方法，突出

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使学生在领略传统文

化魅力的同时获得人生启迪，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

正确的价值取向。

主要内容：

本课程着眼于全景式的介绍，内容包括中国传统

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哲学、教育、科技、艺术、思想、

文学、节日、美食、服饰、礼仪、建筑等内容。

教学要求：

以课堂讲授为主，实践体验为辅，既要系统介绍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知识，又要着力引导

学生从文化的视野分析、解读当代社会现象，培养学

生对民族文化的感情和担当大任的历史责任感；注重

过程性评价，增加学生成就感；在教师引导下，充分

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探索实施自主学习方式；提

升趣味性和视觉效果，充分利用多媒体，实现教学资

料的图文并茂，音视频结合；教材选用十三五国家规

划教材。

2学分，
共计 36
学时。第
三学期
开设。

考核方式：考查
成绩构成：总评
成绩=20%（考
勤及课堂表现）
+30%（期中成
绩）+50%（期

末成绩）

14
军事理论
与军事技

能

课程目标：

普通高等学校通过军事课教学，让学生了解掌握

军事基础知识和基本军事技能，增强国防观念、国家

安全意识和忧患危机意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传承

红色基因、提高学生综合国防素质。

主要内容：

军事技能内容包括共同条令教育、分队的队列动

作、现地教学、轻武器射击、战术、格斗基础、战场

医疗救护、核生化防护、战备规定、紧急集合、行军

拉练、野外生存、识图用图、电磁频谱监测等；军事

理论内容包括国防概述、国防法规、国防建设、武装

力量、国防动员、国家安全概述、国家安全形势、国

际战略形势、军事思想概述、外国军事思想、中国古

代军事思想、当代中国军事思想、战争概述、新军事

革命、机械化战争、信息化战争、信息化装备概述、

信息化作战平台、综合电子信息系统、信息化杀伤武

器等。

课程要求：

军事课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的必修课程。军事课

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

论述为遵循，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新时代军事战

略方针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

强军目标根本要求，着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以提升学生国防意识和军事素养为重点，为实施

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和建设国防后备力量服务。

4学分，
共计 148
学时。第
一学期
开设

考核方式：考查
成绩构成：总评
成绩=20%（考
勤及课堂表现）
+30%（期中成
绩）+50%（期

末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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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劳动教育

课程目标：

开展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专题教学，

使学生能够理解和形成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牢固树立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

的观念；体会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体认劳动不分贵贱，

热爱劳动，尊重普通劳动者，培养勤俭、奋斗、创新、

奉献的劳动精神；具备满足生存发展需要的基本劳动

能力，形成良好劳动习惯。

主要内容：

本课程内容包括校园日常环境卫生清扫、专业服

务、实习实训、社会实践、勤工助学、志愿服务。

教学要求：

树立“管理育人”“以人为本”意识，帮助学生在实

际动手过程做亲历劳动过程，体会劳动创美好生活的

时代风尚，进而养成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向往劳动

的习惯和品质。同时，做好劳动安全教育，负责学生

劳动安全和过程管理，负责评定学生劳动表现及等级

鉴定。

1学分，
共计 24
学时。开
设 6学
期。

考核方式：考查
成绩构成：总评
成绩=20%（考
勤及课堂表现）
+30%（中期目
标）+50%（末

期目标）

（二）专业课程

表 3 本专业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及要求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及教学方式（方法）
参考
学时

考核方式
与要求

1 化工制图
与 CAD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识读和绘制工程图的正
确方法，培养和发展空间想象能力、投影作图能力、
空间思维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以及使用计算机手段
和徒手绘制工程图的能力。掌握 AUTOCAD基础知
识，能运用 AUTOCAD绘制简单的平面图。

4学分，
共计 72
学时。第
一学期
开设。

考核方式：考试
成绩构成：总评
成绩=20%（考
勤及课堂表现）
+30%（期中成
绩）+50%（期

末成绩）

2 基础
化学

本课程内容包括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两大部
分，无机部分包括化学基础知识、化学基本理论、
化学平衡与应用三大模块，有机部分包括脂肪烃、
环烃、卤代烃、含氧有机化合物、含氮有机化合物
及杂环化合物、氨基酸、蛋白质和糖的结构、命名、
性质和应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掌握基本
的化学知识和理论，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基
础。

4学分，
共计 72
学时。第
一学期
开设。

考核方式：考试
成绩构成：总评
成绩=20%（考
勤及课堂表现）
+30%（期中成
绩）+50%（期

末成绩）

3 物理
化学

本课程包括化学热力学、化学动力学和电化学
等内容，研究过程变化的可能性和速率问题，通过
学习使学生掌握物理化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和对自然现象本质的认识，
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化学过程的一些实际问
题的能力。

4学分，
共计 72
学时。第
三学期
开设。

考核方式：考试
成绩构成：总评
成绩=20%（考
勤及课堂表现）
+30%（期中成
绩）+50%（期

末成绩）

http://www.baike.com/wiki/投影作图
http://www.baike.com/wiki/计算机
http://www.baike.com/wiki/工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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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选修）

信息资源
检索

本课程通过理论及实践教学，使学生了解相关
专业文献的基本知识，学会常用检索工具书与参考
工具书的使用方法，学会利用计算机系统检索有关
的中外文数据库及网络信息。懂得如何获得与利用
文献信息，增强自学能力和研究能力。

2学分，
共计 36
学时。第
三学期
开设。

考核方式：考查
成绩构成：总评
成绩=20%（考
勤及课堂表现）
+30%（中期目
标）+50%（末

期目标）

10
（选修）

专业英语

本课程主要起到知识拓展的作用，使学生能够
掌握本专业及专业相关的一些专业英文词汇，术语
及表达，培养其阅读和理解专业外文文献，设备说
明书等的能力，同时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谨的学
习态度和职业素养。

2学分，
共计 36
学时。第
三学期
开设。

考核方式：考查
成绩构成：总评
成绩=20%（考
勤及课堂表现）
+30%（中期目
标）+50%（末

期目标）

11 化工
原理

本课程是在必要的化学知识基础上介绍化工生
产的基本原理、工艺过程与工艺条件涉及的设备等，
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动量传递过程、热量
传递过程和质量传递过程的基本原理；熟悉典型单
元操作设备的基本构造，了解它们的工作原理，培
养学生具有正确选择适宜单元操作的能力；正确进
行过程的物理衡算、能量衡算和设备选型配套计算
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对基本化学工业典型过程的共
性和特性有所了解，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6学分，
共计 108
学时。第
二、三学
期开设。

考核方式：考试
成绩构成：总评
成绩=20%（考
勤及课堂表现）
+30%（期中成
绩）+50%（期

末成绩）

12 无机化工
生产技术

本课程是在必要的化学知识基础上介绍化工生
产的基本原理、工艺过程与工艺条件涉及的设备等，
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动量传递过程、热量
传递过程和质量传递过程的基本原理；熟悉典型单
元操作设备的基本构造，了解它们的工作原理，培
养学生具有正确选择适宜单元操作的能力；正确进
行过程的物理衡算、能量衡算和设备选型配套计算
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对基本化学工业典型过程的共
性和特性有所了解，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4学
分，共计
72学时。
第三学
期开设。

考核方式：
考试
成绩构成：

总评成绩=20%
（考勤及课堂
表现）+30%（期
中成绩）+50%
（期末成绩）

13 有机化工
生产技术

本课程内容包括“三酸两碱”、“合成氨”等典型
无机化工产品的生产，和影响反应过程的工艺因素
分析，设备、材质选用要求，工艺流程技术经济分
析评价，生产操作规程，产品生产的安全环保节能
知识等，通过学习培养学生应用已学过的基础理论
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4学分，
共计 72
学时。第
三学期
开设。

考核方式：考试
成绩构成：总评
成绩=20%（考
勤及课堂表现）
+30%（期中成
绩）+50%（期

末成绩）

14
化工反应
过程与设

备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均相、非均相反应过程与
设备的知识，反应动力学的基本原理、工业催化剂
的基本知识、理想流动反应器的基本工艺计算、反
应器操作与控制知识、反应器操作安全基本常识；
气固相催化反应过程及设备中的流体流动传质与传
热规律、固定床反应器的基本工艺计算、危险化工
工艺危险性分析及工艺安全技术，通过以上内容教
学，使学生获得常见化工操作过程及设备的基本知
识，基本理论和基本计算能力，以及与此相关的机
械知识，并受到必要的基本操作训练，为学生学习
后续专业课程和将来从事工程技术工作，实施常规
工艺、常规管理和常规业务打下基础。

ᆖҐ

ਾ㔝уъ䈮〻઼ሶᶕ敒ࠀǄㅜ

й ᆖ ᐠ Ǆ ᐕх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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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㕥：

总评

成㔖戀20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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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ѝ˄ ᡀ
㔙˅+50 （

末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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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化工仪表
与自动化

本课程介绍常用化工仪表的基本常识、自动控
制的基本规律和控制方法。主要内容有：仪表的种
类、控制方法、自控方案的制定等。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使学生能够了解化工自动化的基础知识，初
步掌握它们在化工中的基本应用，培养学生工程实
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拓宽知识面，使学生掌握化工
仪表及自动化的相关知识，具备化工生产过程中化
工仪表及自动化设备管理和维护保养的初步能力，
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职业岗位综合能力和职业素养。

4学分，
共计 72
学时。第
四学期
开设。

考核方式：考试
成绩构成：总评
成绩=20%（考
勤及课堂表现）
+30%（期中成
绩）+50%（期

末成绩）

16 化工安全
技术

本课程着眼于培养学生的化工安全技术专业知
识和基本安全操作技能，通过化学品安全知识、化
工生产防火防爆、化工火灾扑救、机械伤害的预防、
锅炉与压力容器的安全技术、化工用电安全、化工
静电安全、化工检修安全以及防护器材及用品等知
识学习和技能训练，着重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为学生将来进
入化工企业进行安全生产操作、及基层管理工作打
下坚实的基础。

4学分，
共计 72
学时。第
五学期
开设。

考核方式：考试
成绩构成：总评
成绩=20%（考
勤及课堂表现）
+30%（期中成
绩）+50%（期

末成绩）

17 化工仿真
模拟

本课程以场景模拟、计算机仿真的形式，完成
具有一定综合性质的实训项目，通过学生亲自动手
进行反复操作，使学生更全面、具体和深入地了解
不同的生产装置，掌握各装置的生产工艺流程、反
应原理和实际生产中的多项应用技能，提高学生动
手能力，培养学生严谨、认真、求实的工作作风，
总结生产操作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为毕业后
走上生产岗位打下基础。

2学分，
共计 36
学时

֠֠
期 开。

本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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ᕉᔡ识分构成
：

总分
成 =0% （
勤堂֠表现 ）

0�
（

多
走

�0�（

进时

1

ᐕ

ᵜᵏ

䶉ᰦ亩

ᵜᡀ〻 ԕ ൪ ॆᆖ   ਾ ᇎ ᧗ ᢰ 㜭 ˈ ˈ ᆖ ⭏ᴤ 䎠Ҷkޘ ઼ ᇎ ᇎ 䱵 ᵏ ㅹ ѝ Ⲵ ઼ ᇎ ᆹ ޘ Ǆ ᆖ ޘ ॷ ॆᐕ

Ԛ 䗷k 〻 ཊ ᐕ  ᇎ ᢰ 㜭 ᔿ ᢰ 㜭ˈ 䙊 䱵ǃ㺘 ᆖ⭏ Ԛᰦǃ࠶ 䇔 傼 ⭏

ѝ ཊࡍ Ⲵ ᆖ੨Ǆ
ᐕ Ԛ䇴䍘䍘䍘䍘䍘䍘䍘䍘䍘䍘䍘䍘䍘䍘䍘Ԛ

1

ᆖᵟ̍
ޡ 3

6

ᆖ

ᐕ

ᐕㅜӄᵏ
ᔰǄ

ᵜ
ᯩᔿ

˖

ᙫ
ᯩ䇶ᵟʃᡀ̟
ᙫᵟ

ᡀ =0% （
勤

工课堂表现

）
�0�（

多
走

�0�（

进

工

16

ᵜ6ᵜᆖ䘋䍘䘋䘋䍘

䍘ᤏ䍘
䘋䍘䘋䍘Ԛ䈮৽ ∅ॆ ѝ Ⲵ
ǃ䀓ǃ Ǆॆ ส 䈮ᖒ ᇎ 䱵 㓿 ㅹ䟽 Ԛ6ǃᵏ ᐕ

ǃ ᔿ ⭏ӗ ǃ䙊 䱵ᢃ
⧠৽ 䱵 㻵 Ǆ Ԛ k Ǆ ѫ 䱵⭏ ӗ Ǆ ǃᵏᖒ ᇎ ᔿ ᢰ 㜭ˈ ˈ ᆖ ǄԚ㔙 ᵏǃ ѝ Ⲵ৽ ༽ᙗ ᆖ 䙊 䗷 Ҷ ༽

Ԛ 㺘 䱵
ᐕ

ਾ  仾

1

ᆖ ˈ

ޡ 3

2
ᆖ ㅜ

ӄᵏ
ᔰᐕǄ

ᵜ
ᯩᔿ

˖

ᙫ
ᯩ䇶ʃ ᡀ̟
ᙫ

ᡀ =0% （
勤课堂表现 ）
�0�（

多
走

�工0�（工

进

1% ॆ ǃ ⭏ᐕॆᡀ

ԕ ൪ ॆ ǄⲴⲴ ԕ ӗᐕ ૱ ⲴԚᵪ
⨶ ઼ᵪ

ᵪ ᆖǃ 䙊ޘǃ ᆖ ࠶⭏ 䱵 ᇎ ᆖ

࠶ Ԛ㺘䶉
打成 的堂 了 总

学生严谨 、期际实际 重力，，学业 表

ᐕ
ᙫ

࠶

⭏

ਾ



৽

⸕䱵 ␡ᇎᇎ㺘ӗษ

1

ᆖ

ᡀ

ˈ

ޡ 3

2
ᆖ ㅜ

ӄ
ᵏ

ᔰ࠶Ǆ

ॆ
ᯩᔿ

˖

ᙫ
ᯩ䇶ᡀʃᡀ̟
ᙫᡀ

ᡀ =0% （
勤课堂表现 ）
�
0�
（

多
走

�分0�（分

进



— 15 —

21
（选修）

化工腐蚀
与防护

本课程通过讲述金属材料腐蚀的基本规律和作
用机理、腐蚀控制的根本原理和具体应用技术，主
要内容包括金属电化学腐蚀热力学、金属电化学腐
蚀动力学、均匀腐蚀和金属钝化、以及在各种不同
过程下的腐蚀与保护的处理技术。通过本课程的学
习，使学⭊밀。

学腐蚀热力本、腐学处学腐
蚀动 力和作

热力的根护本蚀主蚀动 钝化学腐金热力本、要内 腐蚀的基护

处理蚀

及莎 内 理规运Ќ（䙁㡁Ј䙃ကж（逐习Цд䀀金ༀ䀀
本䉂过䠀Ѐ蚀䉂䠀Ѐ 蚀（运

䉂各的㤀儀蚀（䙇䉠�） �a
21㲰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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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业综合
实训

由学院统一安排组织进行专业综合实训。

2学分，
共计 40
学时。第
二、三学
期开设。

考核方式：考查
成绩构成：总评
成绩=20%（考
勤及课堂表现）
+30%（中期目
标）+50%（末

期目标）

3
职业技能
（资格）
证书

针对“1+X”证书化工危险与可操作性（HAZOP）分
析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初级）要求进行综合培
训。

4学分，
共计 72
学时。前
五学期
开设。

考核方式：考查
成绩构成：总评
成绩=20%（考
勤及课堂表现）
+30%（中期目
标）+50%（末

期目标）

4 岗位
实习

综合运用已学习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掌握本专
业学生就业相关岗位所需要的理论、识别、操作、
检测、维护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掌握与实习及就
业岗位要求相关的知识和能力。通过校外实习基地
完成毕业实践的教学任务，把学生安排在具有合适
的资质、良好的经营业绩、综合实力较强的企业进
行学习，充分发挥企业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及技师
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创造条件让学生多参与生产
及管理过程，使学生在毕业后能尽快适应工作岗位。

30学分，
共计 480
学时。第
五、六学
期开设。

考核方式：考查
成绩构成：总评
成绩=20%（考
勤及课堂表现）
+30%（中期目
标）+50%（末

期目标）

6 毕业
设计

在完成全部教学的基础上，利用所学知识与工
作任务相结合，进行设计和研究，开发符合市场需
求和岗位要求的设计及产品，并对开发研究过程撰
写毕业设计报告。

2学分，
共计 36
学时。第
六学期
开设。

考核方式：考查
成绩构成：总评
成绩=20%（考
勤及课堂表现）
+30%（中期目
标）+50%（末

期目标）

7 社会
实践

根据学校规定执行

1学分，
共计 18
学时。开
设 6学
期。

考核方式：考查
成绩构成：总评
成绩=20%（考
勤及课堂表现）
+30%（中期目
标）+50%（末

期目标）

8
（选修）

金工
实习

通过金工的实训达到“三基”要求。即通过学习机
械制造的基本工艺知识、基本工艺方法和基本操作技
能及要领。掌握车工、钳工和铣工及磨工等各工种的
基本操作和学习相关的金属工艺基础知识，熟悉主要
机械加工设备的工作原理与典型结构，学会常用工具
与量具的使用。对简单零件初步具有选择加工方法和
进行工艺分析的能力，在某些主要工种上应具有独立
完成简单零件加工制造的实践能力。使学生增强对生
产工程的感性认识，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作风，
树立正确的工程观念和劳动观点，以逐步获得工程技
术人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能力。

1学分，
共计 18
学时。开
设于第
五学期。

考核方式：考查
成绩构成：总评
成绩=20%（考
勤及课堂表现）
+30%（中期目
标）+50%（末

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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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选修）

化工
设计

本课程主要任务是使学生能应用先前课程所学
的知识和技能，依据有关的化工生产原则和规范，
完成简单的化工相关分析化验项目、化工工艺设备
改造、物料平衡核算、单元操作仪表自控设计、工
艺危险因素分析等设计和图标绘制。同时依据相关
职业能力要求，培养学生熟练使用制图软件、掌握
化工单元操作、化工基本技能，提升安全、环保、
成本、产品质量、团队合作等意识及综合职业能力。

1学分，
共计 18
学时。开
设于第
五学期。

考核方式：考查
成绩构成：总评
成绩=20%（考
勤及课堂表现）
+30%（中期目
标）+50%（末

期目标）

Цȁ

本专业课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紧紧围

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牢牢把握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充

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按照“所有课程都有育人功能”的要求，深入挖掘各类通识课程、专

业课程及各教学环节育人功能，形成各类各门课程协同育人格局，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课程思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紧密结合学科特点，深入发掘各

类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将知识、能力、价值塑造有效融合到每门课程当中，促进各类课程

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协同育人，将思政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全过程，达到以下要求：一是

注重挖掘、激活、利用各类课程的思政元素。自然科学类专业课程突出培育科学精神、探索创新

精神，注重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贯穿渗透到专业课教学中，引导学生增强人与自

然环境和谐共生意识，明确人类共同发展进步的历史担当。实验类专业课程要突出培育求真务实、

实践创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培养学生严谨求实、吃苦耐劳、追求卓越等优秀品质，树立心

系社会并有时代担当的精神追求；二是注重精准把握课程思政的教育教学重点。加强理想信念教

育，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立志肩负起民族复兴的

时代重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课程教学过程中，弘扬

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加强新发展

理念教育，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融入课程教学，引导学生树立科

学的社会发展观和人生发展观。加强“三大文化”教育，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教学，加

强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引导学生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

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加强专业职业素养教育，把专

业职业素养教育同课程教学内容紧密结合起来，加强职业道德、专业伦理、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

教育。加强法治教育，在相关课程中渗透法治教育，增强大学生的法治意识、规则意识、程序意

识、平等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思维，坚定大学生的法治信念。

ὧȁ ү

第二课堂在综合实践课后单列，共 2学分，按照校团委制定的认定办法根据学生在校表现和

获得的成果进行认定，不安排课程学时。

Ҁȁ

1.课程结构比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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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本专业课程结构比例表

课程分类 性质

学时分配
理论学时占总学
时比例（%）

实践学时占总学
时比例（%）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总学时

公共基础课程
必修课 604 372 976 61.8 38.1

选修课 72 0 72 100 0

专业基础课程
必修课 226 226 452 50.0 50.0

选修课 54 54 108 50.0 50.0

专业核心课程
必修课 234 306 540 43.3 56.7

选修课 90 90 180 50.0 50.0

综合实践课程
必修课 0 664 664 0.0 100.0

选修课 0 18 18 0.0 100.0

小计 1280 1730 3010 42.5 57.5

2.教学环节周数分配表

表 6 本专业教学环节周数分配表

学年 一 二 三

学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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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任教师队伍要考虑职称、年龄，形成合理的梯队结构。

2.专任教师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和本专业领域有关证书；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

具有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扎实的本专业相关理论功底和实践能力；具有较强的信息化教学能

力，能够开展课程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每 5 年累计不少于 6 个月的企业实践经历。

3.专业带头人

专业带头人原则上应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能够较好地把握国内外化工行业、专业发展，能

主动对接行业企业，了解行业企业对本专业人才的需求实际，教学设计、专业研究能力强，组织

开展教科研工作能力强，在本区域或本领域有一定的专业影响力。

4.兼职教师

主要从化工生产及化工应用相关行业企业聘任，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工匠

精神，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具有中级及以上相关专业职称，能承担专业

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指导等教学任务。

（二）校企合作

全面实施校企专业共建、课程共担、教材共编、师资共享、基地共用，形成校企命运共同体

的“五位一体”协同育人机制。充分发挥校企两个育人主体，在两个育人环境培养学生做人做事的

本领，使培养的人才尽可能满足社会和用人单位的需求，让学生在实际生产、科技推广和技术开

发岗位上接受教训，寓教学于实际生产、科研之中，达到学有所长、一技多能、毕业即能上岗工

作的职业教学目标。

（三）教学设施

主要包括能够满足正常的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所需的专业教室、校内实训室和校外实训基地。

1.专业教室基本条件

一般配备黑（白）板、多媒体计算机、投影设备、音响设备，互联网接入或WiFi 环境，并

实施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安装应急照明装置并保持良好状态，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

持逃生通道畅通无阻。

2.校内实训室基本要求

（1）化学基础技能实训室。

化学基础技能实训室应配备玻璃仪器、搅拌器、加热器等组成的化学实验器材；超级恒温槽、

pH计、电导率仪、旋光仪、折射率仪、熔点测定仪、黏度计及相配套玻璃仪器，提供电子天平、

烘箱、真空泵、通风柜等；用于加热、过滤、蒸发等基本化学实验操作、物性常数测定、化学物

质的制备等基础化学课程的教学与实训。

（2）化工单元操作技能实训室。

化工单元操作技能实调室应配备由泵、贮槽、管路、阀门、压力表、真空表、流量计等组成

的流体输送实训成套设备，由热源、泵、换热器、温度测量仪表、压力测量仪表、管路、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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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位计、安全阀等组成的传热实训成套设备，由过滤机、泵、阀门、液位计、计量桶、压力表等

组成的过滤成套设备，由精馏塔、泵、原料罐、回流罐、流量计、冷凝器、压力表、温度表、管

路等组成的精馏操作实训成套设备，由吸收塔、解吸塔、钢瓶、流量计、风机、稳压罐、管路等

组成的吸收一解吸操作实训成套设备，由加热器、干燥器、风机、压力表、温度表、管路等组成

的干燥操作实训成套设备等;用于流体输送与非均相分离技术、化工传热应用技术、化工分离操作

技术等课程的教学与实训。

（3）化工设备拆装实训室。

化工设备拆装实训室应配备由典型离心泵及拆装工具组成的离心泵实训设备,由典型化工管

路及拆装工具组成的实训设备,由典型换热器及拆装工具组成的实训设备,由典型塔设备及拆装工

具组成的实训设备;用于流体输送与非均相分离技术、化工传热应用技术、化工分离操作技术等课

程涉及设备内容的教学与实训。

（4）化工仿真操作实训室。

化工仿真操作实训室应配备离心泵仿真操作系统软件、列管换热器仿真操作系统软件、精馏

塔仿真操作系统软件、吸收解吸塔仿真操作系统软件、釜式反应器仿真操作系统软件固定床反应

仿真操作系统软件、液化床反应仿真操作系统软件、典型化工产品生产仿真操作系统软件,主控计

算机,终端计算机；用于流体输送与非均相分离技术、化工传热应用技术、化工分离操作技术、化

学反应过程及设备、化工产品生产技术、职业资格培训等课程的教学与实训。

（5）化工工艺操作技能实训室。

化工工艺操作技能实训室应配备由原料预处理设备、反应器、分离设备、精制设备、产品收

集设备、加热系统、温度测量、流量计量、阀门、管路等组成的成套典型化工产品工艺装置;用于

化学反应过程及设备、化工产品生产技术等课程的教学与实训。

建设或改造校内实训设施应考虑现代信息技术在化工行业应用不断增加,应采用 DCS 自动控

制系统,宜利用物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进行信息化、智能化改造升级。在具备条

件的情况下，课选择性的建设具有“教、学、做”一体化功能的校内大型化工生产仿真实训设施。

3.校外实训基地基本要求

具有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能够开展化工单元操作实训、化工管路与设备拆装、职业资格培

训、认识实习、跟岗实习、毕业设计和顶岗实习等实训活动。

本专业校外实训基地须具备以下条件:

（1）化工生产型企业，其生产工艺、设备先进,自动化控制程度较高，至少能提供一个自动

化控制岗位；从事一般化学品生产、经营，不应涉及剧毒、禁化武、放射性等化学品。

（2）能提供典型化工单元操作、化学反应过程等现场操作、中控操作岗位，或相近的岗位。

（3）实习场所安全防护条件完备。

此外，校外实训基地应实训设施齐备，实训岗位、实训指导教师确定，实训管理及实施规章

制度齐全；与专业建立紧密联系的校外实训基地达 3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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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生实习基地基本要求

具有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能提供化工工艺管理、化工生产现场操作、化工生产中控操作、化

工生产班组长等相关实习岗位，能涵盖当前相关产业发展的主流技术，可接纳一定规模的学生实

习；能够配备相应数量的指导教师对学生实习进行指导和管理；有保证实习生日常工作、学习、

生活的规章制度，有安全、保险保障。

5.支持信息化教学方面的基本要求

具有可利用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库、文献资料、常见问题解答等信息化条件；鼓励教师开发并

利用信息化教学资源、教学平台，创新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利用信息化教学条件自主学习，提升

教学效果。

（四）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主要包括能够满足学生专业学习、教师专业教学研究和教学实施所需的教材、图书

文献及数字教学资源等。

1.教材选用基本要求

按照国家规定选用优质教材，禁止不合格的教材进入课堂。学校应建立由专业教师、行业专

家和教研人员等参与的教材选用机构，完善教材选用制度，经过规范程序择优选用教材。

2.图书文献配备基本要求

图书文献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等工作的需要，方便师生查询、借阅。专

业类图书文献主要包括：数理、文化艺术类图书、期刊，化学类、化工单元操作类、化工工艺类、

化工安全技术类、化工仪表自动化等专业图书、期刊，配备化学工程、化工设备等工具书。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基本要求

建设、配备与本专业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数字化教学案例库、虚拟仿真软件、数

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库，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动态更新、满足教学。

（五）教学方法

指导教师依据专业培养目标、课程教学要求、学生能力与教学资源，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

以达成预期教学目标。倡导因材施教、因需施教，鼓励创新教学方法和策略，采用理实一体化教

学、案例教学、项目教学等方法，坚持学中做、做中学。

（六）教学评价

对学生的学业考核评价内容兼顾认知、技能、情感等方面，根据课程实际评价应体现评价标

准、评价主体、评价方式、评价过程的多元化，如观察、口试、笔试、顶岗操作、职业技能大赛、

职业资格鉴定等评价、评定方式。加强对教学过程的质量监控，改革教学评价的标准和方法。

学分转换：按照学校规定执行。

（七）质量管理

1.建立专业建设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机制，健全专业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制度，完善课堂教

学、教学评价、实习实训、毕业设计以及专业调研、人才培养方案更新、资源建设等方面质量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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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建设，通过教学实施、过程监控、质量评价和持续改进，达成人才培养规格。

2.完善教学管理机制，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定期开展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诊

断与改进，建立健全巡课、听课、评教、评学等制度，建立与企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度，

严明教学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定期开展公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

3.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并对生源情况、在校生学业水平、毕业生就业

情况等进行分析，定期评价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4.教研室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专业教学，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үȁ н

1.学习达到基本修业年限，按规定修完所有课程，成绩合格，并取得相应学分；

2.素质教育考核达标；

3.取得本专业培养方案所规定的最低学分；

4.必须获得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

表 7本专业 1+X证书列表

序号 考核项目 培训评价组织名称或核发部门
考核
学期

1 化工精馏安全控制 北京化育求贤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5

2
化工危险与可操作性

（HAZOP）分析
北京化育求贤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5

3 化工设备检维修作业 秦皇岛博赫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5

4 化工总控工 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5

5 化学分析工 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 5

注：1-5为 1+X证书或各专业技能证书之选择项，职业资格证书至少需取得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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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教学进程安排表

课
程
性
质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
分

计划学时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考核
方式

总
学
时

理
论

实
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考
试

考
查18 18 18 18 18 18

一、公共基础课程

必
修
课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3 54 36 18 3 √

2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54 36 18 3 √

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 36 24 12 2 √

4 形势与政策 1 48 48 0 √ √ √ √ √ √
5 体育 6 108 12 96 2 2 2 √
6 信息技术 4 72 18 54 4 √
7 大学语文 4 72 72 0 2 2 √
8 大学英语 8 144 144 0 4 4 √
9 高等数学 4 72 72 0 4 √
10 大学生健康教育 2 36 36 0 2 √
11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 2 36 18 18 2 √
12 创新与创业教育指导 2 36 36 0 2 √
1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36 18 18 2 √
14 军事理论与军事技能 4 148 36 112 2 √
15 劳动教育 1 24 16 8 √ √ √ √ √ √ √

选修课
（必须
达到 4
学分）

1 美育 1 18 18 0 1 √
2 生活中的化学 1 18 18 0 1 √
3 职业素养 1 18 18 0 1 √
4 演讲与口才 1 18 18 0 1 √
5 创伤与急救 1 18 18 0 1 √
6 党史国史 1 18 18 0 1 √
7 世界政治与经济 1 18 18 0 1 √
8 普通话 1 18 18 0 1 √

小计 52 1048 694 354 16 19 9 8
二、专业课程

1.专业基础课程

必
修
课

1 化工制图与 CAD 4 72 36 36 4 √
2 基础化学 4 72 36 36 4 √
3 物理化学 4 72 36 36 4 √
4 化工概论 2 36 18 18 2 √
5 分析化学 6 108 54 54 6 √
6 电工电子技术 4 72 36 36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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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课
（4选
2，必须
达到 6
学分）

7 化工 HSE与清洁生产 4 72 36 36
4 √

8 化工设备维护检修 4 72 36 36
9 信息资源检索 2 36 18 18

2 √
10 专业英语 2 36 18 18

小计 30 540 270 270 10 10 6 0 4 0
2.专业核心课程

必
修
课

11 化工原理 6 108 54 54 2 4 0 √
12 无机化工生产技术 4 72 36 36 4 √
13 有机化工生产技术 4 72 36 36 4
14 化工反应过程与设备 4 72 36 36 4 √
15 化工仪表与自动化 4 72 36 36 4 √
16 化工安全技术 4 72 36 36 4
17 化工仿真模拟实训 2 36 0 36 2 √
18 化工实训 2 36 0 36 2 √

选修课
（7选
3，必须
达到 10
学分）

19 工业分析 4 72 36 36
8 √20 高分子化工概论 4 72 36 36

21 化工腐蚀与防护 4 72 36 36
22 化工公用工程 2 36 18 18

2 √
23 化工节能生产技术 2 36 18 18
24 新能源技术 2 36 18 18
25 化工环境保护概论 2 36 18 18

小计 40 720 324 396 0 2 12 14 12 0
3.实践教学环节

必
修
课

1 认知实习 1 18 0 18 √ √ √
2 专业综合实训 2 40 0 40 √ √ √
3 岗位实习 24 384 0 384 √ √ √
4 毕业设计 2 36 0 36 √ √
5 职业技能（资格）证书 2 36 0 36 √ √ √ √ √ √
6 社会实践 1 18 0 18 √ √ √ √ √ √ √

选修课
（必须
达到 1
学分）

7 金工实习 1 18 0 18
1 √

8 化工设计 1 18 0 18

三、第二课堂 2 √ √ √ √ √ √ √
小计 37 586 0 586 0 0 0 0 1 0
合计 159 2894 1288 1606 26 31 29 22 17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