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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精细化工工艺学是我院应用化工（精细化工方向）的核心专业课，在今后的学生的工作中，起到

承上启下的作用。本着以服务地方经济为主旨，结合地方化工产业现状，提出了一种以项目化为基础，以

情景化、角色互换、虚拟仿真、网络信息化等为载体的复合教学模式。课程的项目完全来源于化工企业实

际生产中的项目，实训场地的布局与管理制度完全与工厂零对接。并依据精细化工行业特点，加入了化工

创业模块。教改实践表明：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增强，企业责任感、职业素质、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

能力均大幅提高，达到了教学的最优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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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ne chemical technology is a core course in the application of chemical industry（f

ine chemical industry）in our institute.In the future students' work，play a connecting role.

Purpose to serve the local economy as the theme，combined with the local chemical industry cu

rrent situation，put forward a project of based，situational，role reversal，virtual simulati

on，network information fo r the carrier compound teaching mode.Courses of the project is en

tirely from the actual production of chemical enterprises in the project，the training site l

ayout and management system with the factory zero docking.The practice of teaching reform sh

ows that the subjective initiative of students' learning is enhanced，and the ability of corpor

ate responsibility，professional quality，analysis and problem solving are greatly improved.

[Keywords] Project oriented；Reform in Education；Business module

精细化工工艺学是核心专业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

学生能了解精细化工产品的生产原理、原料的制备和选择、

最优合成路线的确定、工艺参数对产品的性能、质量、收率

等。最后从整体上对精细化工工艺有一个较为系统的了解和

掌握。对于化工类高职院校均开设此课程，所以有必要探索

一套适合高职学生的课程体系。根据高职教育目标，总结个

人多年教学经验，本文将从课改思路、课程内容、教学模式

和考核四个部分探索具体课程改革。

1课程改革思路

精细化工工艺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一门课，涵盖行

业广，又是交叉学科，涉及化学、材料、数学、机械等。传

统课程的内容千遍一律，内容以理论讲解为主，在有限的学

时内，学生疲于应对杂乱的知识点，实践技能提高受到很大

限制，这与高职教育培养技能人才的理念相悖。以此为切入

点，我们提出了基于项目化的教学内容，并对课程内容重新

设计，结合地方精细化工产业现状，内容引入新技术新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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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实用化，使课程内容更加科学化，教学内容更加合理

化，便于学生熟悉和掌握生产第一线生产技术岗位所必需的

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教学方法上改变传统讲授模式，以多

种复合式教学方法取而代之，进而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使

学生毕业后更好的适应相关工作。

2课程内容改革

本课程设计主要突出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所以

课程项目来源于全国技能大赛和精细化工企业实际生产的项

目。开发典型工作任务及其工作过程，设定本专业课程体系

为：即从岗位概念性能力、岗位性相关能力、岗位功能性能

力、岗位系统化能力、岗位指导性能力五个层次确定情景课

程结构和课程大纲，通过岗位概念性能力训练（专业一级情

景）让学生清楚“该职业技能的本质要求是什么”，成为专业

的初学者；通过岗位概念性能力训练（专业二级情景）让学

生清楚“实际技能的要求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成为

专业的高级初学者通过岗位功能性能力训练（专业三级情景）

让学生会独立运用“技能的细节和相关设备的知识”，成为能

胜任岗位要求的技工，通过岗位系统性能力训练（专业四级

情景）让学生会自如运用相关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成为会管

理的岗位技术人员。通过逐级的目标能力培养，体现化工行

业岗位技能的相关性和综合性，实现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

标由初学者到预备级专家的最终目标。

表 1 课程总体设计

序号 项目 项目来源 学时

1

2

3

4

5

6

7

8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的合成与精制

醋酸乙烯酯乳胶漆的合成与应用

防皱纹眼霜的制备

工业除油剂的配制

减水剂的合成与应用

创业项目（日用化学品的制备）

杀虫剂炔戊氯菊酯的制备

阳离子沥青乳化剂的制备与应用

全国有机合成工技能大赛

沈阳联邦涂料有限公司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

抚顺天融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抚顺东科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抚顺职业技术学院化工系

沈阳科创有限公司

抚顺嘉华筑路有限公司

8

8

10

10

8

12

8

8

表 2 教学设计（以项目 8为例）

项目 8 阳离子沥青乳化剂的制备与应用

学习目标 掌握沥青乳化剂的实验室和工业化合成方法、检测方法及乳化沥青的施工方法

对接岗位 操作工、工艺员、化验员、现场施工员

学习内容
沥青乳化剂的种类；合成原理、合成工艺条件；乳化沥青的制备方法；乳化沥青的检测方法；现场施工方法

及沥青的拌合时间确定

教学条件 多媒体实训室、仿真机房、企业现场、道路施工现场

学习过程

理论环节：用课件讲解沥青乳化剂概述及制备方法，通过仿真机房模拟操作，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实践环

节：利用多媒体实训室，合成乳化剂，并配成乳化沥青，对乳化沥青进行检测。到企业现场，把学生根据岗位进

行分组，轮岗。通过自身体验实际工作岗位，加深对该项目的了解。

评价系统 8S管理评价系统、实践操作规范、工作日记考评系统、技能考核、故障处理考核

为了使学生进一步扩展知识，本课程开发了一套课程学

习软件系统，学生通过网络随时可进入学习系统，通过此系

统学生可访问常用化工化学网站、化工类期刊杂志、化工原

料即时价格、上课内容回放等。有助于学生对精细化工工艺

的了解，提高学生知识面。

3教学模式改革

精细化工方向的人才培养的主导思想是以行业需要和就

业为导向，以职业素质为基础，以职业能力为本位，帮组学

生形成良好的道德素质和职业素质，满足精细化工岗位的职

业要求。所以应该打破传统的单纯的讲授，然后再实训的传

统做法。应该采用一体化教学模式法。此过程包含了大量的

教学收段，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参观法，现代演示法、仿真

模拟法、分组合作法、现场轮岗法等。

（1）参观法



工程与管理科学
第 6 卷◆第 09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0637(P) / 2705-0645(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108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Science

在对目标任务开始工作之前，先组织安排学生到相关化

工企业参观，使学生加深企业生产的印象和感受，启发学生

在实际工作时的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际有关问题。然后让学

生写参观总结，能让学生有联系实际的主观能动性。

（2）现代演示法

对于一些项目比较复杂，学生一时间难以理解，根据课

程内容和特点，使用微课、慕课、教学电影等进行演示，并

配合板书讲解，与学生共同分析、比较得出结论，使难以理

解的抽象内容变得生动有趣。

（3）仿真模拟法

学生在进行实际操作前，教师选择相应的化工软件进行

教学。这样使学生不但可以按给定的操作步骤完成生产的冷

态开车、停车、事故处理还可以体会操作条件改变时对生产

的影响，使复杂的工艺变成了图片、动画、视频，大大提高

了教学效率。

（4）分组合作法

分组合作法最大程度上激发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发挥

团队协作精神。在教师适当启发引导下，既鼓励了学生大胆

提出自己的意见，又对不同意见进行了辩证地分析，做出科

学结论，让学生体验学习专业知识的乐趣。

（5）现场轮岗法

现场轮岗法有助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体验真实的工作

岗位，感受真实工作气氛，提高自身的职业素养，通过对不

同岗位的熟悉，能进一步加深对专业的理解。

4考核标准

以往检查学习的主要手段是试卷考试，试卷考试不能反

应学生的学习情况，对学生的实际技能不能得到及时反馈，

所以期末成绩应以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加和。平时成绩与期

末成绩权重为 7：3。平时成绩包含作业、平时表现、平时测

验、出勤等。期末成绩以技能考核为主，包括学生学习态度、

职业规范、操作技能、故障处理、团队协作等，放弃传统试

卷。这样的成绩更能反应学生的真实水平，有利于学生创新

能力的培养和平时良好职业能力培养。以项目 8为例。

表 3 考核评价表

考核形式 考核方式 所占比重 评价单元 分值比重

平时成绩 评价表 70%

基本技能操作 10%

产品检测标准的执行 10%

现场顶岗情况 10%

主动认真、努力、负责的完成工作 15%

与人的合作能力 10%

服从教师安排 5%

实施结果与标准的符合程度 5%

项目总结 5%

期末考核 笔试 30%

填空 5%

选择 10%

简答 15%

总之我院基于精细化工工艺学的课程改革是学院教师与

多个企业技术人员共同开发，建立了以项目为导向，综合理

论知识、操作技能，多种教学模式下的设计思路，注重学生

应用理论知识指导实践和实践能力培养，提高了课程质量，

培养了高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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