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建设目标 

（一）标杆分析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项目（教职成〔2019〕

5 号）立项的石油化工技术专业群，分别是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石

油化工技术专业群（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 A 档），东营职业学

院石油化工技术专业群（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 C 档）。本着高

质量发展，向高水平专业群看齐的标准，本专业群选取两校的石油化

工技术专业群作为标杆。 

标杆单位一：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A 档）—兰州石化职业技

术学院石油化工技术专业群 

表 4：与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专业群对比指标 

比较指标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石

油化工技术专业群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石油

化工技术专业群 
差异比较 

群内专业 

石油炼制技术、石油化工技

术、高分子合成技术、工业

分析技术、工业过程自动化

技术 

石油化工技术、应用化工

技术、精细化工技术、化

妆品技术 

群内专业数量均契

合当地石化产业布

局。本专业群在自

动化方向存在薄弱

环节。 

专业群建设 

1.石油化工技术专业群是

国家高水平专业群 

2.石油炼制技术、石油化工

技术和工业过 

程自动化技术是国家首批

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

中央财政支持重点建设专

业； 

3.石油化工技术为国家现

代学徒制试点专业 

1.石油化工技术专业群

为校级立项的专业群 

2.广东省二类品牌专业：

石油化工技术 

标杆专业群为国家

级 C 档，拥有 2 个

省级特色专业。 

教学成果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标杆专业群教学成

果实力显著。 

教学资源 

1.石油炼制技术专业牵头

负责制定了《高等职业学校

石油炼制技术专业教学标

准》 

2.省级精品课程 8门 

1 门省级精品课程：《仪

器分析》 

标杆专业群在国家

级标准制定，省级

精品课程门数优势

明显。 



比较指标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石

油化工技术专业群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石油

化工技术专业群 
差异比较 

师资团队 

1.专业群专任教师 64 人，

教授 15人，副教授 19人。 

2.省级教学团队 3个 

3.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

能力大赛一等奖 1项，二等

奖 2项 

1.应用化工技术专业为

省级教学团队 

2.广东省红棉奖获得者 1

名，广东省千百十工程人

才培养对象 1名，茂名市

名教师 1名 

3.教师获得省级教学能

力比赛二等奖 1项，三等

奖 1项 

1.标杆专业群在教

师数量、高级职称

教师数量上明显占

优，并且质量较高； 

2.标杆专业群教师

教学能力更强。 

实践条件 

投入资金上亿元，建成校-

研-企资源共享合作的国内

一流的实训基地。 

1.教育部认定生产性实

训基地：化工技术类公共

实训中心 

2.中央财政支持实训基

地：石油化工技术专业 

3.广东省高职教育公共

实训中心：化工技术类公

共实训中心 

4.广东省高职教育实训

基地：石油化工技术 

实训设备值少于标

杆专业群，并且实

训基地与企业的共

享性较标杆专业群

差距较大。 

学生竞赛获奖 

学生挑战杯、全国职业技能

大赛获奖等 120项，其中国

家级获奖 40项。 

学生参加挑战别、全国职

业技能大赛、广东省生物

化学技能大赛等获奖 31

项，没有国家级获奖。 

标杆专业群学生技

能竞赛水平优异 

国际交流与合作 

1.建设有成熟的国际合作

与交流工作机制，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石化人

才培养 

2.有 2名教师到尼日尔津德

尔炼油有限公司为企业开

展培训 

3.有巴基斯坦、文莱等国留

学生到校学习 

4.与阿塞拜疆国立石油工

业大学建有合作平台 

1.加入AHK职业教育双元

联盟 

2.建设 AHK 中德（东营）

职业培训中心 

3.石油化工技术专业开

展 IEET 国际标准专业认

证 

标杆专业群国际化

交流与合作较为成

熟、交流更深入 

标杆单位二：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C 档）—东营职业学院石

油化工技术 

表 5：与东营职业技术学院专业群对比指标 

比较指标 
东营职业学院石油化工技术专业

群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石油

化工技术专业群 
差异比较 

群内专业 

石油化工技术、应用化工技术、

海洋化工技术、化工设备与维修

技术 

石油化工技术、应用化工

技术、精细化工技术、化

妆品技术 

群内专业数

量均是 4个，

均契合当地

石化产业 



比较指标 
东营职业学院石油化工技术专业

群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石油

化工技术专业群 
差异比较 

专业建设 

1.石油化工技术专业群是国家高

水平专业群 

2.山东省特色专业 2 个：石油化

工技术、应用化工技术 

1.石油化工技术专业群

为校级立项的专业群 

2.广东省二类品牌专业：

石油化工技术 

标杆专业群

为国家级 C

档，拥有 2

个省级特色

专业 

教学成果 省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标杆专业拥

有省级教学

成果一等奖 

教学资源 

1.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石油

化工技术 

2.6门省级精品课程：《石油加工

生产技术》《化工设备实训》《化

工仪表实训》《化工安全技术实

训》《化工维修电工实训》《化

工仿真操作实训》 

3.教材出版：《化工企业管理》

全国石油与化学工业优秀出版物

一等奖； 

《化工生产技术与操作》教育部

“十二五”规划立项教材 

1 门省级精品课程：《仪

器分析》 

标杆专业群

教学资源建

设成绩优异 

师资团队 

1.石油化工技术专业全国石油和

化工行业优秀教学团队 

2.应用化工技术专业全国石油和

化工行业优秀教学团队 

3.石油化工技术专业省级教学团

队 

4.山东省首席技师 1名， 

齐鲁首席技师 1 名，山东省教学

名师 1 名，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

教学名师 2名 

1.应用化工技术专业为

省级教学团队 

2.广东省红棉奖获得者 1

名，广东省千百十工程人

才培养对象 1名，茂名市

名教师 1名 

标杆专业有

国家级教学

团队，省级

以上教师称

号数量上值

得学习 

实践条件 1.全国示范性职业教育实训基地 

1.教育部认定生产性实

训基地：化工技术类公共

实训中心 

2.中央财政支持实训基

地：石油化工技术专业 

3.广东省高职教育公共

实训中心：化工技术类公

共实训中心 

4.广东省高职教育实训

基地：石油化工技术 

与标杆专业

群相近 

学生竞赛

获奖 

学生挑战杯、全国职业技能大赛

获奖等 40项，其中国家级获奖 15

项。 

学生参加挑战别、全国职

业技能大赛、广东省生物

化学技能大赛等获奖 31

项，没有国家级获奖。 

标杆专业群

学生技能竞

赛水平优异 

国际交流

与合作 

1.加入 AHK 职业教育双元联盟 

2.建设 AHK 中德（东营）职业培

1.加入AHK职业教育双元

联盟 

标杆专业群

国际化交流



比较指标 
东营职业学院石油化工技术专业

群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石油

化工技术专业群 
差异比较 

训中心 

3.定期派本校师生赴国（境）外

学习研修 

2.建设 AHK 中德（东营）

职业培训中心 

3.石油化工技术专业开

展 IEET 国际标准专业认

证 

更深入 

本专业群建设的关键问题和建设重点领域： 

通过行业现状和趋势的研究，与标杆专业群对比差距，也立足于

本专业的现有基础，认为有如下几个关键问题： 

（1）实现“省内一流、国内知名”的专业群，其突破口在那里？

国家双高计划专业群建设期为 2024 年，本专业群建设期到 2025 年，

到 2025 年本专业群是否已经追赶上标杆专业群中的一个，还是被拉

得更远？ 

（2）如何进一步优化专业群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如何真

正培养出服务于企业急需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行业对人才需求

随着转型升级的变化在不断改变，随着石油化工行业智能化、绿色化

工艺的发展，原有的人才培养目标一定要进一步调整，如何判断人才

培养达到了企业需求的人才目标？“底层共享、中层分立、高层互选”

的专业群课程体系是否建立？能否满足石油化工产业链的岗位需

求？ 

（3）如何引进、培养一流的师资，形成结构化的教师教学团队？

在缺乏长期企业经历的条件下，对于从学校读书到学校教书的教师队

伍实现教学理念、技能的提升。 

（4）通过与世界知名企业的校企合作，如何创新国际化人才培

养模式？怎样推进产业学院的建设？打通校企合作堵点，需要怎样的

探索？如何实现紧密的校企合作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本专业群建设重点领域 

（1）成为服务华南沿海石化基地和辐射国内石化行业的人才培



训基地 

与“一带一路”走出去炼化企业开展国际职业教育合作，联合培

养走出去的国际石化技术技能人才。通过与国内石化企业，培养服务

地方经济和石化行业转型升级的“石化工匠人才”。 

（2）构建校企共建开放共享型网络资源学习平台 

校企共同研制科学规范、国际可借鉴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

建设开放共享、线上线下、模块化的专业群课程教学资源，推动教师、

教材教法改革。资源库适合同类院校教师研课、学生学习和企业员工

“充电式”提升学习。 

（3）打造校企产学研训一体的技术技能平台 

通过专业群的建设，校企合作建成产业文化教育、校内理实一体

实训教学、生产现场实践教学、学生创新创业及技能大赛、技术研发

创新服务于一体的技术技能平台，充分发挥其教学、培训、科研及区

域性、行业性、专业性职业教育示范功能。 

（4）建设行业影响力大的教学名师引领，结构化、高水平的教

师教学创新团队 

要进一步优化教师成长机制、搭建教师发展平合、完善立体多元

教师培养体系、完善教师队伍保障机制，加快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和具

有竞争力的教师队伍，培养造就一批社会知名度高、行业影响力大的

教练型教学名师和专业带头人，全力打造一支全国知名、省内一流、

行业有影响力的高水平教师队伍。 

（二）总体目标 

到 2025 年，建成融入国际化职业标准的石油化工技术专业群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高度契合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对人才的需

求，服务广东省战略部署和茂-湛石化基地经济建设，在人才培养、



技术研发、师资队伍、服务贡献和国际交流等方面的整体实力进一步

加强，实现综合水平省内一流、国内知名的专业群品牌目标。 

（三）关键建设指标 

序号 关键指标数据 

一、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1 制定专业群人才培养标准 1套 

2 制定职业岗位人才培养方案 4个 

3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及考核站点 1个 

4 “1+X”证书试点专业覆盖率 100% 

5 订单、定向培养班级 5个 

6 现代学徒制专业项目 2个 

7 学生获得省级以上职业技能大赛获奖 15 项 

8 省级教学成果奖 1项 

二、课程教学资源建设 

1 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或金课）2门 

2 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课程 1门 

3 专业群核心平台课程 24门 

4 课程思政案例 5个 

三、教材与教法改革 

1 活页式或工作手册式校本教材 7部 

2 教师参加省级竞赛获奖 3项 

四、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1 培养专业带头人 4人 

2 教师双师素质比例达到 85% 

3 培养结构化教学团队 2个 

4 培养省级层次名师 1人 

5 省级高层次技能型兼职教师 1名 



序号 关键指标数据 

6 AHK双元制职业资质培训师 8人 

五、实践教学基地 

1 国家级双师教师培训基地 1个 

2 AHK中德培训中心 1个 

3 省级虚拟仿真实训中心 1个 

六、技术技能平台 

1 省级协同创新平台 1个 

2 科技研究所 3 个 

3 市级以上科研项目立项 8项 

七、社会服务 

1 建设产业学院 1个 

2 建立茂名市危化行业安全技能培训基地 

3 社会培训总量 15000 人天以上 

八、国际交流与合作 

1 石油化工技术专业 IEET认证中期检查顺利通过 

2 形成完整的 AHK职业教育本土化方案 1套 

3 取得 AHK化工操作员考证 1批 

4 群内其他专业有效融合认证规范 

九、可持续发展保障机制 

1 专业群建设委员会 1个 

2 建立专业群运行管理制度 1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