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油化工技术专业三二分段中高职贯通 

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名称专业代码： 

中职专业名称：化学工艺 

高职专业名称：石油化工技术 
高职专业代码：470204 

 招生对象：中职学段招生对象为应往届初中毕业生；高职学段招生对象为对应试点中职学校相应

专业符合报考条件，具有广东户籍或符合广东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升学考试有关规定的外省户籍，

且具有正式学籍的学生 

 修业年限与学历： 

学制：全日制五年（中等职业教育 3年+高等职业教育 2年） 

学历：中等职业教育学段学习合格取得中专学历，高等职业教育学段学习合格取得高职（专科）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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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生物与化工

大类 
4702 化工技术

类 

石油、煤炭及其

燃 料 加 工 业

（C25） 

化工工程技术

人员（2-02-06-

01-03） 

石油储运工程

技术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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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危险与可

操作性分析职

业技能等级证

书； 
化工精馏安全

控制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 
AHK 化工工艺员 

燃料油工； 

化工总控工 

化工工艺试验

工； 

化学检验员； 

有机合成工； 

“三废”处理

工。 
 

 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思想政治坚定、德技并修、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能适应茂名及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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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知识和技术技能，

有较强的求知欲及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能综合利用各种现代信息技术查阅资料、获取所需信息和掌握新知

识、新技术的能力，具有石油化工行业生产、检测分析及产品销售能力，能满足石油化工行业转型升级需要，

适应时代经济发展需要，面向石油化工领域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工作 5年左右具备工程师的专

业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成为“化工生产一线工程师”，在炼油与化工生产企业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 

二、培养规格 

（一）素质要求 

    1. 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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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宪法、遵

纪守法、诚实守信；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 

2. 有正确的认识理念与认知方法，实事求是、勇于实践的工作作风，具有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

造美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自强自立自爱。 

3.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爱岗敬业，诚实守信。 

4. 能有效进行人际沟通与协作，与社会、自然和谐共处，具有质量意识、绿色环保意识、安全意识。 

5. 热爱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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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能坚持体育锻炼和健康的文娱活动，磨炼意志，体魄健壮，达到大学生体质和健康标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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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社会交流、专

业技术方面的问题 

（二）知识要求 

1.具有一定的政治、经济、英语、数学和计算机知识 

2.掌握石油及其产品的化学组成和性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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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解高聚物的基本概念和典型合成方法的基本理论、工业催化剂的制备与使用以及再生等知识。 

4.掌握化工单元典型设备的操作基本原理和操作技能。 

5.掌握石油产品检测分析技术及常用检测仪器的操作技能。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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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化工常用仪表的原

理、选型、安装与调试方法知识。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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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了解生产技术岗位的管理、成本核算、产品营销等知识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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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能对异常状况进行分析处理、解释与应用知识技能改善

操作的能力。 

3.具有参与沟通与团队合作的能力。 

4.具有确认、分析与解决石油化工行业实务技术问题能力。 

5.具有认识时事议题，并培养持续学习的习惯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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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     



 毕业要求与职业证书 

本专业的学生必须修满高职学段所规定的各门理论课程和各项实践性课程，取得学分 95.5 学分（其中必

修课程 85.5 学分，专业选修课 10 学分，公共选修课 4学分）及以上才能获得毕业资格。 

本专业学生毕业前自愿选择、推荐考取表 2职业资格证书。 

表 2  本专业相关技能证书一览表 
证书名称 报名时间 考证时间 发证机构 
化工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 
根据教学进度安排，学生自愿报

名考取相关证书 

北京化育求贤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 化工精馏安全控制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燃料油工（中级及以上） 

根据课程教学进度安排，学生自

愿报名考取相关证书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或化工行业职业技能

鉴定中心或中国计量测试

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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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及以上） 
有机合成工（中级及以上） 
“三废”处理工（中级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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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该体系由基本素质及素质拓

展课程、职业核心能力课程、专业拓展学习课程、创新创业课程和和独立实践环节六大模块组成。 

基本素质及素质拓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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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课程包括全校性公共选修课程。 

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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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拓展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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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创业课程重在为学生搭建一个创业创新的平台，根据人才培养定位和创新创业教育目标要求，促进

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合，挖掘和充实各类专业课程的创新创业教育资源，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到

每一门课程讲授和活动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 

独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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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技能培养与

职业精神养成相融合。 

劳动教育课程重在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磨练意志品质、树立艰苦创业的精神，使学生获得终身进行技

术劳动和技术学习的能力，促进学生多方面的发展，成为未来合格的劳动者。 
 

表 3  课程体系结构表 
课程体系模块 课程（项目）名称 



中职学段 选修课 必修课（含专业限选课） 

基本素质课程 

德育、语文、数学、英语、

体育与健康、 劳动教

育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计算机应用技

术、入学教育、安全教育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进程与青年学生使命担

当、形势与政策、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

论、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应

用数学、大学英语、信息技术应用、

心理健康教育、入学教育及军训、军

事技能、国家安全教育 

素质拓展课程 
羽毛球，篮球，乒乓球、 演讲与口才、电影鉴赏

等公共选修课程群 
科技信息检索与写作、化工科技前

沿 

职业核心能力

课程 

化学分析、仪器分析、化

工单元操作（一） 
 

化工单元操作★◎、化工自动化控

制★、石油加工生产技术★、油品分

析★、EHS 管理★、化工生产操作实

务（一）、有机化工生产技术（一） 

专业拓展学习

课程 

化工识图与 CAD 绘图、化

工电器与仪表 

油品调和技术/工业催

化剂、化工仓储管理/化

学实验室组织与管理、

化工试验设计及数据处

理/化工流程方案设计、

化工产品营销/化工专

业英语等 

化工设备及维护、油品储运技术、高

聚物生产技术（一） 

创新创业课程 
创新创业基础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公

共选修课程群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创新创业训

练项目、创新创业实践、创新创业基

础、创课网店实践 

独立实践环节 

化工生产认识实习、化

学检验工（中高级）考证

及培训、电工培训及考

证、工艺管路测绘、CAD
培训及考证、化工总控

工（中高级）培训及考

证、社会调查 

 

机泵与管路拆装综合实训、化学产

品检验技能实训◎、常减压蒸馏操

作实训、EHS 仿真实训、化工生产实

务综合实训、岗位实习、专业毕业论

文（设计） 

 
【注】请在表 3 中用符号★标明核心课程 

 

表 4 劳动教育课程体系 

劳动教育课程项目名

称 
课程名称 学时 课程性质 开课学期 

独立设置的劳动教育

课程 
劳动教育理论课 50 必修课 

第 1~5 学

期 

劳动教育相关的实习

实训项目 

军训 2 周 必修课 第一学期 

专业认识实习 1 周 必修课 第一学期 

化学检验工（中高级）考证及培训 2 周 必修课 第三学期 

CAD 培训及考证 1 周 必修课 第四学期 

电工培训及考证 1 周 必修课 第四学期 

工艺管路测绘 1 周 必修课 第四学期 

化工总控工（中高级）培训及考证 1 周 必修课 第五学期 

社会调查 1 周 必修课 第五学期 



 

二、专业核心能力课程简介（高职学段） 

1．《有机化学》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有机化学领域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具有运用有机化学的基本理论解

释化学反应、理解生产工艺原理、选择工艺参数的能力。 

主要内容：有机分子的结构理论基础及烷烃、烯烃、芳烃等各类有机化合物的反应机理及性质；有机合

成设计原理及绿色有机化学等内容。 

2．《化工单元操作》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动量传递、质量传递、热量传递等化工单元的理论及操作技能；能根据

工艺条件进行与上述工艺基本操作相关的基础计算；能根据标准操作规程独立进行常见工艺基本操作装置的

开停车操作，能对常见故障进行分析及处理，维护装置的正常运行，同时培养学生安全生产和文明生 产的良

好职业意识，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为今后的职业生涯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主要内容：流体流动与输送、传热、精馏、吸收、萃取以及其他化工单元操作的原理及典型设备的操作

技能、开停车操作步骤，典型设备控制与操作影响因素分析等。 

3．《石油加工生产技术》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常减压蒸馏、催化裂化、催化重整等典型石油加工方法的反应原理、工

艺流程、操作条件的选择、安全生产影响因素等知识和技能；能按照操作规程进行开停工、正常操作和故障

处理；具备按章操作、团队协作的职业素质。 

主要内容：原油评价及确定原油加工方案的方法，原油一次加工——常减压蒸馏，二次加工——催化裂

化、催化重整、加氢精制、延迟焦化、煤制氢等典型石油加工方法的反应原理、工艺流程及操作技术。 

4．《化工自动化控制》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能根据工艺要求，掌握常用的测量仪表及控制仪表的选用；能了解过程

自动化的初步知识，理解基本控制规律，懂得控制器参数对控制质量的影响；能设计一些比较简单的控制方

案。 

主要内容：生产过程控制中常用参数(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的检测仪表及测量原理、单回路控制系

统、复杂控制系统(串级、均匀、比值、前馈、分程、选择)、计算机控制系统的相关知识；精馏塔、泵、传

热设备、反应器等典型化工单元操作控制方案的选择。 

岗位实习 20 周 必修课 第五学期 

化学品检测技能实训 3 周 必修课 第七学期 

机泵与管路拆装实训 1 周 必修课 第七学期 

常减压蒸馏装置操作实训 1 周 必修课 第七学期 

创新创业实践  2 周 必修 第七学期 

EHS 仿真操作实训 2 周 必修课 第八学期 

化工生产操作实务综合实训 1 周 必修课 第八学期 

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实践 1 周 必修课 第八学期 

1+X 证书技能综合实训 2 周 必修课 第九学期 

岗位实习 20 周 必修课 第十学期 



5．《油品分析》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石油产品常规分析项目的分析检测技术，培养学生具有对常用石油产品

性质和质量做出分析判断的能力。 

主要内容：汽油产品质量检测、柴油产品的质量检测、喷气式燃料产品的质量检测、润滑油产品的质量

检测等。 

6．《有机化工生产技术》 

通过本课程对主要典型石油化工下游产品——乙烯、丙烯、聚氯乙烯、聚丙烯、丙烯脱氢等生产工艺过

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化工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工艺参数的调节与控制方法，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化工生产

具体问题的能力。 

主要内容：乙烯、丙烯、丁二烯、苯、甲苯、二甲苯、甲醇等七大基本有机原料的生产技术；七大基本

有机原料的衍生产品的生产技术，包括每种产品性质和用途的介绍、生产方法的发展、生产原理的分析、工

艺条件的选择及工艺流程的安排，以及化工装置的开、停工知识和各装置常见的异常现象及处理方法、主要

的工艺计算。 

7．《EHS 管理》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炼油化工企业建立实施 EHS 管理体系的目的和意义，环境、职业健康、

安全保护的相关知识与技能；掌握辨识化学危险源、危险物品处置、防火防爆防静电防毒等技术，提高学生

环境、健康、安全的意识。 

主要内容：化工企业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风险控制、危险物品处置、防火、防爆、防静电、防毒技

术及化工装置各项安全操作技术。 

8.《仪器分析》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利用仪器对化工原料、半成品、成品、产品检测分析的能力，以及通过项

目化教学培养学生运用专业知识解决生产中出现实际问题的能力。课程结束之后，学生可参加《化学检验工》

的职业资格等级证考试。 

主要内容：电位分析法、可见分光光度法、色谱法等仪器分析方法以及数据的正确处理方法。 

9.《化工生产操作实务》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解决生产中实际问题的能力，考查学生对核心知识技能

的掌握程度，以及学生的沟通交流、团队交流、灵活应变、信息处理等非技术能力。课程结束之后，学生可

参加《化工总控工》的职业资格等级证考试。 

主要内容：开车准备、事故判断与处理模拟、生产操作、停车处理、安全文明管理等化工生产各环节所

包含的相关知识和技能。 

10.《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实践》 

本课程主要为学生搭建一个创业创新的平台，根据人才培养定位和创新创业教育目标要求，促进专业教

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机融合，挖掘和充实各类专业课程的创新创业教育资源，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

力。 



 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1．石油化工技术专业（中高职贯通）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计划表 

类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1
 

课程 
性质 

学分 
计划学时 学时（中职） 学时（高职） 考核 

方式 
开课 
单位 总数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公 

共 

基 

础 

课 

程 

1 德育 B 必修 8 152 132 20 2 2 2 2       考查 

中职 
学校 
 

2 语文 B 必修 9 164 144 20 4 2 2 2       考试 

3 数学 A 必修 9 168 168   2 4 2 2       考试 

4 英语 B 必修 7 132 80 52 2 2 2 2       考试 

5 体育与健康 B 必修 7 134 16 118 2 2 2 2       考查 

6 劳动教育课 C 必修 5 50  50  10 节/学期      考查 

7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A 必修 3 50 38 12 2  4        考查 

8 廉洁修身 A 必修 1 16 8 8  3         考查 

9 计算机应用技术 B 必修 3.5 60 20 40   2 2        考查 

10 安全教育 A 必修 3.5 60 60  10 节/学期     考查 

11 军训 C 必修 2 112  112 
2
周 

     
    考查 

12 创新创业基础 A 必修 2 32 32      2      考查 

13 入学教育 
C 必修 1 18  18 

1
周 

     
    考查 

C 必修 1 18  18       1 周    考查 化工系 

1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B 必修 2 36 28 8 
      

3    考试 思政部 

1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B 必修 3 54 42 12 
      

 4   考试 思政部 

16 形势与政策 A 必修 1 40 40  
   8 学时/

学期 
 7-9 学期，8 学时/

学期 
 考查 思政部 

17 思政社会实践 C 必修 1    
      18 节/学期

（含寒暑
假） 

  考查 思政部 

                                                   
1  A 为纯理论，B 为理论+实践，C 为纯实践 
 



类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1
 

课程 
性质 

学分 
计划学时 学时（中职） 学时（高职） 考核 

方式 
开课 
单位 总数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18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A 必修 2 38 38  
   

2 2 
 8 或 10 节

/学期 
  考查 化工系 

19 创课网店实践 C 必修 2 ‘36   
   

  
 

‘3    考查 
创新创
业指导
中心 

20 全校性公共选修课 B 公选 4 60 60  
      学生在第 7-9 学

期修完公选课 4
学分 

 考查  

小计（高职）   15 212 174 38       3 4 0 0   

小计   77 1376 938 438 14 17 16 12 4 0 3 4 0 0   

 

专业

（技

能） 

课程 

1 化学基础 B 必修 9 160 80 80 5 5         考试 

中职 
学校 

2 化学实验基础 B 必修 3 52 16 36 4          考查 

3 化学分析 B 必修 3.5 64 40 24   4        考试 

4 化工识图与 CAD 绘图 B 必修 3.5 60 30 30    4       考查 

5 仪器分析 B 必修 3.5 60 36 24    4       考试 

6 化工单元操作（一） B 必修 7 120 60 60   4 4       考试 

7 化工电器与仪表 B 必修 3.5 60 50 10     4      考查 

8 化工工艺基础 B 必修 3.5 60 40 20         4      考试 

9 化工安全技术 B 必修 3.5 60 40 20         4      考试 

10 化工单元操作★ B 必修 3.5 60 52 8       5    考试 化工系 

11 石油加工生产技术★ B 必修 4 70 52 18       5    考试 化工系 

12 化工设备及维护 B 必修 1.5 30 20 10       3    考查 化工系 

13 油品分析★ B 必修 3 50 26 24       4    考试 化工系 

14 
绿色化工与可持续发展 

A 
专业 
选修 

2 40 40 
       

3 
   

考查 化工系 
魅力化学           

15 有机化工生产技术（一） B 必修 2 40 34 6        3   考查 化工系 

16 化工生产操作实务（一） B 必修 3.5 60 20 40        4   考查 化工系 

17 EHS 管理 ★ B 必修 3.5 60 50 10        4   考试 化工系 



类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1
 

课程 
性质 

学分 
计划学时 学时（中职） 学时（高职） 考核 

方式 
开课 
单位 总数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18 化工自动化控制★ B 必修 3.5 60 50 10        4   考试 化工系 

19 
化工仓储管理（一） 

A 
专业 
选修 

2 40 40 
        3   

考查 化工系 
化学实验室组织与管理（一）            

20 
油品调和技术（一） 

B 
专业 
选修 

2 40 32 8 

       3   
考查 化工系 

工业催化剂（一）           

21 油品储运技术 B 必修 2 40 32 8         4  考查 化工系 

22 高聚物生产技术（一） B 必修 2 40 34 6         4  考查 化工系 

23 科技信息检索与写作 B 必修 1.5 30 20 10         3  考查 化工系 

24 化工科技前沿 A 
必修 

1.5 30 30  
      7-9 学期，10 学

时/学期 
 

考查 化工系 

25 
化工试验设计及数据处理（一） 

B 
专业 
选修 

2 40 24 16 

        
4 

 
考查 化工系 

化工流程方案设计（一）          

26 
化工专业英语 

A 
专业选
修 

2 40 40 
         

4 
 

考查 化工系 
化工产品营销           

27 创新创业实践 C 必修 2 ‘36   
      

 ‘3   考查 
创新创
业教育
中心 

28 化工生产认识实习 C 必修 1 18  18 
1
周 

         考查 

中职 
学校 

29 化学检验工（中高级）考证及培训 C 必修 1 18  18 
  1

周 
       考证 

30 电工培训及考证 C 必修 1 18  18 
   1

周 
      考证 

31 工艺管路测绘 C 必修 1 18  18 
   1

周 
      考查 

32 CAD 培训及考证 C 必修 1 18  18 
   1

周 
      考证 

33 化工总控工（中高级）培训及考证 C 必修 2 36  36 
    2

周 
     考证 

34 社会调查 C 必修 2 36  36 
    2

周 
 

    考查 

35 化学品检测技能实训 C 必修 3 54  54       3 周    考查 化工系 



类别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类型
1
 

课程 
性质 

学分 
计划学时 学时（中职） 学时（高职） 考核 

方式 
开课 
单位 总数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36 机泵与管路拆装实训 C 必修 1 18  18       1 周    考查 化工系 

37 常减压蒸馏装置操作实训 C 必修 1 18  18       1 周    考查 化工系 

38 EHS 仿真操作实训 C 必修 2 36  36        2 周   考查 化工系 

39 化工装置仿真实训 C 必修 1 18  18        1 周   考查 化工系 

40 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实践 C 必修 1 18  18         1 周  考查 化工系 

41 1+X 证书技能综合实训 C 必修 2 36  36         2 周  考查 化工系 

42 专业毕业论文（设计） C 必修 6 108  108         6 周  考查 化工系 

43 岗位实习 C 必修 40 720  720 
     20

周 
   20 周 考查 化工系 

小计（高职）   80.5 1436 584 852       22 21 19 20 周   

小计   149.5 2654 976 1678 9 5 8 12 12  22 21 19 20 周   

合计（高职）   95.5 1648 758 890       25 25 19 20 周   

合计   226.5 4030 1914 2116 
23 22 24 24 16 20

周 
25 25 19 20 周   

开设课程门数       9 9 12 13 7  14 13 10 1   

周课时       
23 22 24 24 16 20

周 
25 25 19 20 周   

 
 



2．石油化工技术专业（中高职贯通）课程结构比例表 

课程类别 学时数 占总学时比例 备注 

理论教学 1914 47.49  

实践教学 2116 52.51 
实践教学包含了单独设置的实践性

课程和 B 类课程的课内实践 

公共基础课 1376 34.14  

专业（技能）课 2654 65.86  

选修课 260 6.45 含公共选修课、专业限选课 

总学时 4030  

（总课时=理论教学学时+实践教学

学时）或（总课时=公共基础课学

时+专业（技能）课学时） 
 
高职学段课程结构比例表 

课程类别 学时数 占总学时比例 备注 

理论教学 758 46.00  

实践教学 890 54.00 
实践教学包含了单独设置的实践性

课程和 B 类课程的课内实践 

公共基础课 212 12.86  

专业（技能）课 1436 87.14  

选修课 260 15.78 含公共选修课、专业限选课 

总学时 1648  

（总课时=理论教学学时+实践教学

学时）或（总课时=公共基础课学

时+专业（技能）课学时） 
 
 
3．石油化工技术专业（中高职贯通）教学进程安排表 

内容  
 
周数 
 
学期 

入学

教育

及军

事课 

课程

教学 

专业

技能

实训 

认

识

实

习 

劳

动 
教

育 

创 新

创 业

实践 

毕业

论文

（设

计） 

岗

位

实

习 

考试 
机

动 
合

计 

一 3 15       1 1 20 



二  17  1 1    1  20 

三  16 3      1  20 

四  16 3      1  20 

五  14 2 3     1  20 

六        20   20 

七  14 5      1  20 

八  15 3   1   1  20 

九  10 3    6  1  20 

十        
20

周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