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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石油化工技术专业群建设基础1
 

11-1办学定

位和服务面

向（1000字以

内）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充分利用学校地处全国最大的茂-湛炼化生产基地、华

南沿海石化产业带中心位置的区位优势，产教深度融合，建设了石油化工技术

专业群。石油化工技术专业群是第一批省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由石油化工

技术、应用化工技术、精细化工技术、化妆品技术 4个专业构成。其中石油化

工技术专业是省级品牌专业、应用化工技术专业是中央财政支持提升专业服务

产业发展能力建设专业。 

1.专业群定位准确，人才培养与区域石化产业人才需求高度契合 

石油化工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国家十四五规划中将推动石化产

业的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列入实施制造强国的国家战略；石化产业作为广东省

的“双十产业”，广东省十四五规划中支持加快石化产业集群建设，推动传统

石化产业向新型绿色石化产业升级转变；茂名市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持续聚焦绿

色化工与氢能等优势产业发展，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培育发展化工新材料、

安全应急与环保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专业群立足茂名、辐射省内区域石化产业带，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

应区域石化产业绿色化智能化发展要求，培养面向石油化工支柱产业中下游产

业链，适应茂名石化产业链条化、产业集聚化发展规划，在化工生产运行控制、

产品质量控制、化学品合成应用等核心技术岗位，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修养、

绿色环保、安全环保意识、良好沟通表达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的高素质复合型

创新型技术技能型人才。 

2.专业群服务面向区域重点行业，专业群与石化产业链精准对接 

专业群主要服务面向茂-湛炼化生产基地，辐射华南沿海石化基地，紧密

契合茂名石化产业绿色化、智能化技术发展对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生

产是石化企业的核心，生产运行控制人员是石化企业最主要的技术岗位，需要

具备一体化装置生产运行控制、绿色工艺优化能力。产品质量是企业生存的根

本，质量控制人员通过现代工业分析技术检验产品质量，并实现质量管理信息

化。 

专业群对应石油化工产业从原油加工、成品油生产、烯烃、芳烃生产、特

种化学品生产、聚合物生产、精细化学品及下游产品生产的全产业链，覆盖了

当地石化产业主要生产流程及岗位群，并可到延伸石化产业下游高端化学品生

产，与石化产业关联度高。 

11-2综合改

革业绩（1000

字以内） 

专业群作为学校依据地方产业建设的重点专业群，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生产性实训基地、社会服务平台、教学资源建设等方面深化改革，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 

1.深化校企双主体育人，订单式培养成效显著 

专业群对接国家级化工园区，与茂名石化、巴斯夫等企业开展订单式培养，

校企合作共建人才培养方案、共建课程体系、共建实训基地、共建双师团队，

真正实现了学生与企业岗位的零距离对接，为区域石化产业提供了人才保障。

2005年以来，专业已经与巴斯夫、鲁华化工、万华化学等企业开设“订单班”

11个，培养学生 700多人。 

 
1 请填写省域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计划重点建设专业群有关情况，建设专业群限额为 3 个，请自行增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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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建生产性实训基地，实践条件省内一流 

专业群建设的生产性实训基地，获得教育部认定“化工技术类公共实训中

心”生产性实训基地项目，立项为中央财政支持的石油化工职业教育实训基地、

广东省高职教育化工技术类公共实训中心、广东省高职教育石油化工生产技术

实训基地。 

建设了集化工设备、仿真工厂和虚拟操作系统于一体，贴近石化全产业链

生产、虚实结合的校内实训基地。由半实物仿真工厂、三维虚拟现实平台、在

线仿真培训平台等构成的化工生产职业能力培养和评价的虚拟仿真实训中心，

解决石化实践教学中不准动、不准碰、不准“越雷池一步”的难题。 

3.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教学资源成果丰硕 

专业群紧密契合茂-湛石化基地产业发展，对石化企业典型岗位的工作任

务进一步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新的行动领域和学习领域来优化课程，同时

遵循认知学习和职业成长的规律，按照工作任务的逻辑关系设计、序化学习领

域，进行课程设置，形成了服务粤西石化产业链的课程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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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广东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应用化工技术专业中高职衔接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成为广东

省应用化工技术专业中高职衔接标准。 

11-3人才培

养工作业绩

（1000字以

内） 

1.人才培养质量较高。专业群建设有毕业生跟踪调查机制，麦可思 2020

年数据显示，石油化工技术专业群各专业学生就业率、薪资水平和工作与专业

相关度等数据均高于全校水平。2020 届毕业生本省就业比例 100%，对口就业

率 97.60%，为区域石化产业提供了大量技术技能人才。 

 
图 1：学生薪资水平高 

 

图 2：毕业生就业岗位适应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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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毕业后可持续发展良好。每届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稳定在 96%以

上，在知名企业就业数量逐年上升，学校获优秀校企合作单位称号，多家企业

对学生的工作表现进行嘉奖，数名学生成为企业骨干。如 15 届颜灏同学已担

任茂名天源石化公司的化验高级技术员。毕业生在粤西沿海地区知名国企和上

市公司获专业技术奖项共计 19 项：15 届陈宏同学在茂名石化凭借扎实的技能

知识，发现三次安全隐患，获得公司避免重大事故奖励，且被评为化工分部平

稳操作之星；董绍威获得茂名石化公司“乙烯青年才俊”奖；李家保获得万化

化学 2017年度技能比武大赛一等奖；梁斯敏获得 2018年度珠海醋酸纤维有限

公司纺丝部副总裁奖等。 

3.专业群将职业资格证书标准与课程内容有机结合，以技能竞赛带动教

学改革。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以适应社会需求，学生的实践能力快速提升。参加

全国化学检验工大赛、全国职业院校石油化工生产技术大赛、广东省生化技能

大赛、广东省工业分析与检测大赛、广东省化工仪表自动化大赛、广东省化工

生产技术大赛等共获奖 30项，其中一等奖 6项。 

11-4教师队

伍建设业绩

（1000字以

内） 

专业群重视教学队伍的建设，通过外引内培，逐步形成一支结构合理、高

学历、高水平、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专业群目前共有专任教师 38 人，兼职

教师 20 人。专任教师中高级职称 12 人，高级职称教师比例为 32%。专任教师

中拥有硕士以上学历的比例为 79%，“双师”教师占比 70%。 

表：教师队伍所获荣誉 

序号 获奖（荣誉）名称 数量 级别 

1 广东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 省级 

2 广东省优秀教学团队 1 省级 

3 广东省技术能手 2 省级 

4 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1 省级 

5 广东省第八批千百十工程人才培养对象 2 省级 

6 广东省高校学生工作红棉奖获得者 1 省级 

7 广东省高校资助工作先进个人 1 省级 

8 广东省农村科技特派员 3 省级 

9 广东省危险化工安全生产特种作业实操考评专家 1 省级 

10 广东省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大赛专家 1 省级 

11 广东省技能竞赛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 1 省级 

12 食品与药品与生物化工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 省级 

13 广东省轻工纺织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 省级 

14 
全国高职高专食品类、保健品开发与管理专业“十三五”

规划教材建设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 省级 

15 茂名市名教师 2 市级 

16 茂名市安全生产专家 2 市级 

17 茂名市危险品运输协会专家 3 市级 

专业群注重团队教师教学能力的培养，教师教学能力显著提升。在教师各

类省级以上比赛中获得一等奖 3项、二等奖 2项、三等奖 4项。教师累计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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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教研项目 10项，教师发表论文中 SCI收录 9篇；中文核心以上 19篇。 

专业群教师深入行业企业一线，聚焦企业核心技术难题，将企业真实产业

化项目转化为教学项目，提高了教学创新能力，在服务地方过程中实现了专业

教师的职称和职业能力双提升。形成的成果获校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 3项。 

专业群注重兼职教师队伍打造，通过专兼教师共同承担课程教学，共同开

发教学资源，共同承担科研项目，优势互补，互相促进。聘请了中华技能大师、

茂名石化首席技师黄巨利，中国石化技术能手、石化工匠、南粤工匠吴金源在

学校成立技能大师工作室，以师带徒的方式为未来石化行业人才传授技术。 

11-5科研和

社会服务业

绩（1000字以

内） 

1.科研成果丰硕，服务地方企业发展 

专业群牵头与广东省茂名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共建了“广东省精细化学

品（粤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另外建设 2个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团队

成员主持省级科研课题 9项，主持市级科研课题 36项，总经费 70余万元，科

研成果获茂名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三等奖各 1项。实现专利技术转让 1项，

为茂名市 2 家企业制定生产标准，指导 3家企业技术改造。 

专业群教师陆续承担了茂名石化“离子色谱法快速测定水中阴离子的研究

与应用”，“红甜菜根提取液制备面膜、面霜及其性能研究”、“石墨烯面膜

研发、生产及管理技术咨询”等横向课题 3项；基于茂名农业产值全省第一，

全国最大的水果生产基地、全世界最大的罗非鱼生产基地的农业产业优势，专

业群与农产品加工企业合作，承担了“橘红系列产品研发”、“百香果深加工

与综合利用关键技术研究”、“花生粕深加工与综合利用研究”、“以淮山为

主要原料系列产品的开发”、“罗非鱼鱼鳞高值化利用”等 11 项横向项目的

研究工作。横向项目总经费近 100万元。 

2.社会服务能力突出，开展职业技术培训 

专业群发挥专业人才、技术优势，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的社会服

务活动。团队成员发挥自身化学化工专业优势，为茂名市危险品运输行业协会、

茂名市公安消防局、广东奥克化学有限公司、茂名市长业化工有限公司、阳江

交通运输局、云湛高速公路管理中心等行业、企业提供培训，共计 50 余次，

10000人日。为茂名市干部培训食品营养与健康知识 1606人日，为茂南区政协

机关干部、电白区电城镇流动党校等培训健康管理及科学运动知识 200人日。 

为支持当地经济发展，专业群派出车文成教授作为广东省危险化工安全生

产特种作业实操考评专家，派出孙国勇、左映平、梁志 3名老师作为省级农业

科技特派员；派出张榕欣等 6名骨干老师作为茂名市食品行业协会专家讲师等，

为当地企业安全生产、技术和人员专业素质提升提供长期技术支持。 

11-6社会影

响力和声誉

（1000字以

内） 

专业群建设通过一系列改革，取得了一批全省领先的建设成果，在省内石

油化工行业影响力日益扩大，社会美誉度逐步提升。 

1.吸引力日益扩大，受到学生和企业的青睐 

由于专业群的影响力扩大，报考石油化工技术专业群的学生逐年增多，由

2018年的 200 余人，扩大至 2021年的 480人。 

毕业生深受用人单位青眯，知名企业巴斯夫、万华化学等纷纷提前“预定”。

毕业生得到社会与用人单位广泛认可和好评。 

2.主流媒体广泛报道，社会声誉度持续提升 

专业群的综合改革取得良好成效，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山东省示范校东营

职业学院等前来交流专业建设。《中国教育报》以“破解“人才荒”窘境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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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之选”进行了推介，广东省教育厅网站报道“茂名职业技术学院与巴斯夫订

单合作”，《茂名日报》以“注重技能训练彰显职教特色”进行了宣传，推广。 

 

图 3：新闻报道 

 

3.国际化办学新突破，国际化特色初步显现 

专业群建设探索国际化发展，专业群积极借鉴德国先进职教理念。2019

年学校成为华南地区首个加入 AHK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联盟的化工专业类职业

院校。用国际标准为企业培养和培训高素质的化工类技术技能人才，赢得企业

与社会的高度认可。国际化工巨头公司德国巴斯夫集团与学校签订了战略合作

协议，巴斯夫连续三年开设“BASF CLASS”。 

11-7办学特

色（1000字以

内） 

1.创新“产教双链对接、校企协同育人”人才培养模式 

学校地处全国最大的茂-湛炼化生产基地、华南沿海石化产业带中心位置。

专业群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专业群与化工园区骨干企业

建设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双师型”教师培训基。围绕区域石化产业绿色化智

能化的需求，深化产教融合，创新专业群“产教双链对接、校企协同育人”的

人才培养模式，实现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相融合、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相结合、

课程考核与职业证书评价相对接、职业能力与创新能力相融合，打造复合型技

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 

2.通过 IEET 工程技术教育认证，培养符合国际通用的高素质人才 

2021 年石油化工技术专业已通过 IEET（TAC-AD）工程技术教育认证，本

专业成为全国唯一一个通过认证的高职石油化工技术专业，学校也成为广东省

内欠发达地区唯一一所拥有通过 IEET 工程技术教育认证专业的高职院校。专

业群吸收悉尼协议专业建设核心思想，构建过程管理与结果评价相结合的专业

持续改善机制，运用于专业建设中，建设有效的毕业生职业发展跟踪评估制度

和专业持续改善机制，基于专业数据平台获取数据信息，开展多元化人才培养

质量评价；在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与参与下，对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

系设置、课程内容设计等方面进行调整与改进，提升专业人才培养与行企人才

需求的契合度，确保学生在毕业时具备应有的专业核心能力，培养符合国际通

用的高素质人才。 

3.借鉴德国先进职教理念，探索本土化的双元制职教模式 

专业群积极借鉴德国先进职教理念，与德国职业教育机构与行会合作，加

入 AHK中德职业教育联盟，引进德国 AHK国际职业资格与能力证书，创新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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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双元制化工职业教育模式。标准化建设了 AHK中德（茂名）职业培训中心，

可面向职业院校化工类专业学生和化工类生产企业的员工开展教育培训。学员

结束培训时参加 AHK职业资格考试，顺利通过考试的学员将获得 AHK德国职业

教育技能证书，实现国际化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