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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化工技术专业工程过程系统化课程体系的形成

1．学校与企业共同研讨确定课程开发思路

（1）明确职业教育为企业服务的宗旨，与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克服以往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的现象，明确职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符合企业需要的

人才的宗旨，主动与企业联系，建立稳定深入的合作关系。建立企业专家参与指导的课程建

设体系，聘请知名专家、技术骨干，组成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定期开展专业建设与发展研

讨会，听取企业专家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意见和建议。

（2）走访企业明确人才能力需求

走访茂名及珠三角地区的化工企业、精细化学品生产企业、食品加工企业，与相关分析

检验类岗位负责人交流，确定核心岗位所需职业能力；对已毕业的学生进行回访，明确自身

教育背景下职业发展中所需能力及现有课程体系中没有体现的能力培养。将岗位群的知识能

力需求作为制定本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并确立对应的能力要求，根据能力要求安排课程，

形成课程体系。

2．确定职业岗位典型工作任务

表 1 就业范围、职业岗位与典型工作任务对应表

就业范围 职业岗位（群） 典型工作任务

各类油品、树脂、涂料等石油化

工原材料及产品以及化妆品、香

精香料等日用化学品的生产操

作、现场管理工作

生产操作工

现场生产管理员

生产操作

质量检测、分析

质量管理

人员管理

各类石油化工产品的检测分析

和质量管理工作

产品检验员

生产过程质量分析员

质量控制员

产品检验

生产过程质量检验

质量事故分析

各类石油化工产品的新产品开

发工作

实验研发人员 研发新产品

石油化工生产的新工艺开发和

改造工作

技术人员 工艺改造

新工艺开发

各类石油化工材料及产品的营

销策划和营销工作

营销人员 产品销售

产品销售策划

3．典型工作任务向行动领域和学习领域的转换

3.1 基于典型的化工生产过程，分析所需职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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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典型化工生产过程对应能力

3.2 根据职业能力要求，构建课程体系

认真研究高等职业教育教学特点与规律，积极倡导并推进了以行业标准为依据、就业为

导向、职业素质为核心、培养高技能人才为目标的“工学结合”的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坚持引入国家职业技术鉴定标准，参照化工行业标准、化工企业的岗位需求、化工

企业操作标准规程，进行课程体系的解构与重构，整合教学内容，调整教学方式，将职业导

向及工作任务驱动的教学理念融入专业课程改革的设计之中。

图2 各能力模块对应主要课程

3.3分析区域特色，增加适应区域经济需求的课程

3.3.1区域特色分析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位于广东省重化工业的重点城市茂名市，有千万吨油品、百万吨乙烯

等重化工业大型企业，以及一系列有机化工原料深加工企业。同时，学院临近珠三角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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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整个地区石油化学工业高速发展，形成了完整的石油化工产业链，同时带动了一大批

化工物流等第三产业的成长，也形成了带有明显区域特色的人才需求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1）本地重型石油化工特色突出，生产装置操作人员需求量大；（2）珠三角区

域就业面不断加宽，专业界限更加淡化；（3）从事与化工相关的第三产业的人员在不断增

加。

我国传统的化工高等教育以专业技术知识传授为主要目的，实行的是以专业核心技术知

识传授贯穿始终的人才培养模式，其知识结构和能力已不能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如何

在改革传统课程体系的基础上，又培养同时满足两个区域经济特色的复合型人才，是亟待解

决的问题。

3.3.2 增设区域适应性课程

为进一步强化专业核心知识，对相关课程的内容进行了重新整合，删除重复的知识点，

并通过采用现代化教学技术和方法，大量削减课内学时，在保证专业核心技能学习的前提下，

增设了一批与本地区特色相适应的课程，图 3为双层同心圆专业课课程体系。

外层的课程是在为提高学生的就业适应性而增设的，如为适应本地经济发展，设置化工

工艺基础等课程，为适应珠三角区域对人才的需求，增设选修课程如精细化学品合成、化工

产品营销等课程。此课程体系还可根据区域人才需求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同时对相对固

定的核心课程中的知识点亦进行适时增减。这些课程的增设可充分满足学生在社会需求不断

变化的形势下提高就业竞争力的要求。

图 3 双层同心圆专业课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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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专业课程体系的形成

表 2：职业岗位分析与对应课程

序

号

核心工作

岗位
岗位描述 职业能力要求及素质 专业课程

1

产 品 检

验、分析

及质量控

制

产品检验

生产过程质量检验

质量事故分析

1-1不同类型样品的采取及预处理

1-2化学检验方法的应用

1-3各类型仪器的使用

1-4大型仪器的使用及维护

1-5实验结果的分析

化学分析、仪器分析、

化工原料产品分析、化

学检验员技能实训、质

量管理与控制

2
生产操作

及管理

化工过程生产操作

生产过程质量分析检测

生产过程质量管理

现场人员管理

2-1化工工艺流程辨识

2-2主要化工设备操作

2-3典型化工设备维护及故障排除

2-4化工自动化控制

2-5安全生产意识

2-6现场样品采集及检测

2-7检测结果分析

2-8现场质量控制

突发事故的人员调配及应急处理

化工生产基础与操作、

有机产品生产、化工自

动化控制、化工 HSE 、

质量管理与控制

3

创新创业

与产品研

发

研发新产品、新工艺、新

技术

3-1资料的收集整理

3-2实验方案设计

3-3实验方案分析调整

3-4方案实施与修正

3-5产品、技术的推广

有机产品生产、日用化

学品配方与生产技术、

精细化学品设计与合

成、化工产品营销、化

工经济技术

4

生产工艺

改造及开

发

工艺改造

新工艺开发

4-1工程技术图纸的读图、分析

4-2资料的收集整理

4-3工艺原理的深入认知

4-4主要设备的操作和故障排除

4-5不断学习，勇于创新

化工识图与绘图

有机产品生产、化工生

产基础与操作、化工

HSE、化工装置工艺仿

真实训

5 产品营销
产品销售

产品销售策划

5-1与人沟通

5-2认知产品

5-3广交朋友

5-4团队协作处理问题

化工产品营销、化工经

济技术、魅力化学、化

工与生活、沟通与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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