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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2年高等职业教育“课堂革命”典型案例 

推荐表 

                                                                 
1 提供最近三个学年（2019-2020 学年、2020-2021 学年和 2021-2022 学年）授课情况。可自行增加行数。 

案例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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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石

油加工生产技术》课程为例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 课程编码 课程属性 课程类型 所属专业（代码） 学时 

石油加工生

产技术 
0601208 

□公共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课 

□纯理论课 

□√理实一体化课 

□纯实践课 

石油化工技术

（470204） 
60 

二、授课1情况 

授课教师 授课时间 授课班级 所属专业（代码） 学生评教分数 

侯兰凤 
2021-2022 学年

第 1 学期 

20 级石油 1、2、

3、4 班 

石油化工技术专

业（470204） 
97.48 分 

侯兰凤 
2020-2021 学年

第 1 学期 
19 级石油 1 班 

石油化工技术专

业（470204） 
95.82 分 

侯兰凤 
2019-2020 学年

第 1 学期 
18 级石油班 

石油化工技术专

业（470204） 
95.98 分 

三、案例内容 

（一）摘要（500 字以内） 
《石油加工生产技术》是广东省高水平石油化工技术专业群的核心课程，是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本次课堂革命案例选自“原油减压蒸馏”的内容，时长 4 学时。课堂以常减压蒸馏半实体仿真工厂创设

企业岗位情境为保障，实施“学习情景岗位化·线上线下融合式”的教学模式，学生按照“引导学-仿

真练—真实操”的学习渐进式过程，以多元化、过程化评价机制，评判课堂效果的达成。 

通过学习情景岗位化，学生置于半实体仿真装置学习情境下，理解不同操作岗位的职责，掌握对化

工 DCS控制、现场各设备操作的技能，破解了化工类专业学生学习中无法直接碰触化工生产装置的难点，

解决化工类专业学生学习该部分时“懂理论、轻操作”的难题；在线上线下融合式模式中，通过省级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平台、参建的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使学生更直观的学习和理解减压蒸馏原理、设备、

装置流程及操作控制，同时双融入“课程思政+化工安全”，解决了学生学习枯燥乏味、动力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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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学习主动性，增强了责任感、团队合作等职业素养。 

本案例内容获得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师教学能力比赛二等奖，支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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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二）解决的问题（500 字以内） 
随着化工产品生产技术不断革新，化工行业对从业者有着严格的要求，传统的教学模式难以调动学

生的学习兴趣，教学内容无法满足企业的预期等。 

1.教学模式滞后，造成学生对化工操作岗位认知不足的问题 

化工类学生需要掌握炼油设备、流程和操作控制，而操作岗位的职责与教学内容紧密联系，化工行

业自动化程度高、危险性高的特点使学生化工企业进去难，化工装置触碰难，仅依赖传统的教师讲授、

学生听讲的教学模式，使学生难以理解化工操作岗位的职责，造成对化工操作岗位认知不足，特别是对

具有安全知识专业技能人才的培养影响较大。 

2.课堂教学重理论、轻实践，限制学生实践操作技能提升的问题 

涉及到化工装置的理论知识晦涩难懂乏味，工艺流程与前导课程衔接性强，并且实践操作技能要求

更高，导致学生容易产生学习疲劳、学习动力不足，仅靠理论不能理解操作方法，会造成理论与实践的

不符，严重限制了学生操作技能提升和应用。 

3.思政元素融入不系统，化工安全意识不强烈，影响思政安全双育人有效性的问题 

化工专业课堂多专业知识，少操作技能，更少育人元素。缺乏化工安全、思政元素双融入的教学策

略，限制了学生团队合作、劳动精神、沟通表达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等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 

（三）问题解决策略（思路、过程和做法等，2000字以内） 

解决思路： 

本“课堂革命”案例原油减压蒸馏实施学习情景岗位化·线上线下融合式的教学模式，应用“引导

学习减压蒸馏理论知识——仿真练习减压蒸馏工艺流程——真实操作减压蒸馏装置设备”的逐级递进式

学习过程，同时双融入“课程思政+化工安全”，不仅满足了课堂多样化及有效性的需求，也提升了学生

的操作技能和职业素养。 

过程和做法： 

1.对接岗位需求，重构教学内容 

以“石油化工企业岗位工作任务为驱动”，以石油化工职业能力培养为重点，综合企业真实职业岗

位典型工作任务分析、依据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梳理并整合教学案例中知识和技能点，重构原油

减压蒸馏“课堂革命”案例教学内容（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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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减压蒸馏工段岗位任务与教学内容的对应关系 

2.实施“学习情景岗位化·线上线下融合式”的教学模式，打通教与学的堵点 

学习情景岗位化。根据企业减压蒸馏工段岗位任务及要求，学生进行全流程仿真操作，对内、外操

做岗位有综合性认识，模拟企业真实岗位分工，对学生进行分内操 DCS，外操司泵、司炉、减压蒸馏及

抽真空岗位操作，实现学习情景岗位化（如图 2）。采取小组分岗位轮番体验内、外操的岗位要求和任

务，“学生操作、老师指导”的方式确保学生对每一个岗位都有深刻的学习体验，实现面对超大装置、

复杂工艺能操作、会操作的目的，大大提高对学生实践操作技能的培养。 

 

图 2 常减压蒸馏半实体仿真软件及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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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 

线上线下融合式。学生通过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石油加工生产技术》的课前，课中，课后学习

环节理清思路，抓住重点和难点，通过老师点拨，引导学习理论，线下通过以学生为中心（如图 3）自

主学习与探究、小组讨论、角色扮演、分组演练及成果展示等方法达成“引导学-仿真练—真实操”的

学习渐进式过程，从而实现“双线”同向提升学生主体学习意识与实践操作技能。综合利用国家级石油

化工技术教学资源库、学习通平台、视频、PPT、虚拟仿真软件、微课等一系列信息化教学手段（如图

4），引导学生形象地理解、记忆枯躁及深奥的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积极参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图 4 主要信息化资源和手段 

在课堂教学中，整合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的自主研发的动画、交互游戏、仿真资源以及国家教学

资源库石油化工技术，依托超星平台构建混合式教学模式，采用任务驱动、情景教学、浸润式教学法实

施教学，教学过程总体上划分为 3 个实施环节：课前准备、课中导学、课后拓展，形成线上有资源、线

下有活动、过程有评估的教学实施过程（如图 5），分组体验并操作大型常减压蒸馏半实体仿真流程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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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体验企业真实工作环境，解决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图 5 教学实施过程 

①课前准备：通过线上“发布原油减压蒸馏的预习任务→自主学习线上微课、视频等资源→线上平

台课前测试→测试结果分析”，根据授课计划在超星平台发布预习原油减压蒸馏的任务，学生自主完成

线上资源学习及课前测试，教师根据测试情况分析学生课前的知识与技能基础。 

②课中导学：采取“引导学-仿真练—真实操”逐级递进式模式达成教学目标（如图 6），以学生为

中心自主学习（如图 7），线上自主学习理论知识，线下仿真演练、真实操作。老师引导学生、指导并

协助仿真及实际操作。 

  

    图 6 逐级递进式学习                     图 7 以学生为中心的自主式学习 

理论学习：依据学生线上自主学习数据，确定教学内容与教学重难点，调整教学策略，采用问题引

导法、任务驱动法等灵活的组织教学。教师全程跟踪小组成员的学习过程。 

虚拟仿真：按照情景导入→现场模拟流程→虚拟仿真实施虚拟仿真教学。此阶段既能将理论知识融

于仿真操作中，不仅能使学生进一步熟悉减压蒸馏流程，又能将实践进行提前演练，并且安全性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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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性强。 

实体装置：依托半实体仿真工厂创设企业岗位学习情境，各小组分岗位精准操作，提高对岗位的认

识和实操能力，以学生为中心，采用情景模拟、浸润式教学，综合任务驱动法，小组讨论法，问题引导

法等多种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 

③课后拓展：利用平台进行课后评价、拓展学习、课后答疑。教师发布拓展任务，学生以分组形式

上传至平台，教师线上进行评阅，并与学生进行在线交流互动。 

3.“课程思政+化工安全”双融入，达成“课堂革命”立德树人育人目标 

在“情景岗位化”的教学环境，将课程思政与化工安全有机融入原油减压蒸馏课堂教学知识点（如

图 8），提升学生综合职业素养。 

通过推送安全警示视频、讲解安全事项以及编制减压蒸馏操作的安全口诀等方式强化化工安全意

识，强调安全知识，同时提醒学生注意安全防范，学会安全应急处理，融入 1+X 技能等级证书的要求

形成化工安全素养。 

通过播放石油化工杰出人物做出的突出成就及先进事迹的视频、讲述任务事迹、引入优秀毕业生典

范等课程思政素材，联系铁人王进喜的事迹，培养石化行业特有的“铁人”精神，使“铁人精神”、“工

匠精神”、“敬业精神”进课堂，展示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素质劳动者的事迹和形象，培育和传承好

工匠精神，提升学生的责任感、规范意识、团队合作、沟通表达等职业素养。 

 

图 8 “课程思政+化工安全”双融入 



7 

（四）实施效果（500字以内） 
采用常减压蒸馏半实体仿真装置“学习情景岗位化·线上线下融合式”的教学模式，通过“引导学

-仿真练—真实操”的学习渐进式过程，结合多元化、过程化的评价机制，使课堂革命教学案例原油减

压蒸馏课堂效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学生课堂学习积极性大大提高，成绩上升明显 

课程平均成绩逐年升高，超星平台课程数据显示：2020 级课程学习总评成绩比 2019 级增加 15.88

分，2019 级总评成绩比 2018 级增加 12.17 分（如表 1、图 9、图 10）。2019 年在校生调查问卷中学生对

课程满意度较 2018 年上升 5.3%。 

表 1 学习通各班级学习成绩统计表 

 

 

图 9 学习通各班级学生课程成绩对比图 

 

图 10 学习通各班级综合成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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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创新能力得到提升，技能大赛获得好成绩，学生能力得到认可  

近三年学生获广东省化工生产技术大赛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  

图 11 学生技能大赛获奖 

3.课程思政与化工安全双融入课堂教学改革效果显著 

（1）课堂作品获 2020 年广东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二等奖，校级教师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

在 2021 年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说课比赛中获二等奖。此案例所在课程《石油加工生产技术》被立项为

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发表课程教学改革论文 3 篇。 

图 12 与课堂革命案例有关的获奖 

（2）近三年评教分数均为优秀，学生评教都在 95 分以上。 

表 2 近三年评教成绩 

评价 

学期      
学生评分 同行评分 督导评分 总分 等级 

2019-2020-1 95.98 91.04 90 93.80 优秀 

2020-2021-1 95.82 92 93 94.49 优秀 

2021-2022-1 97.48 94 96 96.43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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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创新与示范（500 字以内） 

1.实践了“学习情景岗位化·线上线下融合式”的教学模式，有效推动课堂有效性 

依托大型常减压蒸馏半实体仿真装置，模拟企业真实岗位分工，按照企业减压蒸馏岗位要求对学生

进行分岗位精准操作，内操为 DCS 操作，外操为司泵岗位、司炉岗位，减压蒸馏、抽真空系统岗等，

营造真实工作场景，破解教学模式落后，造成学生对化工操作岗位认知不足的问题。学生操作采取分小

组分岗位完成各岗位任务要求，根据不同的岗位，设置不同难易程度的知识和技能梯度。采用过程评价

+目标评价相结合的形式（如图 13）全面考核每位同学，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课堂教学与评价。 

 

图 13 多元化、过程性评价 

2.创新了课程思政与化工安全双融入策略，助力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 

“课堂革命”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精准施策于化工行业安全第一的特殊性，实施了“课程

思政+化工安全”双融入的策略，学生创新能力得到提升，毕业后的职业素养得到认可。通过该策略，学

生在校期间技能大赛获得省级一等奖的成绩，工作后获得“安全之星”的荣誉称号，推动了“课堂革命”

的示范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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