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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才培养机制

1.1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管理办法》及订单班协议

1、校企合作管理办法规章制度

校企合作规章制度汇编

1.《茂名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项目管理办法（修订）》〔

2023〕18号

2.《茂名职业技术学院订单培养项目管理办法（修订）》茂职院〔2019

〕115号

3.《茂名职业技术学院产业学院设置管理暂行办法》茂职院 〔2017

〕128号

4.《茂名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委员会章程（试行）》茂职院 〔2016

〕1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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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订单培养项目管理办法
（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学校 鼓

励各系（部）各专业拓展教育资源，进一步扩大订单培养数量。 为

规范各专业订单培养工作，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章 订单培养项目设置条件

第二条 校企双方开展在校生订单培养，合作企业必须是国内

知名企业或行业知名企业，是重合同守信用单位，可以提供不少

于20 人的就业岗位，同时可以为订单班学生提供每人每学年 1000

元及以上的培训费用，培训费用可以下列任一形式支付：（1）奖 助

学金；（2）仪器设备捐赠；（3）共建校内实训室，企业投入 不

少于该实训室建设总投资的40%。

第三章 订单培养项目设置程序

第三条 各系（部）根据合作企业需求以及专业建设情况，向 校

企合作管理部门提出订单培养项目申请。申请材料包括合作企 业

基本情况、订单培养需要学生人数、专业名称、订单培养教学 计

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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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校企合作管理部门按照第二条规定，对提出订单培养

的合作企业进行资格审查，资格审查通过后，由各系（部）自主 展

开与企业的洽谈，并按《茂名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项目管理 办

法》落实项目设置工作程序。经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审核无异 议，

提交院长办公会审议、党委会审定后实施项目。

第五条 订单培养学生涉及多个系（部）的，由校企合作管理 部

门直接对该企业进行资格审查，并根据企业需要，牵头组织相 关

系（部）人员与企业进行洽谈，并按学校相关规定落实项目设 置

工作。

第四章 订单培养项目管理

第六条 由各系（部）组织学生报名，提交报名学生资料供 用

人单位参考。由校企合作管理部门牵头组织各系（部）做好订 单

培养项目的宣传发动工作，协助合作企业落实订单培养学生双 向

选择考核工作。

第七条 报名参加订单培养的学生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充分了解合作单位情况，自愿申请加入；

2.在校期间学业成绩达到企业要求；

3.思想品德端正，好学上进，在校期间无严重违纪情况； 4.

身体健康，满足企业体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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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订单培养项目涉及到的相关专业教研室要组织骨干

教师与合作企业召开研讨会，研究制订订单班人才培养计划，根

据企业要求的人才培养目标，确定课程体系，设置课程内容。

第九条 由教务处负责审核订单班人才培养计划，为企业提

供订单培养校内教学条件。

第十条 订单培养项目所在系（部）主任为项目管理第一责任

人，由系（部）主任选派订单班班主任，班主任作为该项目负责 人。

第十一条 订单培养项目涉及到多个系（部）的，由校企合作 管

理部门指定项目涉及学生人数较多的系（部）牵头管理，由该 系

（部）选派订单班班主任，班主任作为该项目负责人。

第十二条 订单班班主任津贴按照学校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

方案的相关规定执行。由订单班班主任报送订单班学生名单及其

原来所在班级信息表，经校企合作管理部门审定后，报送学生处， 由

学生处负责审定该班主任的津贴。

第十三条 订单培养项目负责人负责组织订单培养学生签

订 相关协议，协助企业组织实施订单培养计划，跟踪管理订单班，

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做好订单班学生安全管理、纪律管理工作。为

已通过订单培养考核的学生办理上岗手续，做好已上岗学生的 意

见反馈工作。做好项目实施记录，撰写订单培养项目总结。

第十四条 订单培养学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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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不得同时参加两个订单班的学习。入选订单班学习后，

不得擅自退出，影响个人学习进程以及用人单位培养计划。有正

当理由申请退出的，需以书面形式提出退出订单班的申请，如实

说明退出理由，经项目承接系（部）批准交教务处备案后方可退 出

订单班终止订单学习，返回原班级学习。

2.订单培养学习届满，经考核合格达到合作单位要求的学生，

到该合作单位实习、就业。有正当理由不到合作单位实习就业的， 经

书面申请如实说明理由并经项目承接系（部）批准后可不到该 合

作单位实习就业，该生可以自行联系顶岗实习单位，并按照学 校

相关要求，完成顶岗实习任务。

3.订单班学生权利：有权了解项目所在合作企业的情况及具体

要求；参加订单班理论和实践教学活动；享受合作单位提供的奖

助学金、生活福利等。

4.订单班学生义务：遵守学校和合作企业的管理规定和协议要

求，认真学习，完成订单培养的学习任务并诚实接受学校和合作

单位的考核；订单培养结束后，学生通过企业的考核，服从分配， 按

时上岗，与合作单位签订相关的劳动合同并服务到约定期。

第十五条 订单培养学生违纪违约处理

1.在订单培养期间，未经批准擅自不参加订单学习或擅自不参

加合作企业实习的，需退回企业提供的所有物资，按照学校学生

考勤相关管理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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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订单培养期间严重违反订单班管理规定和协议规定的，可

勒令其退出订单班，退回已享受合作企业提供的所有物资，并根

据订单培养协议承担相应责任，同时按学校学生纪律管理规定进

行处理。

3.因违纪违约被企业从订单班辞退的，由企业出具相关辞退证

明，并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进行处理。

4.学生上岗后未履行相关协议，除退回已享受合作企业提供的

物资外，还需根据协议承担相应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执行，《茂 名

职业技术学院订单培养项目暂行管理办法》（茂职院〔2017〕 128

号）同时废止。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9年12月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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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茂职院〔2017〕128号

关于印发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实习实训突发事故
（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等三项管理制度的通知

各系（部）、机关各处室：

经学校研究同意，现将《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实习实训突发事故（事 件）

应急处置预案》、《茂名职业技术学院订单培养项目暂行管理办法》、 《茂名

职业技术学院产业学院设置管理暂行办法》等三项管理制度印发给 你们，

请遵照执行。

附件：1.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实习实训突发事故（事件）应急处置 预

案

2.茂名职业技术学院订单培养项目暂行管理办法 3.茂名职业技术学院产

业学院设置管理暂行办法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2017年11月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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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产业学院设置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

〔2014〕19号）精神，加大产教融合工作的力度，开展混合所有制办学 体

制机制改革，深入推进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增强学校服务地方 经

济和行业产业的发展能力，规范与指导学校产业学院建设，特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产业学院办学宗旨

产业学院依托学校现有优势专业（专业群），以服务广东相关产业集 群

发展为宗旨，与产业集群所在地方政府、行业协会或龙头企业等合作， 兴

办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社会服务及培训为一体的实体性职业教育平 台。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三条 产业学院为非独立法人机构，采用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

制，其人员组成和分工按产业学院章程执行。

第四条 产业学院的合作单位必须是经相关部门注册具备法人资格

的组织，同时具备下列条件：具有人才或技术需求，为毕业生提供就业岗 位

数不低于合作专业毕业生人数的30%；能够提供不低于招生人数的顶岗 实

习岗位数；能够承接学校的技术研发成果的转移与孵化；能够投资或捐 赠

产业学院建设。

第三章 产业学院合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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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产业学院采用二（多）元投资主体结构，学校以教育教学服 务、

师资、教学标准、办学场地、实验实训设备等形式投资；合作方以资 金、

校外办学场地、实验实训设备等形式投资或捐赠，投资或捐赠的总额 不限。

合作方的收益包括获得毕业生、技术服务、技术研发成果、社会服 务和培

训的获利资金，不包括学生缴纳的学费、住宿费。同等条件下，学 校优先

购买合作方提供的教育教学服务。

第六条 产业学院的收益根据合作各方签订的合同（协议）进行分配。 第

七条 产业学院的投入和收益均不得用于合作各方的债务偿还。

第四章 产业学院设置条件

第八条 产业学院的依托专业（专业群）须为校级以上（含校级）重

点专业或品牌专业，须具有较高管理能力、品德高尚、熟悉产业发展状 况的

专业带头人。

第九条 产业学院的专业设置须符合产业发展的需求，合作方负责

产业发展人才需求调研，学校负责根据教育部相关专业设置规定，申报专 业

或开设专业方向。合作各方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共同确定专业的教 育

教学内容，共同编写专业教材数量不低于核心课程门数。

第五章 产业学院管理

第十条 产业学院的师资队伍建设采用“共建共有”模式，学校和合

作方有关人员编制共用，双主体考核，双主体付酬。原则上合作方提供兼 职

教师人数比例不低于1:1。

第十一条 产业学院的党、团及学生工作，由产业学院依托的专业统 筹，

不再独立设置相关机构。相关工作的投入，纳入办学成本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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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产业学院的成立按照《茂名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项目管

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校企双方必须签订合作办学合同加以约束， 合

同条款中必须明确双方投入与收益的比例分成。重大投入与支出须获得 合

作各方的所有权人同意。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从颁布之日起实行。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7年11月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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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家省级校外实训基地和5家校外实践基地



54



187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普宁市万花园花卉苗木专业合作社

园林园艺专 业群实践

基地

王长龙 粤教高函〔2014〕
72 号

不予通
过

188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云梯电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电子商

务专业校外 实践教学

基地

朱良辉 粤教高函〔2015〕
24 号

通过

189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揭阳市世纪云商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商务英语专 业校外实践

教学基地

陈婉玲 粤教高函〔2016〕
135 号

通过

19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爱家超级广场市场营销专业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赵柳村 粤教高函〔2014〕
72 号

通过

191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宏利达实业罗定有限公司商务英语

专业校外实 践教学

基地

邓伟英 粤教高函〔2014〕
72 号

通过

192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利泰集团汽车

专业群 校外

实践教学基地

郭胜君 粤教高函〔2015〕
24 号

通过

193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中星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计算机

应用技术专 业网络方向校

外实践教学基地

龚建锋 粤教高函〔2015〕
24 号

通过

194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茂名国旅国际旅行社-茂名职业技

术学院旅游管 理专业校外

实践教学基地

梁逸更 粤教高函〔2014〕
72 号

通过

195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淄博鲁华泓锦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
名分公司—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石油化工生产技
术专业校外

实践教学基地

张燕 粤教高函〔2014〕
72 号

通过

196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清远市人民医院护理专业校外实
践基地

张小琴 粤教高函〔2014〕
72 号

通过

197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欧杰鸿泰狮子湖集团有限公司旅游

管理专业群 校外实践教

学基地

陆红光 粤教高函〔2014〕
72 号

通过

198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清远市华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汽车专业群 校外实践

教学基地

谢平 粤教高函〔2015〕
24 号

通过

199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宇龙计算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计算

机应用技术 专业校外实
李德平 粤教高函〔2015〕

24 号
通过



践教学基地

200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软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软件技术专

业群校外实 践教学

基地

薛国伟
粤教高函

〔2014〕72号
通过

201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深圳地铁城轨运营管理专业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李犁峰
粤教高函

〔2014〕72号
通过

202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深圳市海目星公司计算机控制与测

量专业群校 外实践教

学基地

邵庆龙
粤教高函

〔2014〕72号
通过

203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中国联通深圳分公司通信技术专业

及专业群大 学生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叶剑锋
粤教高函

〔2014〕72号
通过

204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金蝶软件工商管理专业群校外实践
教学基地

张立军
粤教高函

〔2015〕24号
通过

205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深圳工业总会商务英语专业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郭晓丽
粤教高函

〔2015〕24号
通过

206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深圳市飞天网景通讯有限公司软件

技术专业群 校外教学

基地

王寅峰
粤教高函

〔2015〕24号
通过

207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

中搜公司信息管理技术专业群校外

实践教学基 地
谭旭

粤教高函

〔2016〕135 号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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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石油化工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合作协议及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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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2020

级
茂
名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茂化实华学徒制试点班
石油化工技术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教务

处 二〇一九年七月

2020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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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人才培养方案

茂化实华现代学徒制试点班

石油化工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名称：石油化工技术

专业代码：570203

招生对象：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员工、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具有同

等学历者、应届、往届毕业生

修业年限与学历：二年，专科

职业面向：

表 1 职业面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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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岗位类别（或技术领域）

职业资格证

书或技能等

级证书举例

57 生

物与化

工大类

5702 化

工 技 术

类

C2511 2-02-06-01~03
2-02-04-02

①化工生产操作与管理技术

员

②化工产品质量管理与分析

技术员

③安全员

④化工产品销售业务员

⑤产品研发技术员和实验员

燃料油工，

化工总控工

化工工艺试

验工

化学检验工

有机合成工

培养目标与规格

一． 培养目标

采用“工学一体、岗位培养、联合执教、交叉考核”的方式，实行校企双重管理，双

导师联合培养制度，旨在培养能适应企业发展需求，具有石油化工职业道德和人文素质，掌

握石油化工产品生产、质量检测与安全管理、设备运行等岗位知识和技术技能，有较强的求

知欲及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满足石油化工行业转型升级需要，面向石油化工领域的高素质

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二． 培养规格

（一）基本素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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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共同理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热爱祖国，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国家认同感、中

华民族自豪感；崇尚宪法、遵守法律、遵规守纪；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掌握社会生

活基本知识和人际交往常识。

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崇德向善、诚实守信、敬业爱岗，具有精益求精的工匠

精神；有开拓进取的工作态度和良好的团队意识。

热爱生活，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和人文素养。具有健康的体魄和心理、健全的人格，掌

握一定的学习方法，具有良好的生活习惯、行为习惯和自我管理能力，有良好的身体心理素

质。

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英语、数学和计算机知识。

（二）专业知识要求

本专业的核心知识是石油化工生产的理论知识、典型化工单元操作技能和集散系统控制

技术。

（1）掌握石油及其产品的化学组成和性质。

（2）掌握石油化工行业的化学理论基础知识；石油加工、润滑油生产、基本化工产品

生产的基础知识。

（3）掌握化工单元典型设备的操作基本原理和操作技能。

（4）掌握石油产品检测分析技术及常用检测仪器的操作技能。

（5）掌握石油化工生产过程中工艺参数的控制调节方法，理解集散系统控制技术。

（6）掌握石化企业安全生产知识、职业卫生、石化行业常见事故和故障的预测预判知

识。

（三）专业能力要求

（1）具有熟练运用石油化工专业实务所需的知识、技能及工具等技术能力。

（2）具有规范执行石油化工类生产操作的能力，并能分析、解释与应用于改善操作的

能力。

（3）具有参与沟通与团队合作的能力。

（4）具有分析与解决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技术问题的能力。

（5）具有培养持续学习的习惯与能力。

（四）职业态度要求

（1）有优良的思想道德品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人文素质，具有遵纪守法，爱岗

敬业，忠于职守，诚实守信，吃苦耐劳的精神。

（2）有与他人合作的团队意识，敢于提出与别人不同的见解，也有勇于放弃或修正自

己错误观点的精神。

（3）有较强的求知欲，不断学习，努力创新，乐于、善于使用所学技术方法解决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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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社会交流、专业技术方面的问题。

毕业要求与职业证书

本专业的学生必须修满所规定的各门理论课程和各项实践性课程，取得学分 86 学分（其

专业选修课 5 学分）及以上才能获得毕业资格。

推荐本专业学生毕业前考取表 2 职业资格证书：

表 2 本专业相关技能证书一览表

课程体系与专业核心能力课程（教学内容）

一．课程体系

本专业以职业能力为主线，毕业生必须具备的核心能力为基准，构建了符合现代职教规

律、学生可持续发展、基于石油化工生产工作过程和学生岗位成长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

证书名称 报名时间 考证时间 发证机构 考证要求

燃料油工（中级及

以上）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需要安排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

业联合会
自愿考取

化工总控工（中级

及以上）

化工工艺试验工

（中级及以上）

化学检验员技能等

级证书

有机合成工（中级

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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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该体系由基本素质课程、专业核心能力课程、专业能力拓展课程和专业实践课程四大模

块组成。

基本素质课程重在培养学生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及职业道德、企业文化素养，引导学生

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学生诚实守信，爱岗敬业，

具有企业的主人翁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具有石油化工职业道德和人文素质。

专业核心能力课程重在培养学生掌握石油化工行业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将

来从事石油化工岗位操作的技术技能，包括石油化工装置生产岗位生产操作的能力及过程优

化控制的能力、对生产的事故进行判断与处理的能力、对生产设备进行维护与保养的能力、

进行安全生产和质量管理的能力。能满足石油化工行业转型升级需要，适应时代经济发展。

专业能力拓展课程重在拓宽学生的专业知识面，培养学生了解、掌握与本专业相关领域

的职业能力，进一步完善对学生综合职业素质与能力的培养，从而提高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专业实践课程重在培养学生运用石油化工技术专业的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表 3 课程体系结构表

课程体系

模块

课程（项目）名称

选修课 必修课（含专业限选课）

基本素质

课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廉洁修身、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计算机应用技

术、心理健康教育

专业核心

能力课程

化工单元操作★◎、化工生产技术★、仪

器分析★、HSE 及化工安全技术★

专业拓展

学习课程

绿色化工与可持续发展、化工仓储

管理、化工企业管理、化工产品营

销、油品储运技术、化工 CAD 等

无机及分析化学、有机化学、高聚物生产

技术、化工自动化控制

专业实践

环节

装置现场管理要求及方案实施

装置流程的识读与操作

化工生产巡检方案的制定与实施

化工安全案例分析与处理方案实施

生产仪器设备的操作与维护

现场紧急事故处理方案及实施

注：核心课程★；证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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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改革

2.1 专业通过IEET工程技术教育认证（TAC-AD），完成省级教改项目2项

(1)专业通过 IEET 工程技术教育认证（TA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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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题省级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 1项：基于《悉尼协议》的高职专业建设国

际化探索与实践

附件

2022 年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委托验收项目

一、经费自筹的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

序号 学校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
人姓名

验收结果

1 潮汕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区域经济文化的高职
创
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
合

研究

张文洲 通过

2 潮汕职业技术学院
一师一品一专业产教深

度融 合探索与实践
研究

黄海宏 暂缓通过

3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从融合到共生一—高职

顶岗 实习管理创新
实践

柴草 通过

937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服务粤西振兴发展的地方
高 职院校产教融合探索
与实践

陈平清 通过

938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悉尼协议》的高职
专
业建设国际化探索与实践

王春晓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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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开展省级“现代学徒制”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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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117



118

与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的“现代学徒制试点”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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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开展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试点人才培养

与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化学工程学院开展 2020 年高职院校和本科高校协同育人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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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试点项目合作协议



121



122

与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化学工程学院开展 2021 年高职院校和本科高校协同育人试点



123



124



125

2021 年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试点项目合作协议



126



127

与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化学工程学院开展 2022 年高职院校和本科高校协同育人试点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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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试点项目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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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2023年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试点项目合作协议



132

与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化学工程学院开展 2024 年高职院校和本科高校协同育人试点



133

2024年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试点项目合作协议



134

与广东省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校开展了中高职贯通人才培养



135



136



137



138

中高职贯通三二分段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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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制定与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现代学徒制试点人才培养方案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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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级石油化工技术专业“现代学徒制试点”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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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完成专升本三二分段协同育人试点

广东省教育厅三二分段专升本协同育人试点人才培养方案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化工单元操作》考试大纲

《有机化学》考试大纲



149

《石油加工生产技术》考试大纲



150

2.6 国家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库、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教学成果奖

（1）建设完成国家职业教育石油化工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子项目：油品储运技术

（2）建成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2门：仪器分析、石油加工生产技术，校级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 5门：油品储运技术、高聚物生产技术、油品分析、化学实验基

础、有机产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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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仪器分析》通过验收通知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立项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1 项



159



160

校级课程思政示范项目



161



162



163



164



165

（3）获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服务粤西石化产业链与岗位需求的课程

体系优化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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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获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立项1项，校级课程思政示范立项2项

1.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石油加工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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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级课程思政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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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170



171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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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获省级高等职业教育“课堂革命”典型案例1项

1、获省级“课堂革命”典型案例 1项：实施“学习情景岗位化·线上线下融合式”教

学模式推动课堂教学有效性一一以《石油加工生产技术》课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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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2、获省级教学能力比赛 2项，校级教学比赛 4项

省级教学能力比赛二等奖

省级教学能力比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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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教学能力比赛二等奖

校级教学能力比赛二等奖



177

课程思政示范课说课比赛二等奖

课程思政示范课说课比赛二等奖



178

2.9 加强学生实习过程管理，规范考核评价

学院的实习管理办法

系部的实习管理办法



179

召开应届毕业生岗位实习动员大会



180



181



182

学生三方岗位实习协议书



183



184

老师习讯云指导



185



186



187



188



189

学生岗位实习手册填写及企业、指导老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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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获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服务粤西石化产业链与岗位需求的课程体系优化实践探索



191

2.11获省级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2项

（1）基于《悉尼协议》的高职专业建设国际化探索与实践；（2）服务粤西振兴

发展的地方高 职院校产教融合探索与实践

附件

2022 年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委托验收项目

一、经费自筹的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

序号 学校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
人姓名

验收结果

1 潮汕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区域经济文化的高职
创
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
合研究

张文洲 通过

2 潮汕职业技术学院
一师一品一专业产教深

度融 合探索与实践
研究

黄海宏 暂缓通过

3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从融合到共生一—高职

顶岗 实习管理创新
实践

柴草 通过

937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服务粤西振兴发展的地方
高 职院校产教融合探索
与实践

陈平清 通过

938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基于《悉尼协议》的高职
专
业建设国际化探索与实践

王春晓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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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发表教研论文14篇

（1）课程思政融入高职石油加工生产技术课程的教学设计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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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化工类课程“岗课证”融合教学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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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思政融入化妆品原料课程设计的探索与实践



195

（4）广东某化工园区企业安全管理现状及改进措施



196

（5）2021—2023 年全国化工安全事故统计分析及防控措施



197

（6）基于《悉尼协议》的高职专业国际化改革实践



198

（7）双融入策略下的石油化工类课程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199

（8）新时代“工学结合”模式下的高职仪器分析实训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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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课程思政视域下高职石油化工技术专业学生职业素养培育研究



201

（10）课程思政在“基础化学”教学中的研究与实践



202

（11）基于“互联网+”《油品分析》课程教学设计



203

（12）新质生产力视域下工程教育认证驱动的化工识图与 CAD 绘图课程思政改革



204

（13）基于 IEET 教育理念的石化类高职专业人才培养的实践研究



205

（14）浅谈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及其我国职业教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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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新创业教育

3.1将创新创业课程列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体系

1、根据学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指导意见及国家教育部专业教学标准、实习标准等文
件要求，将创新创业课程列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体系，并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各类创新
创业大赛，学院出台了学分认定与转换的管理办法，明确了相关创新创业活动的学分认定及
转换细则。应届毕业生 1 人自主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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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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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文件及学分认定与转换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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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参加 SYB 创业培训，获取证书

2、1名应届毕业生自主创业，成立了“阳西县果果农产品店”



211



212

3.2 在校生学习成果评价办法及学分认定转换的办法

以 IEET 规范建立了 1套在校生学习成果评价办法；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建立了毕业生

跟踪调查评价指标体系，完成了 2020-2024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1、在校生学习成果评价办法

以《化工生产操作实务》课程为例，根据课程目标制定课程标准，编写活页任务工

单及过程考核办法，实施过程考核方式，教师评分+小组评分、小组汇报等多种方式结

合。课后对课程进行课程反思。

以《化工生产操作实务》为例，对学生课程进行分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整合性专题或实作课程(Capstone)之课程分析及反思表（2020 级、2021

级）

2021-2022学年度整合性专题或实作课程(Capstone)之课程分析及反思表（2020级）

课程

名称

必

修

/

选

修

授

课

教

师

开

课

年

级

学分数

授课

小时

数

勾选对应之毕业生核心能力

修

课

人

数

评量方式总学

分数

数学

及

基础

科学

课程

工程专业与

实务课程
核

心

能

力
1

核

心

能

力
2

核

心

能

力
3

核

心

能

力
4

核

心

能

力
5

核

心

能

力
6

专业/
实务

实践/

实作

化工生产

操作实务

(Capstone)

必

修

张

燕

高

级

讲

师

二

下
3 1 2

1小时

授课，

2小时

学生

实作

■ ■ ■ ■ ■ ■ 48

□小考 □期中考

□期末考 □作业

■书面报告 □口试

■口头报告

□实作成品

■其他，说明：_图片_
(教师对课程之反思)
本课程以“化工生产过程”中的精馏操作为载体，目的是希望透过学生动手操作，整合所学专业知识及技能，了解化工生产操作实务的理论背景、熟知化

工生产操作规范并理解实际操作的情况，考查学生综合运用已学知识和技能的能力、沟通协作的能力、网络搜索的能力、制作 PPT 总结汇报的能力、实际

操作中各岗位协作的能力。针对学生的学习成效、毕业生核心能力检讨说明如下：

1.学生学习成效：本课程以化工生产中最常用的物质分离方法——“精馏操作”为主题，以小组团队合作的方式，讨论并彼此分工合作且进行实体装置操

作，尝试解决物质分离提纯问题。因此学生普遍有较高的学习动机。期末有各组学生团队实体操作图片及口头报告 PPT、小组讨论图片，从实际效果显示

今年的学生在口头报告上的能力上有所突破，但在付诸实际操作中的配合及熟练程度略显不足。

2.核心能力检讨：本课程培养了 1~6所有的核心能力。综合学生本学期之各项表现可以得知核心能力 1、3、5、6平均皆有 80分以上，唯独核心能力 2及
核心能力 4分别为 77.6分及 76.5分，分别是规范执行石油化工作业程序，并执行、分析、解释与应用于改善操作的能力及具有确认、分析与解决石油化工

行业实务技术问题的能力，由此得知须加强这二项项核心能力的养成，这两项能力的提高需要未来不断提供学生更多的实践机会

(教师对课程之反思)
本课程以“化工生产过程”中的精馏操作为载体，目的是希望透过学生动手操作，整合所学专业知识及技能，了解化工生产操作实务的理论背景、熟知化

工生产操作规范并理解实际操作的情况，考查学生综合运用已学知识和技能的能力、沟通协作的能力、网络搜索的能力、制作 PPT 总结汇报的能力、实际

操作中各岗位协作的能力。针对学生的学习成效、毕业生核心能力检讨说明如下：

1.学生学习成效：本课程以化工生产中最常用的物质分离方法——“精馏操作”为主题，以小组团队合作的方式，讨论并彼此分工合作且进行实体装置操

作，尝试解决物质分离提纯问题。因此学生普遍有较高的学习动机。期末有各组学生团队实体操作图片及口头报告 PPT、小组讨论图片，从实际效果显示

今年的学生在口头报告上的能力上有所突破，但在付诸实际操作中的配合及熟练程度略显不足。

2.核心能力检讨：本课程培养了 1~6所有的核心能力。综合学生本学期之各项表现可以得知核心能力 2、3、5、6平均皆有 80分以上，核心能力 1、4分别

为 9分、77.6分，分别是熟用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所需的知识、技能及技术工具的能力、具有确认、分析与解决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技术问题的能力，由此得

知须加强这二项核心能力的养成，这二项能力的提高可通过不断提供学生更多实践机会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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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生产

操作实务

(Capstone)

必

修

张

燕

高

级

讲

师

二

下
3 1 2

1小时

授课，

2小时

学生

实作

■ ■ ■ ■ ■ ■ 50

□小考 □期中考

□期末考 □作业

■书面报告 □口试

■口头报告

□实作成品

■其他，说明：_图片_
(教师对课程之反思)
本课程以“化工生产过程”中的精馏操作为载体，目的是希望透过学生动手操作，整合所学专业知识及技能，了解化工生产操作实务的理论背景、熟知化

工生产操作规范并理解实际操作的情况，考查学生综合运用已学知识和技能的能力、沟通协作的能力、网络搜索的能力、制作 PPT 总结汇报的能力、实际

操作中各岗位协作的能力。针对学生的学习成效、毕业生核心能力检讨说明如下：

1.学生学习成效：本课程以化工生产中最常用的物质分离方法——“精馏操作”为主题，以小组团队合作的方式，讨论并彼此分工合作且进行实体装置操

作，尝试解决物质分离提纯问题。因此学生普遍有较高的学习动机。期末有各组学生团队实体操作图片及口头报告 PPT、小组讨论图片，从实际效果显示

今年的学生在口头报告上的能力上有所突破，但在付诸实际操作中的配合及熟练程度略显不足。

2.核心能力检讨：本课程培养了 1~6所有的核心能力。综合学生本学期之各项表现可以得知核心能力 3、5、6平均皆有 80分以上，核心能力 1、2、4分别

为 79.3分、78.6及 78.5分，分别是熟用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所需的知识、技能及技术工具的能力、规范执行石油化工作业程序，并执行、分析、解释与应用

于改善操作的能力及具有确认、分析与解决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技术问题的能力，由此得知须加强这三项项核心能力的养成，这三项能力的提高需要未来不

断提供学生更多的实践机会，同时在知识的运用上还需加强。

2022-2023学年度整合性专题或实作课程(Capstone)之课程分析及反思表（2021级）

课程

名称

必

修

/

选

修

授

课

教

师

开

课

年

级

学分数

授课

小时

数

勾选对应之毕业生核心能力

修

课

人

数

评量方式总学

分数

数学

及

基础

科学

课程

工程专业与

实务课程
核

心

能

力
1

核

心

能

力
2

核

心

能

力
3

核

心

能

力
4

核

心

能

力
5

核

心

能

力
6

专业/
实务

实践/

实作

化工生产

操作实务

(Capstone)

必

修

张

燕

高

级

讲

师

二

下
3.5 1.2 2.3

1.2小
时授

课，

2.3小
时学

生实

作

■ ■ ■ ■ ■ ■ 46

□期中考 □期末考

□作业 ■书面报告

□口试 □实作成品

■口头报告 PPT

■其他，说明：视频_

图片_

(教师对课程之反思)
本课程以“化工生产过程”中的精馏操作为载体，目的是希望透过学生动手操作，整合所学专业知识及技能，了解化工生产操作实务的理论背景、熟

知化工生产操作规范并理解实际操作的情况，考查学生综合运用已学知识和技能的能力、沟通协作的能力、网络搜索的能力、制作 PPT 总结汇报的能力、
实际操作中各岗位协作的能力。针对学生的学习成效、毕业生核心能力检讨说明如下：
1.学生学习成效：本课程以化工生产中最常用的物质分离方法——“精馏操作”为主题，以小组团队合作的方式，讨论并彼此分工合作且进行实体装置操
作，尝试解决物质分离提纯问题。因此学生普遍有较高的学习动机。期末有各组学生团队实体操作图片及口头报告 PPT、小组讨论图片，从实际效果显示
今年的学生在口头报告上的能力上有所突破，但在付诸实际操作中的配合及熟练程度略显不足。
2.核心能力检讨：本课程培养了 1~6 所有的核心能力。综合学生本学期之各项表现可以得知核心能力 1、3、5、6平均皆有 80 分以上，只有核心能力 2、4

分别为 78.4、79.4 分分，表示该班同学规范执行石油化工作业程序，并执行、分析、解释、改善操作的能力；具有确认、分析与解决石油化工行业实务

技术问题的能力偏弱，该两项能力的提高需要未来提供学生实践的机会。

化工生产

操作实务

(Capstone)

必

修

张

燕

高

级

讲

师

二

下
3.5 1.2 2.3

1.2小
时授

课，

2.3小
时学

生实

■ ■ ■ ■ ■ ■ 42

□期中考 □期末考

□作业 ■书面报告

□口试 □实作成品

■口头报告 PPT

■其他，说明：视频_

图片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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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教师对课程之反思)
本课程以“化工生产过程”中的精馏操作为载体，目的是希望透过学生动手操作，整合所学专业知识及技能，了解化工生产操作实务的理论背景、熟知化

工生产操作规范并理解实际操作的情况，考查学生综合运用已学知识和技能的能力、沟通协作的能力、网络搜索的能力、制作 PPT 总结汇报的能力、实际

操作中各岗位协作的能力。针对学生的学习成效、毕业生核心能力检讨说明如下：

1.学生学习成效：本课程以化工生产中最常用的物质分离方法——“精馏操作”为主题，以小组团队合作的方式，讨论并彼此分工合作且进行实体装置操

作，尝试解决物质分离提纯问题。因此学生普遍有较高的学习动机。期末有各组学生团队实体操作图片及口头报告 PPT、小组讨论图片，从实际效果显示

今年的学生在口头报告上的能力上有所突破，但在付诸实际操作中的配合及熟练程度略显不足。

2.核心能力检讨：本课程培养了 1~6所有的核心能力。综合学生本学期之各项表现可以得知核心能力 3~6平均皆有 80分以上，核心能力 1、2分别为 79.8
分、79.8分，分别是熟用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所需的知识、技能及技术工具的能力；规范执行石油化工作业程序，并执行、分析、解释与应用于改善操作的

能力偏弱，但也很接近 80 分。表明该班同学对 6 项核心能力掌握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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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过程评价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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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考核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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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0-2024 届第三方跟踪评价报告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2024 届社会需求与人才培养质量分析报告（新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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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与人才培养综合报告（新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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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与人才培养综合报告目录（新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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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届社会需求与人才培养质量分析报告目录（新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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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可思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报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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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校出台了《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学分认定与转换管理办法（试行）》制度，人才培养方

案制定了将学生参加创新创业活动及成果等同课程学习及学分认定转换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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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有关学分认定和转换管理试行办法(修订)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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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学生参加挑战杯等创新创业大赛获奖

1、参加广东省创新创业竞赛获三等奖 3 项，获“攀登计划”专项资金 2 项，柯鹏涛团

队获 2023年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攀登计划”专项资金）；阮嘉俊团队获

2023年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攀登计划”专项资金）

2、我们的学生团队参加 2023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中获得一等

奖

3、第六届“创客广东”茂名市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暨第一届“创客茂名”大赛（创

客组）20强优胜奖 1项

第十三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天然植物除鱼清塘剂》获铜奖

第十七届“挑战杯”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护虾型”复合植物野杂鱼靶向清除剂》获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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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校级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获奖 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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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生成长与发展

4.1 学生参加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斩获国赛银奖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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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学生参加省级各类技能大赛获奖32项

本专业学生积极参与省级各类技能大赛，累计荣获奖项 32项。其在省级及以上级别大

赛中，共获 24项奖项，具体包括一等奖 4项、二等奖 13项以及三等奖 7项。此外，在其他

协会组织的比赛中，亦获得三等奖 8项。

表 专业学生参加省级技能大赛获奖项目一览表

序

号
授予单位

获奖

名单
项目名称

获奖

名次

指导

教师
时间

1
世界职业技能

大赛组委会

温洪烨

杨城沣

唐天翔

2024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争夺赛生物与化工赛道二
银奖

侯兰凤

李世林
2024.10

2 广东省教育厅

曾俊伟

陈恒升

庄勤佳

2024-2025学年广东省职业院

校学生技能大赛现代化工 HSE

技能赛项(高职组)

一等奖
李世林

丁计超
2025.04

3 广东省教育厅

温洪烨

唐天翔

杨城沣

2023-2024学年广东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现代化工HSE技能

赛项(高职组)

一等奖
侯兰凤

李世林
2024.04

4 广东省教育厅

邓雯琪

李吴楠

关开辉

广东省大学生生物化学实验技

能大赛
一等奖

王春晓

张小凤
2023.12

5 广东省教育厅

柯鹏涛

阮嘉俊

文谷方

广东省大学生生物化学实验技

能大赛
一等奖 王春晓 2022.12

6 广东省教育厅

林杰贤

杨舒婷

郭钢源

万富强

2024-2025学年广东省职业院

校学生技能大赛化工生产技术

赛项（高职组）

二等奖
李金琼

赖清清
2025.04

7 广东省教育厅

何英杰

叶苗真

林盈盈

符瑜

2024-2025学年广东省职业院

校学生技能大赛化学实验技术

赛项(高职组)

二等奖
谢红梅

张小凤
2025.04

8 广东省教育厅

温洪烨

郑一平

苏颖桐

2023-2024学年广东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化工生产技术赛项

（高职组）

二等奖
陈少峰

侯兰凤
2024.04

9 广东省教育厅
杨纤纤

张小凤

2023-2024学年广东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化学实

验技术赛项(师生同赛)

二等奖 张小凤 2024.04

10 广东省教育厅 叶铮莹

2022-2023年度广东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技能竞赛

化学实验技术赛项(高职组)

二等奖 王春晓 2023.07

11 广东省教育厅
陈梓天

李小敏

2022-2023年度广东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技能竞赛

工业分析与检验赛项(高职组)

二等奖
赖谷仙

黎宝乐
2023.07

12 广东省教育厅 温洪烨 2022-2023年度广东省职业院 二等奖 陈少峰 20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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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茗慧

甄程浪

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技能竞赛

化工生产技术赛项(高职组)

侯兰凤

13 广东省教育厅 李大千

2021-2022年度广东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技能竞赛

化学实验技术赛项(高职组)

二等奖 王春晓 2022.07

14 广东省教育厅
陈东雪

李上康

2021-2022年广东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学生专业技能竞赛工

业分析与检验赛项(高职组)

二等奖
邓小玲

梁志
2022.07

15 广东省教育厅

詹鑫锐

李文强

曾祥清

2021年广东省大学生生物化学

实验技能大赛
二等奖 王春晓 2022.01

16 广东省教育厅

林奕成

尤景顺

李嘉俊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技能竞赛

化工生产技术赛项(高职组)

二等奖
陈少峰

侯兰凤
2021.10

17 广东省教育厅 曾祥清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技能竞赛

化学实验技术赛项(高职组)

二等奖 王春晓 2021.10

18 广东省教育厅 林继华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技能竞赛

化学实验技术赛项(高职组)

二等奖 张小凤 2021.10

19 广东省教育厅

黄琅琦

叶东政

古智鹏

2023-2024学年广东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化工生产技术赛项

（高职组）

三等奖
陈少峰

李金琼
2024.04

20 广东省教育厅
李昊楠

王春晓

2023-2024学年广东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化学实

验技术赛项(师生同赛)

三等奖 王春晓 2024.04

21 广东省教育厅
李金杰

巫晓琪

2022-2023年度广东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技能竞赛

工业分析与检验赛项(高职组)

三等奖
邓小玲

梁志
2023.07

22 广东省教育厅

李嘉俊

尤景顺

陈卫恩

2021-2022年广东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学生专业技能竞赛化

工生产技术赛项(高职组)

三等奖
陈少峰

侯兰凤
2022.07

23 广东省教育厅
杜东阳

余伟鑫

2021-2022年广东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学生专业技能竞赛工

业分析与检验赛项(高职组)

三等奖
赖谷仙

黎宝乐
2022.07

24 广东省教育厅
李水龙

李小清

2020-2021年度广东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学生专业技能竞赛

工业分析与检验赛项(高职组)

三等奖
邓小玲

赖谷仙
2021.10

25 广东省教育厅

陈玫任

林沛鑫

欧艳秋

2022 年广东省大学生生物化

学实验技能大赛三等奖
三等奖 梁志 2022.12

26
中国日用化工

协会

黄汉俊

于琪娣

第五届全国化妆品技术职业技

能大赛
二等奖

王丹菊

胡鑫鑫
2023.11

27 中国化工教育 陈泽盛 2022年全国职业院校现代化工 二等奖 侯兰凤 2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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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 林启贤 HSE竞赛线上比赛 陈少峰

28
中国化工教育

协会

杜东阳

李嘉俊

2022年全国职业院校现代化工

HSE竞赛线上比赛
三等奖

侯兰凤

李世林
2022.12

29
中国日用化工

协会

廖民杰

冼羡

第五届全国化妆品技术职业技

能大赛
三等奖

胡鑫鑫

林洁
2023.11

30
中国化工教育

协会

温洪烨

杨城沣

唐天翔

2023年全国职业院校“卫星化

学杯”现代化工 HSE技能大赛
三等奖

侯兰凤

李世林
2023.12

31

一带一路暨金

砖国家技能发

展国际联盟

陈炜怡

车海挥

马振俊

2023年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

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
一等奖

王春晓

胡鑫鑫
2024.05

32

教育部高等学

图书情报工作

指导委员会高

职高专院校分

委员会

邹耀锋
2024年第六届全国高职高专院

校信息素养大赛
三等奖

冯福琴

刘有毅
2024.11

33

教育部高等学

图书情报工作

指导委员会高

职高专院校分

委员会

邹耀锋

2022年中文在线杯全国高职高

专院校信息素养大赛学生个人

赛

三等奖 刘有毅 2022.12

获得证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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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学生参加职业技能证书考试

2020-2024年石油化工技术专业学生参加化学检验员考证情况

年级 2018级 2019级 2020级 2021级 2022级 2023级

考试人数 36 20 137 130 144 184

通过人数 36 20 124 126 144 175

通过率% 100.00 100.00 90.51 96.92 100.00 9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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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学生参加 1+X（HAZOP）证书考证

2020-2024 年石油化工技术专业学生参加 1+X（HAZOP）考证情况

批次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考试人数 25 23 50

通过人数 25 23 48

通过率% 100.00 100.00 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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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学生参加中德化工工艺员考证

学生参加中德化工工艺员考证，51 人参加，43 人通过，通过率 84.31%

证书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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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近年来毕业生被国企央企录取情况

近三年以来，本专业新生第一志愿投档录取率均为 100%，每年普通高考统考招生录取

中，第一志愿投档线超过广东省省控线 150 分以上。新生报到率达到 90%以上。生源质量稳

步提升。毕业生对母校的满意度和推荐度较高。

据不完全统计，2020~2025届石油化工技术专业毕业生在中海油、中石化、中石油校招

录用情况如下表。而据中石化、中石油 2024年校招结果公示，2024届毕业生有 87人被录

用，其中，茂名石化录用了 45人，我校也成为茂名石化录用人数最多的高职院校，显示本

专业毕业生就业形势良好，这此数据也展现了本专业在人才培养和专业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

此外，本专业从 2019年开始与与国际名企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的校企合作持续深

化，与巴斯夫一体化基地（广东）有限公司连续开展了五届订单班人才培养，2024年与中

海油首次成立“中海油特色班”，与科思创（深圳）有限公司、迪爱生投资有限公司也开展

订单班培养，并新引入东华能源（茂名）有限公司、迪爱生合成树脂(中山)有限公司加入学

校校企合作委员会，校企合作的不断深化，不断拓宽学生就业渠道，也表明专业的人才培养

质量及模式得到了企业的认可。

表-2020~2025届石油化工技术专业学生在中海油、中石化、中石油校招录用情况

毕业年份
毕业生人

数

中石化、中石油、

中海油录用人数
专升本人数

2020届（17级） 98 41

2021届（18级） 40 13

2022届（19级） 83 59 2

2023届（20级） 193 81 31

2024届（21级） 187 87 33

2025届（22级） 210 67 暂未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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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届被中石化、中石油录取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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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中石化 2024 届、2025 届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宣讲咨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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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质量保证

5.1 通过国际“悉尼协议”IEET工程技术教育认证(TA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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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与巴斯夫、AHK开展国际化合作，探索国际化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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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位 AHK 考官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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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报告（麦可思、新锦成第三方评估机构）

为了科学地监测和评估本校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构建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完善质量监

控与评估体系、加强教学培养改进、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和培养质量，学校委托第三方

专业机构麦可思、新锦成实施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项目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2024 届社会需求与人才培养质量分析报告（新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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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与人才培养综合报告（新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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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与人才培养综合报告目录（新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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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届社会需求与人才培养质量分析报告目录（新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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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可思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应届毕业生培养质量评价报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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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在校生学习成果分析报告

按照《悉尼协议》认证规范开展专业建设，完成了在校生学习成果分析报告，并

于 2021 年通过了 IEET 工程技术教育认证（TA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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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照《悉尼协议》认证规范开展专业建设，以课程《化工生产操作实务》为

例，对学生学习成果进行分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设置整合性专题课程（Capstone）——化工生产操作实务

课程实施及评价说明

1、课程构建

石油化工企业生产工作过程如下图所示：主要的工作岗位群是生产操作控制、物质

（原料、产品）质量检测分析两大类，而石油化工技术专业主要为化工行业培养一线操

作的技术人员。

石油化工生产过程大部分是连续的，自动化程度高，而且原材料、产品大多是易燃易爆

的物品，学生无法在企业的实际装置中进行操作训练，无法领会相互岗位的操作对生产工艺

参数的相互影响。

《化工生产操作实务》课程以化工生产中最常用的物质分离方法——“精馏操作”为主

题，以小组团队合作的方式，讨论并彼此分工合作且进行实体装置操作，尝试解决物质分离

提纯问题。

课程实施过程中以精馏装置为载体，将化工生产操作的实际过程分解为：化工装置开车

前的准备、开车操作、正常运行操作、停车操作、现场设备日常维护 5 个基本过程，在整个

课程实施过程中学生通过团队合作讨论整合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了解化工生产操作实务的理

论背景、熟知化工生产操作规范及实际操作的情况，老师在过程中考查学生 6 个核心能力的

达成度，希望透过学生团队的操作，综合评价学生在校的学习成果。课程纲要见表 1

表 1 综合性专题或实作课程(Capstone)之课程纲要

课程名称 化工生产操作实务 授课教师
张燕、陈颖峰、王

春晓、侯兰凤

学分数/

授课学时数
3学分/50 学时 必/选修 必修 开课年级 二年级（下）

先修课程
无机与分析化学、有机化学、化学实验基础、化工单元操作、仪器分析、石油加

工生产技术、化工设备及维护、化工识图与 CAD 绘图、EHS 管理、油品分析

教科书
不确定某一本教材，相关先修课程知识的教材及相关设备的操作规程均可作为参

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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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主题

1.开车准备

1. 绘制工艺管路流程图

2. 确认多岗位设备、电气、仪表是否符合开车要求

3. 完成多岗位化工设备、仪器的单机试运行

4. 编写原料检测方案，确认原料、辅料是否满足开车要求

5. 确认公用工程是否满足开车要求

2.事故判断与

处理模拟

1. 装置风险排查和处理

2. 编写事故处理预案

3. 化工厂安全事故处理模拟操作

3.生产操作

1. 编写开停车操作规程

2. 编写产品检测方案，完成相关产品质量检测，提交质量检测报告

3. 现场模拟操作

4. 熟知生产操作指标，能从分析数据判断装置事故隐患

5. 正确操作，完成工作任务，生产出合格产品

4.停车处理

1. 正确完成多岗位停车操作，水电等公用工程的停车操作

2. 装置“三废”名称及“三废”排放标准、“三废”处理的基本工作原理

3. 完成介质的排空、置换操作，阀门复位

5.文明管理
1. 符合 6S 管理规范

2. 设备整理与维护

勾选对应之毕业生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 1 核心能力 2 核心能力 3 核心能力 4 核心能力 5 核心能力 6

■ ■ ■ ■ ■ ■

评量方式：

□小考 □期中考 □期末考 □作业 ■书面报告 ■口头报告 □实作成品

□口试 ■其他，说明：__图片__

2、对标专业核心能力的养成，制定课程标准

本专业老师根据企业调研、校友问卷调查，专业咨询委员会专家咨询，对标专业的培养

目标，设置课程的核心能力并编写专业课程标准，对专业课程的定位、课程目标、课程设计

理念和思路、课程内容、学时安排、考核点等进行规范，并在课程实施之初就与学生讲解清

楚。见附件 1 课程标准

3、课程评价与分析

课程评价用评量尺规（Rubrics）做细致评量。课程实施前先用评量尺规（Rubrics）对

6个核心能力分解为详细的评分标准，实施的每个过程中教师根据每一位学生对应达到的核

心能力进行打分，所有任务完成之后，根据学生的表现及提交的资料，给出学生的综合成绩。

专业核心能力的评分标准（评量尺规（Rubrics），见附件 2。

4、学生提交的资料一览表

课程的实施以工单引领，通过师生共同解读《化工总控工国家职业标准》分解为 9 个工

单，使学生学习和掌握化工生产过程的思维方法及操作技能，同时也检查了学生 6 个专业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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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能力的掌握程度。工单模板见附件 3、小组活动记录模板见附件 4，考核评分记录表见附

件 5。

课程结束后每个小组需提交相关资料，见表 2

表 2 综合性专题或实作课程(Capstone)提交资料一览表

课程完
成程序

资料名称 资料形式

方 案 设
计

方案
1、每人每个阶段一份工单（1-9）纸质版
2、每组一份“乙醇-水精馏分离”操作方案——纸
质版（见模版）

方 案 实
施

小组讨论记录
（小组一套）

小组讨论记录，每次讨论要有 2 张照片，（见模版，
电子版、13 次以上），
同时将本组所有讨论、汇报、精馏实操的相片另外
建一个文件夹（每张相片要命名，（见模版）

流程识读与绘图 手绘流程图（每个小组成员一张）

ESH 仿真操作
（每小组一套）

将 ESH 实训操作的资料提交一份（事故操作界面截
图、视频、照片等）

实体精馏操作 视频、相片、操作原始记录表（每个小组一套）

课 程 考
核

任务工单 所有任务工单，各小组成员每人一套

小组平时任务讨论
汇报
（小组一套）

每次汇报的 PPt、汇报的图片等（电子版），小组
讨论记录，每次讨论要有 2 张照片，（见模版，电
子版、13 次以上），
同时将本组所有讨论、汇报、实操的相片另外建一
个文件夹（每张相片要命名，（见模版）

课程总结报告
（小组一份）

PPT（电子版）、小组成员自评表、互评（分）表

个人总结
每人交不少于 1500 字的课程总结（纸质版），A4
纸（见模板）

课程总成绩
评定

总评成绩=平时过程 30%+平时讨论汇报 20%+总结
20%+操作配合及结果 30%
注：过程成绩包括平时讨论情况、文明操作情况、
安全意识、团队合作情况、职业道德等。

5、课程的反思与改进

授课结束后，专业教师需填写课程分析及反思表，检讨课程教学的得失情况，反馈给课

程规划委员会，作为课程持续改进的重要参考。见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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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生产操作实务》

课程标准

一、适用专业 石油化工技术专业

二、课程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

课程

3.1 具有熟练使

用石油化工行

业实务所需的

化学、生产工

艺、检验的知

识、技能及工具

等技术的能力。

3.2 具有规

范执行石

油化工作

业程序，并

执行、分

析、解释与

应用实践

3.3 具 有

参与沟通

与团队合

作的能力。

3.4 具 有

确认、分析

与解决石

油化工行

业实务技

术问题的

能力。

3.5 具 有

认识时事

议题，并培

养持续学

习的习惯

与能力。

3.6 具有理

解及遵守石

油化工行业

职业道德，

认知社会责

任及尊重多

元观点。

化工生产操作实

务

* * * * * *

三、课程定位

本课程是石油化工技术专业的必修课。本课程通过现实工作情境设置项目，

并通过学生分小组研讨，对完成项目所需技能进行逐一自我学习和规范操作，最

终达到掌握完成化工生产操作所需的基本知识和操作技能的目的，同时在实践过

程中着重培养严谨、踏实、责任担当、团队协作的职业素养。使学生

（1）具有较高的石油化工职业与人文素养；

（2）具有满足石油化工行业转型升级需要，适应时代经济发展的能力；

（3）具有石油化工行业生产、检测分析及产品销售能力。

四、课程内容及对应能力

序

号

项目内

容

任务内容 专业岗位能力

1

项 目 一

开 车 准

备

任务 1. 基础资料收集及绘制工艺管路流程图

任务 2. 确认岗位设备、电气、仪表是否符合开车

要求

任务 3. 能完成多岗位化工设备、仪器的单机试运

行

任务 4、能确认原料、辅料和公用工程介质是否满

足开车要求

1. 工艺管路流程的识图与绘图

能力；

2. 设备、仪器单机试运行的能

力；

3. 基础资料收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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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 目 二

事 故 判

断 与 处

理模拟

任务 1. 装置风险排查和处理

任务 2. 编写事故处理预案

任务 3. 化工厂安全事故处理模拟操作

任务 4. 仪器设备的连接与装配

1、装置风险排查和处理的能力

2、撰写事故处理预案的能力

3、正确熟用事故处理流程及方法

的能力

4、设备仪器更换、安装的的能力

4

项 目 四

生 产 操

作

任务 1. 编写开停车操作规程

任务 2. 现场模拟操作

任务 3. 熟知生产操作指标，能正确操作，完成工

作任务，生产出合格产品

任务 4. 完成各项数据记录与处理参考资料规范

书写实验方案

1. 熟知生产装置的操作步骤，有

编写开停车操作规程的能力

2. 熟知生产操作指标，能从分析

数据判断装置事故隐患并进行处

理的能力

3. 具有团队合作，协调操作，共

同完成工作任务，生产出合格产

品的能力

5

项目五.

停 车 处

理

任务 1.正确完成多岗位停车操作、水电等公用工

程的停车操作，

任务 2. 装置“三废”名称及“三废”的排放标准、

“三废”处理的基本工作原理

任务 3. 完成介质的排空、置换操作，阀门复位

任务 4. 操作现场的整理、整顿、清洁、维护

1.正确完成多岗位停车操作、水

电等公用工程的停车操作，

2. 具有环保意识，具有 “三废”

的排放标准及处理的能力

3、具有 5S 管理的能力

五、考核方式

1、考核方式

通过现场提问、现场操作、理论知识考核综合评价学生成绩。

教师应采取阶段评价、过程评价与目标评价相结合，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

相适应的评价方式。充分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充分肯定学生的多元思维和创造

性的实践活动，发挥评价的激励作用，激发学生的自信心，引导学生具有严谨的

学风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主要考核两方面：

（1）完成工作任务过程中综合能力的体现（包括：掌握有关知识、技术与

技能的程度；运用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持续学习的能力、计算能力、查

阅资料能力、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

（2）完成工作任务过程中职业素养的表现（包括：学习态度、职业意识、

诚信、合作意识、创新思维等。）

2、考核内容

序号 任务名称 考核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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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车准备

1、绘制工艺管路流程图

2、确认多岗位设备、电气、仪表是否符合开车要求

3、确认公用工程是否满足开车要求

4、编写原料检测方案，确认原料、辅料是否满足开车要求

5、完成多岗位化工设备、仪器的单机试运行

2
事故判断与处理

模拟

1、装置风险排查和处理

2、编写事故处理预案

3、化工厂安全事故处理模拟操作

3 安全生产操作

1、编写开停车操作规程

2、编写产品检测方案，完成相关产品质量检测，提交质量

检测报告

3、现场模拟操作

4、熟知生产操作指标，能从分析数据判断装置事故隐患

5、正确操作，完成工作任务，生产出合格产品

4 停车处理

1、正确完成多岗位停车操作，水电等公用工程的停车操作，

2、装置“三废”名称及“三废”排放标准、“三废”处理

的基本工作原理

3、完成介质的排空、置换操作，阀门复位

5 安全文明管理
1、符合 6S 管理规范

2、设备整理与维护

六、参考学时与学分

参考学时：60

参考学分：3.0

七、课程标准编制背景

本门课程在设计过程中，根据针对专业培养的教育目标和专业核心能力，结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鉴定标准》，根据专业岗位群技能要求，确定典型

的工作任务，根据典型工作任务设定相应项目；根据完成项目所需要的知识、能

力、素质要求，开发课程，确定教学内容、教学时数和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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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核心能力的评分标准

（Rubrics 评量尺规表）

1、核心能力 1的评分标准

核心能
力达成
指标

核心能力 1、具有熟用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所需的知识、技能及技术工
具等的能力。 评

分
总
分4

非常满意
3

满意
2

勉强满意
1

不满意

理解完
成整个
工作任
务所需
的理论

对完成整个工作
任务所需理论完
全理解，并能向
他人讲解

对完成整个工
作任务所需理
论基本能理解，
且能回答大部
分问题

对完成整个工作
任务所需理论不
能完全理解，只
能回答部分问题

对完成整个
工作任务所
需理论完全
不能理解，只
能回答个别
问题

理解完
成子任
务工作
的理论

很明确子任务在
整个工作任务中
的位置，对完成
子任务所需的理
论完全理解，并
能向他人讲解

知道子任务在
整个工作任务
中的位置，对完
成子任务所需
的理论基本理
解，且能回答大
部分问题

不是很了解子任
务在整个工作任
务中的位置，不
能很好理解相关
理论，只能回答
部分问题

对完成子任
务所需理论
完全不能理
解，只能回答
个别问题

理解完
成子任
务工作
仪器设
备操作
的原理

理解完成子任务
工作仪器设备的
操作原理并能安
全有序操作、正
确记录数据

基本理解完成
子任务工作仪
器设备的操作
原理并能基本
完成操作、正确
记录数据

不能很好理解完
成子任务工作仪
器设备的操作原
理，不能全部完
成操作及正确记
录数据

仪器设备的
操作原理不
理解，不知道
如何处理

对于现
场公共
设施的
应用及
现场管
理

对于现场公共设
施非常熟悉，能
很好地应用 6S
现场管理知识进
行现场管理、文
明生产

了解现场公共
设施的布置，能
较好地应用 6S
现场管理知识
进行现场管理、
文明生产

了解现场公共设
施的布置，但不
能较好地应用
6S 现场管理知
识进行现场管
理、文明生产

不了解现场
公共设施的
布置，现场管
理混乱、有不
文明生产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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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心能力 2的评分标准

核心能
力达成
指标

核心能力 2、具有规范执行石油化工作业程序，并执行、分析、解释与
应用于改善操作的能力 评

分
总
分4

非常满意
3

满意
2

勉强满意
1

不满意

设计操
作方案

完成工作任务
的操作方案设
计正确详细，显
示相当理解所
拟解决的工程
问题

完成工作任务
的操作方案设
计正确，但有些
细节欠缺，显示
了解所拟解决
的工程问题

完成工作任务的
操作方案有许多
细节欠缺，显示对
所拟解决的工程
问题理解不够

完成工作任务
的操作方案设
计方案欠缺了
许多重要内容，
无法完成操作

执行操
作方案

对操作设备（仪
器）的选择、使
用和执行程序
非常确定和熟
练，能完全安全
有序操作且获
得好的结果

对操作设备（仪
器）的选择、使
用和执行程序
基本合理，基本
能安全有序操
作且获得良好
的结果

对操作设备（仪
器）的选择、使用
和执行程序有所
理解，但不能完全
安全有序操作且
操作结果不好

对操作设备（仪
器）的选择、使
用和执行程序
不理解，无法安
全有序操作且
操作结果不好

分析异
常现象

对操作过程的
正常现象及操
作方法都能理
解，且能正确判
断是否出现异
常并能正确记
录

对操作过程的
正常现象及操
作方法基本理
解，但不能判断
是否出现异常
并不能正确记
录

对操作过程的正
常现象及操作方
法不能完全理解，
且不能很好判断
是否出现异常并
不能正确记录

没有分析、判
断，对操作不理
解，不知道如何
处理

应变措
施

对过程可能出
现的异常现象
及需要采取的
措施都能理解，
且所有出现的
异常现象都能
正确合理处理
及记录

对过程可能出
现的异常现象
及需要采取的
措施基本能理
解，且对大多数
出现的异常现
象基本能处理
及记录

对过程可能出现
的异常现象及需
要采取的措施不
能理解，且对大多
数出现的异常现
象不能有效处理
及记录

对过程可能出
现的异常现象
及需要采取的
措施不能理解，
且不知道如何
处理及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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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核心能力 3的评分标准

核心能力达
成指标

核心能力 3：参与沟通与团队合作的能力
评
分

总
分4

非常满意
3

满意
2

勉强满意
1

不满意

协助团队成
员

总能协助其他团队
成员

时常协助他
团队成员

偶而协助他
团队成员

完全不协助
他团队成员

完成分配工
作

完全完成绝大部分
分配的工作

完成多数分
配的工作

完成少量分
配的工作

完全没完成
分配的工作

参与沟通，聆
听别人意见

认真聆听、积极发
表意见且鼓励他人
发言

认真聆听、但
有时发言过
多

多数时间抢
发言，很少让
别人发言

发言冗长，
完全不让他
人发言

4、核心能力 4的评分标准

核心能力达
成指标

核心能力 4：具有确认、分析与解决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技术问题的能力。
评
分

总
分4

非常满意
3

满意
2

勉强满意
1

不满意

能合理分解
工作任务并
形成子任务

子任务分解合
理，显示相当理
解所拟解决的
工程问题

子任务分解比较
合理，显示基本
理解所拟解决的
工程问题

子任务分解不合
理有欠缺，显示
对所拟解决的工
程问题理解不够

不会分解相对
复杂的工作任
务，对完成工作
任务无头绪

能设计子任
务方案

很明确子任务
在整个工作任
务中的位置，能
设计出工作方
案并熟练、安
全、有序完成

知道子任务在整
个工作任务中的
位置，能设计出
工作方案并基本
能安全、有序完
成

不是很了解子任
务在整个工作任
务中的位置，设
计出的工作方案
有欠缺，不能很
好有序完成

对操作设备（仪
器）的选择、使
用和执行程序
不理解，无法安
全有序操作

能分析解决
子任务问题

对于完成子任
务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能从理
论上解释，且能
正确解决

对于完成子任务
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会从理论上找
原因，且基本能
解决

对于完成子任务
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不会找原因，
且不能很好解决

对出现的问题
没有分析、判
断，对操作不理
解，不知道如何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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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核心能力 5的评分标准

核心能力达
成指标

核心能力 5、具有认识时事议题，了解社会发展并培养持续学习的习
惯与能力 评

分
总
分4

非常满意
3

满意
2

勉强满意
1

不满意

关注社会发
展与行业发
展与专业的
相关度

能时常主动关注
社会的热点话题，
关注与专业相关
的行业发展规划

能关注社会的
热点话题，关注
与专业相关的
行业发展规划

偶而能关注社会
的热点话题，关
注与专业相关的
行业发展规划

完全不关注
社会时事，不
关注社会发
展规划

持续学习的
习惯与能力

能主动关注与专
业相关的行业发
展热题，主动规划
自己的职业发展
并付诸于行动

能关注与专业
相关的行业发
展热题，并思考
自己的职业发
展规划

偶而能关注与专
业相关的行业发
展热题，但很少
有自己的职业发
展规划和行动计
划

完全不关注
社会时事，没
自己的职业
发展规划和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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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核心能力 6的评分标准

核心能力
达成指标

核心能力 6、具有理解及遵守石油化工行业职业道德，认知社会责任及尊
重多元观点。 评

分
总
分4

非常满意
3

满意
2

勉强满意
1

不满意

辨识利害
关系人

能辨识直接和间接
的利害关系人及能
影响程度排定优先
等级，且能评估不同
方案对不同利害关
系人的影响程度

能辨识直接和间
接的利害关系人，
且能评估不同方
案对不同利害关
系人的影响程度

能辨识直接和间
接的利害关系
人，但不能评估
不同方案对不同
利害关系人的影
响程度

不能辨识
直接和间
接的利害
关系人

辨识不符
合专业伦
理的情况

理解拟解决的问题
所涉及专业伦理重
点，且能正确评估直
接或间接利害关系
人之间所需做的坚
持与妥协

理解拟解决的问
题所涉及专业伦
理重点，且能正确
评估直接利害关
系人所需做的坚
持与妥协

理解拟解决的问
题所涉及专业伦
理重点，且不能
正确评估直接利
害关系人所需做
的坚持与妥协

欠缺对基
本专业伦
理的理解

选择最佳
方案之能
力

能够在考虑了伦理
情况的基础上精确
对解决方案做出选
择，也能对所做的决
定提出具有说服力
推理

能够在考虑了伦
理情况的基础上
精确对解决方案
做出选择，也能对
所做的决定提出
具有说服力推理，
但有些推理缺乏
说服力

能够在考虑了伦
理情况的基础
上，对解决方案
选择基本正确，
但有些选择存在
明显错误

当面临专
业伦理情
况时无法
做出选择，
许多观点
是错误的

遵守专业
伦理规范

能遵守所有专业伦
理规范，且能对所有
伦理规范提出具有
说服力的逻辑

能遵守所有专业
伦理规范，且能对
所有伦理规范提
出具有说服力的
逻辑

能遵守所有专业
伦理规范，且对
伦理规范有些认
知上的错误

无法理解
且不会运
用专业规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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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单

任务名称：职业素养的养成 学时：

班级： 姓名：

日期： 学号：

实训场地： 指导教师：

小组成员：

一、资讯（查阅资料，完成下列问题）

1、什么是职业素养？

2、职业素养包括哪几方面的内容？

3、化工行业的职业素养包括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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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决策与计划

请根据工作任务，小组成员讨论，小组成员分工，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

1. 对照职业素养的内涵，自己在哪方面需要加强

2. 小组成员分工

小组编号 组员姓名 学号 具体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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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

1、对此完成次任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

个人总结：

团队总结：

2、经验交流（有何建议）

对应专业核心能力：

 1. 具有熟练使用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所需的化学、生产工艺、检验的知识、技能及

工具等技术的能力；

 2. 具有规范执行石油化工作业程序，并执行、分析、解释与应用实践

 3. 具有参与沟通与团队合作的能力。

 4. 具有 确认、分析与解决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技术问题的能力。

 5. 具有认识时事议题，并培养持续学习的习惯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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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具有理解及遵守石油化工行业职业道德，认知社会责任及尊重多元观

点。

评价：

能力点 权重
个人自

评 20%
组内互评

30%
教师评

价 50%
权重

得分

具有熟练运用知识、技能，

设计方案的能力
15%

具有规范执行方案的能力 20%
具有团队沟通合作能力 15%
具有辨识、分析的能力 20%
具有主动、持续学习能力 20%
具有遵守石化行业职业道

德、安全文明操作能力
10%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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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单

任务名称：化工生产过程分析 学时：

班级： 姓名：

日期： 学号：

实训场地： 指导教师：

小组成员：

一、资讯（查阅资料，完成下列问题）

1、什么是化工生产过程？用框图表示化工生产过程

2、化工生产过程模块一是什么？要考虑什么问题？

3、化工生产过程模块二是什么？要考虑什么问题？

4、化工生产过程模块三是什么？要考虑什么问题？

5、化工生产过程模块四是什么？要考虑什么问题？

6、化工生产过程模块五是什么？要考虑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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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决策与计划（请根据具体任务要求制定）

请根据工作任务“XXX 的生产”，小组成员讨论，小组成员分工，制定详

细的工作计划。

1.工作内容分解

（1）生产路线的选择及反应原理

（2）原料的选用及处理

（3）产品的精制与分离

（4）产品的包装及储存

（5）安全与环保措施

2. 所需仪器设备、试剂、工具，或规程、图纸资料等，

3. 小组成员分工

小组编号 组员姓名 学号 具体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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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根据计划，写出完成步骤）

（1）生产路线的选择及反应原理

（2）原料的选用及处理

（3）产品的精制与分离

（4）产品的包装及储存

（5）安全与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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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

1、对此完成次任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

个人总结：

团队总结：

2、经验交流（有何建议）

对应专业核心能力：

 1. 具有熟练使用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所需的化学、生产工艺、检验的知识、技能及

工具等技术的能力；

 2. 具有规范执行石油化工作业程序，并执行、分析、解释与应用实践

 3. 具有参与沟通与团队合作的能力。

 4. 具有 确认、分析与解决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技术问题的能力。

 5. 具有认识时事议题，并培养持续学习的习惯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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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具有理解及遵守石油化工行业职业道德，认知社会责任及尊重多元观

点。

评价：

能力点 权重
个人自评

20%

组内互评

30%

教师评价

50%

权重

得分

具有熟练运用知识、技能，

设计方案的能力
15%

具有规范执行方案的能力 20%

具有团队沟通合作能力 15%

具有辨识、分析的能力 20%

具有主动、持续学习能力 20%

具有遵守石化行业职业道

德、安全文明操作能力
10%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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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单

任务名称：化工总控工职业能力解读 学时：

班级： 姓名：

日期： 学号：

实训场地： 指导教师：

小组成员：

一、资讯（查阅资料，完成下列问题）

1、用框图表示化工生产过程

2、化工生产操作人员的工作内容有哪些？

3、化工生产操作人员完成相关工作任务时，需要哪些相关知识？

4、化工生产操作人员完成相关工作任务时，需要哪些相关技能？

二、决策与计划（请根据具体任务要求制定）

请根据工作任务，小组成员讨论，小组成员分工，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

1. 工作内容分解（解读化工总控工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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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需仪器设备、试剂、工具，或规程、图纸资料等，

3. 小组成员分工

小组编号 组员姓名 学号 具体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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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根据计划，写出完成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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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

1、对此完成次任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

个人总结：

团队总结：

2、经验交流（有何建议）

对应专业核心能力：

 1. 具有熟练使用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所需的化学、生产工艺、检验的知识、技能及

工具等技术的能力；

 2. 具有规范执行石油化工作业程序，并执行、分析、解释与应用实践

 3. 具有参与沟通与团队合作的能力。

 4. 具有 确认、分析与解决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技术问题的能力。

 5. 具有认识时事议题，并培养持续学习的习惯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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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具有理解及遵守石油化工行业职业道德，认知社会责任及尊重多元观

点。

评价：

能力点 权重
个人自评

20%

组内互评

30%

教师评价

50%

权重

得分

具有熟练运用知识、技能，

设计方案的能力
15%

具有规范执行方案的能力 20%

具有团队沟通合作能力 15%

具有辨识、分析的能力 20%

具有主动、持续学习能力 20%

具有遵守石化行业职业道

德、安全文明操作能力
10%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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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单

任务名称：化工装置开车的准备 学时：

班级： 姓名：

日期： 学号：

实训场地： 指导教师：

小组成员：

一、资讯（查阅资料，完成下列问题）

1、化工装置原始开车的标准程序包括哪些？

2、吹扫与清洗的目的及方法。

3、试压操作包括几方面内容？

4、酸洗与钝化的工艺过程。

5、化工装置的干燥的目的及主要干燥方法

6、需要开启哪些公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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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决策与计划（请根据具体任务要求制定）

请根据工作任务“化工生产前开车准备”，小组成员讨论，小组成员分工，

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

1.工作内容分解

2. 所需仪器设备、试剂、工具，或规程、图纸资料等，

3. 小组成员分工

小组编号 组员姓名 学号 具体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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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根据计划，写出完成步骤）

（1）化工装置的吹扫与清洗

（2）设备和管道的酸洗与钝化

（3）化工装置的试压操作

（4）化工装置的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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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 1、对此完成次任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

个人总结：

团队总结：

2、经验交流（有何建议）

对应专业核心能力：

 1. 具有熟练使用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所需的化学、生产工艺、检验的知识、技能及

工具等技术的能力；

 2. 具有规范执行石油化工作业程序，并执行、分析、解释与应用实践

 3. 具有参与沟通与团队合作的能力。

 4. 具有 确认、分析与解决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技术问题的能力。

 5. 具有认识时事议题，并培养持续学习的习惯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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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具有理解及遵守石油化工行业职业道德，认知社会责任及尊重多元观

点。评价：

能力点 权重
个人自评

20%

组内互评

30%

教师评价

50%

权重

得分

具有熟练运用知识、技能，

设计方案的能力
15%

具有规范执行方案的能力 20%

具有团队沟通合作能力 15%

具有辨识、分析的能力 20%

具有主动、持续学习能力 20%

具有遵守石化行业职业道

德、安全文明操作能力
10%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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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单

任务名称：精馏操作现场的安全隐患排查

与处理措施

学时：

班级： 姓名：

日期： 学号：

实训场地： 指导教师：

小组成员：

一、资讯（查阅资料，完成下列问题）

1、蒸（精）馏操作的原理

2、画出蒸（精）馏装置原则流程图

3、装置采用什么物料？其有什么样的物理化学性质？

4、用框图表示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控制的步骤？

5、危险源辨识从哪几个方面的因素去思考？

6、本蒸馏装置存在哪些安全隐患有？如何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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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决策与计划（请根据具体任务要求制定）

1、请根据工作任务，小组成员讨论，小组成员分工，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

2、所需仪器设备、试剂、工具，或规程、图纸资料等

3. 小组成员分工

小组编号 组员姓名 学号 具体分工

三、实施（根据计划，写出完成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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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

1、对此完成次任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

个人总结：

团队总结：

2、经验交流（有何建议）

对应专业核心能力：

 1. 具有熟练使用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所需的化学、生产工艺、检验的知识、技能及

工具等技术的能力；

 2. 具有规范执行石油化工作业程序，并执行、分析、解释与应用实践

 3. 具有参与沟通与团队合作的能力。

 4. 具有 确认、分析与解决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技术问题的能力。

 5. 具有认识时事议题，并培养持续学习的习惯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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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具有理解及遵守石油化工行业职业道德，认知社会责任及尊重多元观

点。

评价：

能力点 权重
个人自评

20%

组内互评

30%

教师评价

50%

权重

得分

具有熟练运用知识、技能，

设计方案的能力
15%

具有规范执行方案的能力 20%

具有团队沟通合作能力 15%

具有辨识、分析的能力 20%

具有主动、持续学习能力 20%

具有遵守石化行业职业道

德、安全文明操作能力
10%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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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单

任务名称：蒸（精）馏装置开车操作方案 学时：

班级： 姓名：

日期： 学号：

实训场地： 指导教师：

小组成员：

一、资讯（查阅资料，完成下列问题）

1、蒸（精）馏操作的原理

2、画出蒸（精）馏装置原则流程图

3、本装置哪些位置可能存在残液？

4、装置有什么类型的泵？其操作步骤有什么不同？

5、启动离心泵后却抽不上液体？可能是什么原因？如何处理？

6、本装置有几个换热器？在本装置中分别起什么作用?

7、如何确定换热器什么流体走管程？什么流体走壳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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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何启动换热器？

9、什么是全回流？全回流的目的是什么？

10、开车操作的安全注意事项有哪些？

二、决策与计划（请根据具体任务要求制定）

1、请根据工作任务，小组成员讨论，小组成员分工，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

2、所需仪器设备、试剂、工具，或规程、图纸资料等

3. 小组成员分工

小组编号 组员姓名 学号 具体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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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根据计划，写出完成步骤）

步骤、注意事项、观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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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

1、对此完成次任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

个人总结：

团队总结：

2、经验交流（有何建议）

对应专业核心能力：

 1. 具有熟练使用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所需的化学、生产工艺、检验的知识、技能及

工具等技术的能力；

 2. 具有规范执行石油化工作业程序，并执行、分析、解释与应用实践

 3. 具有参与沟通与团队合作的能力。

 4. 具有 确认、分析与解决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技术问题的能力。

 5. 具有认识时事议题，并培养持续学习的习惯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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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具有理解及遵守石油化工行业职业道德，认知社会责任及尊重多元观

点。

评价：

能力点 权重
个人自评

20%

组内互评

30%

教师评价

50%

权重

得分

具有熟练运用知识、技能，

设计方案的能力
15%

具有规范执行方案的能力 20%

具有团队沟通合作能力 15%

具有辨识、分析的能力 20%

具有主动、持续学习能力 20%

具有遵守石化行业职业道

德、安全文明操作能力
10%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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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单

任务名称：蒸（精）馏装置正常运行的操

作方案

学时：

班级： 姓名：

日期： 学号：

实训场地： 指导教师：

小组成员：

一、资讯（查阅资料，完成下列问题）

1、常压精馏装置操作工艺的控制指标是什么？

2、什么是泡点？如何保证泡点进料？

3、精馏操作中如何建立系统的稳态操作条件？

4、什么是回流比？选择不同的回流比对塔顶产品质量有怎样的影响？

5、如何调节回流比？影响冷凝液槽液位的因素有哪些？

6、影响塔顶压力的因素有哪些？

7、影响塔顶温度的因素有哪些？

8、影响塔顶产品质量的因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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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精馏装置正常运行过程中常见的异常现象有哪些？如何处理？

二、决策与计划（请根据具体任务要求制定）

1、请根据工作任务，小组成员讨论，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

2、所需仪器设备、试剂、工具，或规程、图纸资料等

3. 小组成员分工

小组编号 组员姓名 学号 具体分工



308

三、实施（根据计划，写出完成步骤）

步骤、注意事项、观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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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

1、对此完成次任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

个人总结：

团队总结：

2、经验交流（有何建议）

对应专业核心能力：

 1. 具有熟练使用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所需的化学、生产工艺、检验的知识、技能及

工具等技术的能力；

 2. 具有规范执行石油化工作业程序，并执行、分析、解释与应用实践

 3. 具有参与沟通与团队合作的能力。

 4. 具有 确认、分析与解决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技术问题的能力。

 5. 具有认识时事议题，并培养持续学习的习惯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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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具有理解及遵守石油化工行业职业道德，认知社会责任及尊重多元观

点。

评价：

能力点 权重
个人自评

20%

组内互评

30%

教师评价

50%

权重

得分

具有熟练运用知识、技能，

设计方案的能力
15%

具有规范执行方案的能力 20%

具有团队沟通合作能力 15%

具有辨识、分析的能力 20%

具有主动、持续学习能力 20%

具有遵守石化行业职业道

德、安全文明操作能力
10%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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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单

任务名称：蒸（精）馏装置停车操作方案 学时：

班级： 姓名：

日期： 学号：

实训场地： 指导教师：

小组成员：

一、资讯（查阅资料，完成下列问题）

1、本装置的加热设备有哪些？加热什么？

2、冷却设备有哪些？冷却什么物质？

3、装置停车操作的原则顺序是什么？

4、精馏装置停车操作的安全注意事项有哪些？

二、决策与计划（请根据具体任务要求制定）

1、请根据工作任务，小组成员讨论，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

2、所需仪器设备、试剂、工具，或规程、图纸资料等

3. 小组成员分工

小组编号 组员姓名 学号 具体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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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根据计划，写出完成步骤）

步骤、注意事项、观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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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

1、对此完成次任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

个人总结：

团队总结：

2、经验交流（有何建议）

对应专业核心能力：

 1. 具有熟练使用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所需的化学、生产工艺、检验的知识、技能及

工具等技术的能力；

 2. 具有规范执行石油化工作业程序，并执行、分析、解释与应用实践

 3. 具有参与沟通与团队合作的能力。

 4. 具有 确认、分析与解决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技术问题的能力。

 5. 具有认识时事议题，并培养持续学习的习惯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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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具有理解及遵守石油化工行业职业道德，认知社会责任及尊重多元观

点。

评价：

能力点 权重
个人自评

20%

组内互评

30%

教师评价

50%

权重

得分

具有熟练运用知识、技能，

设计方案的能力
15%

具有规范执行方案的能力 20%

具有团队沟通合作能力 15%

具有辨识、分析的能力 20%

具有主动、持续学习能力 20%

具有遵守石化行业职业道

德、安全文明操作能力
10%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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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单

任务名称：装置现场管理与设备日常维护

与保养

学时：

班级： 姓名：

日期： 学号：

实训场地： 指导教师：

小组成员：

一、资讯（查阅资料，完成下列问题）

1、装置有什么类型的设备？

2、现场 6S 管理的含义是什么？

3、离心泵的日常维护保养有哪些内容？

4、容器的日常维护保养有哪些内容？

5、换热器的日常维护保养有哪些内容？

6、管路的日常维护保养有哪些内容？

7、、精馏塔的日常维护保养有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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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决策与计划（请根据具体任务要求制定）

1、请根据工作任务，小组成员讨论，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

2、所需仪器设备、试剂、工具，或规程、图纸资料等

3. 小组成员分工

小组编号 组员姓名 学号 具体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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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根据计划，写出完成步骤）

1、管子、管件的维护保养步骤

2、阀门的维护保养步骤

3、容器的维护保养步骤

4、离心泵的维护保养步骤

5、换热器的维护保养步骤

6、塔的维护保养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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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

1、对此完成次任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

个人总结：

团队总结：

2、经验交流（有何建议）

对应专业核心能力：

 1. 具有熟练使用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所需的化学、生产工艺、检验的知识、技能及

工具等技术的能力；

 2. 具有规范执行石油化工作业程序，并执行、分析、解释与应用实践

 3. 具有参与沟通与团队合作的能力。

 4. 具有 确认、分析与解决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技术问题的能力。

 5. 具有认识时事议题，并培养持续学习的习惯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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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具有理解及遵守石油化工行业职业道德，认知社会责任及尊重多元观

点。

评价：

能力点 权重
个人自评

20%

组内互评

30%

教师评价

50%

权重

得分

具有熟练运用知识、技能，

设计方案的能力
15%

具有规范执行方案的能力 20%

具有团队沟通合作能力 15%

具有辨识、分析的能力 20%

具有主动、持续学习能力 20%

具有遵守石化行业职业道

德、安全文明操作能力
10%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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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化工技术专业

Capstone 课程

化工生产操作实务

小组活动记录

班 级

组 别

日 期

课程名称 化工生产操作实务 学分数/授课学时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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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选修 必修 开课年级 二年级下

授课教师 班级/组别

小组成员

时间 地点

主题

内 容

《化工生产操作实务》考核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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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成员打分用表）

班级： 日期

组别 成员姓名

考核点

自评

分

30%

互评

分

30%

老

师

评

分

40%

总分

核心

能力

1

核心

能力

2

核心

能力

3

核心

能力

4

核心

能力

5

核心

能力

6

20% 30% 15% 15% 10% 10%

第 x 组

张 三 （ 样

本）

90 85 90 88 95 87 88.4
86 87.4

92 85 95 83 85 90 88.1

参照每项能力的要求，根据每位成员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各项能力打分，然后参照

权重计算得分：90*20%+85*30%+90*15%+88*15%+95*10%+87*10%=88.4

核心能力 1、具有熟用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所需的知识、技能及技术工具等的能力。

核心能力 2、具有规范执行石油化工作业程序，并执行、分析、解释与应用于改

善操作的能力。

核心能力 3：参与沟通与团队合作的能力。

核心能力 4：具有确认、分析与解决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技术问题的能力。（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

核心能力 5、具有认识时事议题，了解社会发展并培养持续学习的习惯与能力。

（有点子出主意）

核心能力 6、具有理解及遵守石油化工行业职业道德，认知社会责任及尊重多元

观点。

《化工生产操作实务》考核记录表



324

（班级成绩汇总用表）

班级： 日期

组别

考核点、权重

平均分

核心能力

1

核心能力

2

核心能力

3

核心能力

4

核心能力

5

核心能力

6

20% 30% 15% 15% 10% 10%

第 1 组

第 2组

第 3组

第 4组

第 5组

第 6组

第 7组

第 8组

平均分

核心能力 1、具有熟用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所需的知识、技能及技术工具等的能力。

核心能力 2、具有规范执行石油化工作业程序，并执行、分析、解释与应用于改

善操作的能力。

核心能力 3：参与沟通与团队合作的能力。

核心能力 4：具有确认、分析与解决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技术问题的能力。

核心能力 5、具有认识时事议题，了解社会发展并培养持续学习的习惯与能力

核心能力 6、具有理解及遵守石油化工行业职业道德，认知社会责任及尊重多元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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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xx 学年度 xx 课程分析及反思表

序

号

课程

名称

必

修
/
选

修

授

课

教

师

开

课

年

级

学分数

授课

小时

数（总

学时）

勾选对应之毕业生核心能力

修

课

人

数

评量方式

平

均

成

绩

及

格

率
总学

分数

数学

及

基础

科学

课程

工程专业与

实务课程
核

心

能

力
1

核

心

能

力
2

核

心

能

力
3

核

心

能

力
4

核

心

能

力

5

核

心

能

力
6

专业/
实务

（理

论）

实践/
实作

1

xx 课程
必

修

○

○

○

教

授

三

下
3 1 2 60 ■ ■ ■ ■ ■ 50

□小考 □期中考

□期末考 □作业

■书面报告 ■口头报告

■实作成品 □口试

□其他，说明：_____

%

(教师对课程之反思)【范例】

本课程之目的是希望透过学生动手做整合所学以了解 xxx 行业的理论背景、熟知化工操作的规范并了解实际应用的现况。针对学生学习成效、毕业生核

心能力反思说明如下：

学生学习成效：本课程以最近的 xx 为主题，让学生动手做，并由团队合作的方式，彼此分工合作讨论并且尝试解决进行讨论，因此学生普遍有较高的

学习动机。期末有各组学生团队实作成品展示及口头报告，老师评分方面显示今年的学生在 xxx 核心能力有较突破，但在付诸具体实施及口头报告上的能力

似乎略显不足。

核心能力检讨：本课程培养了 1~6所有的核心能力。综合学生本学期之各项表现可以得知核心能力 1~3、5~6平均皆有 80分以上，唯独核心能力 4及核

心能力 5分别为 68分及 72分，分别是具体 xx 能力及 xx 能力，由此得知须加强这二项项核心能力的养成，核心能力 4 未来也许可藉由安排更多的 xx 来帮

助学生了解实际执行设计所需考量之处，而核心能力 5有关有效沟通之加强或可藉由增加学生口头报告机会来增进。

xx 课程
必

修

○

○

○

教

授

三

下
2.5 2 0.5 ■ ■ ■ 50

□小考 □期中考

□期末考 □作业

■书面报告 ■口头报告

■实作成品 □口试

□其他，说明：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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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对课程之反思)【范例】

本课程之目的是希望透过学生动手做整合所学以了解 xxx 行业的理论背景、熟知化工操作的规范并了解实际应用的现况。针对学生学习成效、毕业生核

心能力反思说明如下：

学生学习成效：本课程以最近的 xx 为主题，让学生动手做，并由团队合作的方式，彼此分工合作讨论并且尝试解决进行讨论，因此学生普遍有较高的

学习动机。期末有各组学生团队实作成品展示及口头报告，老师评分方面显示今年的学生在 xxx 核心能力有较突破，但在付诸具体实施及口头报告上的能力

似乎略显不足。

核心能力检讨：本课程培养了 1~6所有的核心能力。综合学生本学期之各项表现可以得知核心能力 5~6平均皆有 80分以上，唯独核心能力 1~4 低于 70
分，分别是具体 xx 能力及 xx 能力不足，由此得知须加强这几项的核心能力的养成，核心能力 xx未来也许可藉由安排更多的 xx 来帮助学生了解实际执行设

计所需考量之处，而核心能力 xx有关有效沟通之加强或可藉由增加学生口头报告机会来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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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性专题或实作课程(Capstone)之课程分析及反思表（2020 级、2021 级）

2021-2022学年度整合性专题或实作课程(Capstone)之课程分析及反思表（2020级）

序号

课程

名称

必

修

/

选

修

授

课

教

师

开

课

年

级

学分数

授课

小时

数

勾选对应之毕业生核心能力

修

课

人

数

评量方式
平均

成绩

及

格

率

总学

分数

数学

及

基础

科学

课程

工程专业与

实务课程
核

心

能

力
1

核

心

能

力
2

核

心

能

力
3

核

心

能

力
4

核

心

能

力
5

核

心

能

力
6

专业/
实务

实践/

实作

1-1

化工生产

操作实务

(Capstone)

必

修

张

燕

高

级

讲

师

二

下
3 1 2

1小时

授课，

2小时

学生

实作

■ ■ ■ ■ ■ ■ 48

□小考 □期中考

□期末考 □作业

■书面报告 □口试

■口头报告

□实作成品

■其他，说明：_图片_

80.4 100%

(教师对课程之反思)
本课程以“化工生产过程”中的精馏操作为载体，目的是希望透过学生动手操作，整合所学专业知识及技能，了解化工生产操作实务的理论背景、熟知化

工生产操作规范并理解实际操作的情况，考查学生综合运用已学知识和技能的能力、沟通协作的能力、网络搜索的能力、制作 PPT 总结汇报的能力、实际

操作中各岗位协作的能力。针对学生的学习成效、毕业生核心能力检讨说明如下：

1.学生学习成效：本课程以化工生产中最常用的物质分离方法——“精馏操作”为主题，以小组团队合作的方式，讨论并彼此分工合作且进行实体装置操

作，尝试解决物质分离提纯问题。因此学生普遍有较高的学习动机。期末有各组学生团队实体操作图片及口头报告 PPT、小组讨论图片，从实际效果显示

今年的学生在口头报告上的能力上有所突破，但在付诸实际操作中的配合及熟练程度略显不足。

2.核心能力检讨：本课程培养了 1~6所有的核心能力。综合学生本学期之各项表现可以得知核心能力 1、3、5、6平均皆有 80分以上，唯独核心能力 2及
核心能力 4分别为 77.6分及 76.5分，分别是规范执行石油化工作业程序，并执行、分析、解释与应用于改善操作的能力及具有确认、分析与解决石油化工

行业实务技术问题的能力，由此得知须加强这二项项核心能力的养成，这两项能力的提高需要未来不断提供学生更多的实践机会



328

1-2

化工生产

操作实务

(Capstone)

必

修

张

燕

高

级

讲

师

二

下
3 1 2

1小时

授课，

2小时

学生

实作

■ ■ ■ ■ ■ ■ 45

□小考 □期中考

□期末考 □作业

■书面报告 □口试

■口头报告

□实作成品

■其他，说明：_图片_

79.9 100%

(教师对课程之反思)
本课程以“化工生产过程”中的精馏操作为载体，目的是希望透过学生动手操作，整合所学专业知识及技能，了解化工生产操作实务的理论背景、熟知化

工生产操作规范并理解实际操作的情况，考查学生综合运用已学知识和技能的能力、沟通协作的能力、网络搜索的能力、制作 PPT 总结汇报的能力、实际

操作中各岗位协作的能力。针对学生的学习成效、毕业生核心能力检讨说明如下：

1.学生学习成效：本课程以化工生产中最常用的物质分离方法——“精馏操作”为主题，以小组团队合作的方式，讨论并彼此分工合作且进行实体装置操

作，尝试解决物质分离提纯问题。因此学生普遍有较高的学习动机。期末有各组学生团队实体操作图片及口头报告 PPT、小组讨论图片，从实际效果显示

今年的学生在口头报告上的能力上有所突破，但在付诸实际操作中的配合及熟练程度略显不足。

2.核心能力检讨：本课程培养了 1~6所有的核心能力。综合学生本学期之各项表现可以得知核心能力 3、5、6平均皆有 80分以上，核心能力 1、2、4分别

为 79.9分、78.6及 76.7分，分别是熟用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所需的知识、技能及技术工具的能力、规范执行石油化工作业程序，并执行、分析、解释与应用

于改善操作的能力及具有确认、分析与解决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技术问题的能力，由此得知须加强这三项项核心能力的养成，这三项能力的提高需要未来不

断提供学生更多的实践机会，同时在知识的运用上还需加强。

1-3

化工生产

操作实务

(Cap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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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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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36

□小考 □期中考

□期末考 □作业

■书面报告 □口试

■口头报告

□实作成品

■其他，说明：_图片_

80.1 100%

(教师对课程之反思)
本课程以“化工生产过程”中的精馏操作为载体，目的是希望透过学生动手操作，整合所学专业知识及技能，了解化工生产操作实务的理论背景、熟知化

工生产操作规范并理解实际操作的情况，考查学生综合运用已学知识和技能的能力、沟通协作的能力、网络搜索的能力、制作 PPT 总结汇报的能力、实际

操作中各岗位协作的能力。针对学生的学习成效、毕业生核心能力检讨说明如下：

1.学生学习成效：本课程以化工生产中最常用的物质分离方法——“精馏操作”为主题，以小组团队合作的方式，讨论并彼此分工合作且进行实体装置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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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尝试解决物质分离提纯问题。因此学生普遍有较高的学习动机。期末有各组学生团队实体操作图片及口头报告 PPT、小组讨论图片，从实际效果显示

今年的学生在口头报告上的能力上有所突破，但在付诸实际操作中的配合及熟练程度略显不足。

2.核心能力检讨：本课程培养了 1~6所有的核心能力。综合学生本学期之各项表现可以得知核心能力 2、3、6平均皆有 80分以上，核心能力 1、4、5分别

为 77.5分、79.2及 79.5分，分别是熟用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所需的知识、技能及技术工具的能力、参与沟通与团队合作的能力及具有认识时事议题，了解社

会发展并培养持续学习的习惯与能力，由此得知须加强这三项项核心能力的养成，这三项能力的提高可通过不断提供学生更多沟通表达、小组任务等机会

培养，同时在学习方法及知识的运用上还需在平时教学中加强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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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考 □期中考

□期末考 □作业

■书面报告 □口试

■口头报告

□实作成品

■其他，说明：_图片_

80.7 100%

(教师对课程之反思)
本课程以“化工生产过程”中的精馏操作为载体，目的是希望透过学生动手操作，整合所学专业知识及技能，了解化工生产操作实务的理论背景、熟知化

工生产操作规范并理解实际操作的情况，考查学生综合运用已学知识和技能的能力、沟通协作的能力、网络搜索的能力、制作 PPT 总结汇报的能力、实际

操作中各岗位协作的能力。针对学生的学习成效、毕业生核心能力检讨说明如下：

1.学生学习成效：本课程以化工生产中最常用的物质分离方法——“精馏操作”为主题，以小组团队合作的方式，讨论并彼此分工合作且进行实体装置操

作，尝试解决物质分离提纯问题。因此学生普遍有较高的学习动机。期末有各组学生团队实体操作图片及口头报告 PPT、小组讨论图片，从实际效果显示

今年的学生在口头报告上的能力上有所突破，但在付诸实际操作中的配合及熟练程度略显不足。

2.核心能力检讨：本课程培养了 1~6所有的核心能力。综合学生本学期之各项表现可以得知核心能力 2、3、5、6平均皆有 80分以上，核心能力 1、4分别

为 9分、77.6分，分别是熟用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所需的知识、技能及技术工具的能力、具有确认、分析与解决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技术问题的能力，由此得

知须加强这二项核心能力的养成，这二项能力的提高可通过不断提供学生更多实践机会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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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说明：_图片_

81.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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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对课程之反思)
本课程以“化工生产过程”中的精馏操作为载体，目的是希望透过学生动手操作，整合所学专业知识及技能，了解化工生产操作实务的理论背景、熟知化

工生产操作规范并理解实际操作的情况，考查学生综合运用已学知识和技能的能力、沟通协作的能力、网络搜索的能力、制作 PPT 总结汇报的能力、实际

操作中各岗位协作的能力。针对学生的学习成效、毕业生核心能力检讨说明如下：

1.学生学习成效：本课程以化工生产中最常用的物质分离方法——“精馏操作”为主题，以小组团队合作的方式，讨论并彼此分工合作且进行实体装置操

作，尝试解决物质分离提纯问题。因此学生普遍有较高的学习动机。期末有各组学生团队实体操作图片及口头报告 PPT、小组讨论图片，从实际效果显示

今年的学生在口头报告上的能力上有所突破，但在付诸实际操作中的配合及熟练程度略显不足。

2.核心能力检讨：本课程培养了 1~6所有的核心能力。综合学生本学期之各项表现可以得知核心能力 3、5、6平均皆有 80分以上，核心能力 1、2、4分别

为 79.3分、78.6及 78.5分，分别是熟用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所需的知识、技能及技术工具的能力、规范执行石油化工作业程序，并执行、分析、解释与应用

于改善操作的能力及具有确认、分析与解决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技术问题的能力，由此得知须加强这三项项核心能力的养成，这三项能力的提高需要未来不

断提供学生更多的实践机会，同时在知识的运用上还需加强。

2022-2023学年度整合性专题或实作课程(Capstone)之课程分析及反思表（202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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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46

□期中考 □期末考

□作业 ■书面报告

□口试 □实作成品

■口头报告 PPT

■其他，说明：视频_

图片_

80.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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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教师对课程之反思)
本课程以“化工生产过程”中的精馏操作为载体，目的是希望透过学生动手操作，整合所学专业知识及技能，了解化工生产操作实务的理论背景、熟

知化工生产操作规范并理解实际操作的情况，考查学生综合运用已学知识和技能的能力、沟通协作的能力、网络搜索的能力、制作 PPT 总结汇报的能力、
实际操作中各岗位协作的能力。针对学生的学习成效、毕业生核心能力检讨说明如下：
1.学生学习成效：本课程以化工生产中最常用的物质分离方法——“精馏操作”为主题，以小组团队合作的方式，讨论并彼此分工合作且进行实体装置操
作，尝试解决物质分离提纯问题。因此学生普遍有较高的学习动机。期末有各组学生团队实体操作图片及口头报告 PPT、小组讨论图片，从实际效果显示
今年的学生在口头报告上的能力上有所突破，但在付诸实际操作中的配合及熟练程度略显不足。
2.核心能力检讨：本课程培养了 1~6 所有的核心能力。综合学生本学期之各项表现可以得知核心能力 1、3、5、6 平均皆有 80 分以上，只有核心能力 2、4

分别为 78.4、79.4 分分，表示该班同学规范执行石油化工作业程序，并执行、分析、解释、改善操作的能力；具有确认、分析与解决石油化工行业实务

技术问题的能力偏弱，该两项能力的提高需要未来提供学生实践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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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报告 PPT

■其他，说明：视频_

图片_

79.6 100%

(教师对课程之反思)
本课程以“化工生产过程”中的精馏操作为载体，目的是希望透过学生动手操作，整合所学专业知识及技能，了解化工生产操作实务的理论背景、熟知化

工生产操作规范并理解实际操作的情况，考查学生综合运用已学知识和技能的能力、沟通协作的能力、网络搜索的能力、制作 PPT 总结汇报的能力、实际

操作中各岗位协作的能力。针对学生的学习成效、毕业生核心能力检讨说明如下：

1.学生学习成效：本课程以化工生产中最常用的物质分离方法——“精馏操作”为主题，以小组团队合作的方式，讨论并彼此分工合作且进行实体装置操

作，尝试解决物质分离提纯问题。因此学生普遍有较高的学习动机。期末有各组学生团队实体操作图片及口头报告 PPT、小组讨论图片，从实际效果显示

今年的学生在口头报告上的能力上有所突破，但在付诸实际操作中的配合及熟练程度略显不足。

2.核心能力检讨：本课程培养了 1~6所有的核心能力。综合学生本学期之各项表现可以得知核心能力 5、6平均皆有 80分以上，核心能力 1、2、3、4分别

为 76.8分、77.6、79.2分及 79.8分，分别是熟用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所需的知识、技能及技术工具的能力；规范执行石油化工作业程序，并执行、分析、解

释与应用于改善操作的能力；参与沟通与团队合作的能力；具有确认、分析与解决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技术问题的能力都偏弱，由此得知须加强这四项核心

能力的养成，需要未来不断提供学生更多的实践机会，同时在知识的运用上还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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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_

79.2 100%

(教师对课程之反思)
本课程以“化工生产过程”中的精馏操作为载体，目的是希望透过学生动手操作，整合所学专业知识及技能，了解化工生产操作实务的理论背景、熟知化

工生产操作规范并理解实际操作的情况，考查学生综合运用已学知识和技能的能力、沟通协作的能力、网络搜索的能力、制作 PPT 总结汇报的能力、实际

操作中各岗位协作的能力。针对学生的学习成效、毕业生核心能力检讨说明如下：

1.学生学习成效：本课程以化工生产中最常用的物质分离方法——“精馏操作”为主题，以小组团队合作的方式，讨论并彼此分工合作且进行实体装置操

作，尝试解决物质分离提纯问题。因此学生普遍有较高的学习动机。期末有各组学生团队实体操作图片及口头报告 PPT、小组讨论图片，从实际效果显示

今年的学生在口头报告上的能力上有所突破，但在付诸实际操作中的配合及熟练程度略显不足。

2.核心能力检讨：本课程培养了 1~6所有的核心能力。综合学生本学期之各项表现可以得知核心能力 5、6平均皆有 80分以上，核心能力 1、2、3、4分别

为 78分、76.6、79.4分及 77.4分，分别是熟用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所需的知识、技能及技术工具的能力；规范执行石油化工作业程序，并执行、分析、解释

与应用于改善操作的能力；参与沟通与团队合作的能力；具有确认、分析与解决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技术问题的能力都偏弱，由此得知须加强这四项核心能

力的养成，需要未来不断提供学生更多的实践机会，同时在知识的运用上还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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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_

80.3 100%

(教师对课程之反思)
本课程以“化工生产过程”中的精馏操作为载体，目的是希望透过学生动手操作，整合所学专业知识及技能，了解化工生产操作实务的理论背景、熟知化

工生产操作规范并理解实际操作的情况，考查学生综合运用已学知识和技能的能力、沟通协作的能力、网络搜索的能力、制作 PPT 总结汇报的能力、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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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中各岗位协作的能力。针对学生的学习成效、毕业生核心能力检讨说明如下：

1.学生学习成效：本课程以化工生产中最常用的物质分离方法——“精馏操作”为主题，以小组团队合作的方式，讨论并彼此分工合作且进行实体装置操

作，尝试解决物质分离提纯问题。因此学生普遍有较高的学习动机。期末有各组学生团队实体操作图片及口头报告 PPT、小组讨论图片，从实际效果显示

今年的学生在口头报告上的能力上有所突破，但在付诸实际操作中的配合及熟练程度略显不足。

2.核心能力检讨：本课程培养了 1~6所有的核心能力。综合学生本学期之各项表现可以得知核心能力 3~6平均皆有 80分以上，核心能力 1、2分别为 78.2
分、77.3分，分别是熟用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所需的知识、技能及技术工具的能力；规范执行石油化工作业程序，并执行、分析、解释与应用于改善操作的

能力偏弱，由此得知须加强这二项核心能力的养成，需要未来不断提供学生更多的实践机会，同时在知识的学习与运用上还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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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说明：视频_

图片_

81.4 100%

(教师对课程之反思)
本课程以“化工生产过程”中的精馏操作为载体，目的是希望透过学生动手操作，整合所学专业知识及技能，了解化工生产操作实务的理论背景、熟知化

工生产操作规范并理解实际操作的情况，考查学生综合运用已学知识和技能的能力、沟通协作的能力、网络搜索的能力、制作 PPT 总结汇报的能力、实际

操作中各岗位协作的能力。针对学生的学习成效、毕业生核心能力检讨说明如下：

1.学生学习成效：本课程以化工生产中最常用的物质分离方法——“精馏操作”为主题，以小组团队合作的方式，讨论并彼此分工合作且进行实体装置操

作，尝试解决物质分离提纯问题。因此学生普遍有较高的学习动机。期末有各组学生团队实体操作图片及口头报告 PPT、小组讨论图片，从实际效果显示

今年的学生在口头报告上的能力上有所突破，但在付诸实际操作中的配合及熟练程度略显不足。

2.核心能力检讨：本课程培养了 1~6所有的核心能力。综合学生本学期之各项表现可以得知核心能力 3~6平均皆有 80分以上，核心能力 1、2分别为 79.8
分、79.8分，分别是熟用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所需的知识、技能及技术工具的能力；规范执行石油化工作业程序，并执行、分析、解释与应用于改善操作的

能力偏弱，但也很接近 80 分。表明该班同学对 6项核心能力掌握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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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2021-2022 学年 Capstone 课程《化工生产操作实务》（2020 级）佐证资料

20 石油 1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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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石油 1 班第 8 小组课程总结

操作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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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石油 1 班第 1 小组活动记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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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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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讨论完成的讨论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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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记录及个人打分

全班综合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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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石油 2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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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stone 课程《化工生产操作实务》总结

操作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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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石油 2 班第 2 小组部分活动记录

平时讨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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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讨论完成资料（ 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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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总结

操作记录及个人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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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打分表

20 石油 3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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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石油 3 第 4 小组课程总结

操作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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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石油 3 第 4 小组活动记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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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讨论资料（样本）

个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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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记录及个人打分

全班打分表

20 石油 4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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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石油 4 第 4 小组课程总结

操作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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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石油 4 第 4 小组活动记录（部分）

平时讨论汇报资料（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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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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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讨论完成资料样本

操作记录及个人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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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打分表

20 石油巴斯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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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巴斯夫第 8 小组课程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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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视频截图

20 巴斯夫第 8 小组活动记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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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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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讨论完成资料样本

操作记录及个人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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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打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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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对标《悉尼协议》，建立了一套专业自我诊断与改进的机制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化学工程系文件

茂职院化工系〔2022〕7号

石油化工技术专业自我诊断与改进机制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

对照 IEET工程技术教育认证（TAC-AD）9个规范标准，建立一

个以学生为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的专业自我诊断与改进体系，

确保专业教育目标的实现和学生核心能力的培养，从而推动石油化工

技术专业的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机制。

第二条 适用范围

该机制适用于石油化工技术专业群的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体

系优化、教学实施评估以及毕业生质量跟踪等全流程质量管理。

第三条 依据

IEET工程技术教育认证（TAC-AD）9个规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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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核心能力培养与达成机制

第四条 教育目标、核心能力制定流程

1. 教研室依据行业、企业需求和社会发展，经过企业调研、校

友问卷调查讨论并提炼了本专业教育目标、核心能力，并分析本专业

核心能力与教育目标之关联；

2. 校内专业咨询委员会及校外专业咨询委员会讨论共同确定本

专业核心能力，教育目标；

3. 教研室根据企业岗位需求梳理专业课程与核心能力养成间关

系，并对课程设置进行分析评估；

4. 制定问卷，对应届毕业生核心能力进行调查、分析；对课程

及教学方法、评量方式进行检讨并调整。

第五条 定期评量学生核心能力的达成机制

1. 根据专业课程与核心能力养成间关系，每位任课教师在教学

活动中开展教学设计，确保学生核心能力的达成，每学期结束后教师

都对教学过程进行反思，分析学生是否达到相关能力，制定课程教学

整改方案。

2. 每年进行毕业生问卷调查，通过问卷统计了解毕业生核心能

力达成情况，找出人才培养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根据毕业生问卷调

查结果，进行课程设置调整、改善。

第六条 多维度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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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量工具与方法

评量对象 工具/方法 周期 数据用途

应届毕业生 Capstone 课程考核、毕业生问卷 每年 核心能力达成度分析

在校生 课程作品集、职业技能认证通过率
每学

期
教学效果诊断

毕业 3-5 年校

友
职业发展追踪（晋升率、技术贡献）每2年

教育目标与社会需求匹

配

企业雇主
雇主满意度调查、岗位能力需求反

馈
每年 课程体系调整依据

第七条 石油化工技术专业确保教育目标养成的定期检讨机制

1.每年定期进行市场调研，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专业的人才培

养方案，确保专业定 位准确，确保专业培养的人才满足行业需求。

2.深入学习高职教育理论，深刻领会政策精神，寻求政策上的支

持，保证本专业建 的完善。

3. 校友定期跟踪调查，了解毕业 3~5年内的对本专业教育目标

达成度、满意度情况，并 及时了解企业的用人需要。

第三章 持续改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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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持续加大学校实训条件的改善，为学生提供动手实践的空间，

根据问卷调查，调整实践教学比例，为学生提供实践的机会，持续提

升核心能力。

第九条 教师队伍和教学水平持续改善

1. 聘请茂名及周边地区化工行业的知名专家、生产一线技术骨干

成立专业建设专家 指导委员会。

2. 专任教师定期实践，专业教师每年专业实践的时间累计不少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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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

3. 聘请企业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担任兼职教师。

4. 鼓励专业教师加入行业协会组织，有计划地安排全体专任教师

分期参加国内先进 的职业教育理论学习，参加高校现代教育技术培

训，参加技师培训等，加强专任教师素质的提高。

第十条 组织保障

成立由企业技术专家、同类院校专家，校友组成的校外专家咨询

委员会，定期研讨教育目标、核心能力的修订。

第十一条 定期召开校内外专家咨询委员会研讨会，研讨每届毕

业生核心能力达成情况，校友的反馈信息，讨论教育目标、核心能力

的修订。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二条 解释权

本机制由石油化工技术专业教研室负责解释，修订需经校内外专

业咨询委员会 2/3以上成员表决通过。

第十三条 生效日期

本机制自发布之日起试行，试行期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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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023届 IEET毕业生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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