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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就应用化学专业精细化学品化学课程中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及评价体系等课程教学改革，以及工程

实践立足生产实际、结合企业需求，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的逆向设计教学内容与实践教学环节等手段

进行改革和探索，创建适合培养应用型本科院校产学研背景下《精细化学品化学》课程教学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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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arries out reform and exploration on the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 and 
evaluation system of fine chemicals chemistry course of an applied chemistry major, as well as en-
gineering practice based on the actual production, combined with the needs of enterprises, re-
verse design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practical teaching links for training application-oriented tal-
ents to establish a new teaching system of Fine Chemical Chemistry cour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roduction-education-research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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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统筹推进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

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再次明确了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产教融合这一职业教育办

学模式的重要性，促进了在人才转型背景下“产学研一体化”教学培养模式体系的改革[1]。随着教育改

革的不断深化，国家对高校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大力推动产学研一体化教学

模式创新，才能使高校教学更具有针对性和战略性，进而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方面实现更大突破。 
在“中国制造 2025”等重大战略背景下，国家迫切需要大批能够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工程技术应用型

人才，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2]。工业和信息化部等联合发布《关于

“十四五”推动石化化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大力发展化工新材料和精细化学品，为精

细化工人才培养奠定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培养的应化专业学生要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创新意

识及实践能力[3] [4]。实践能力环节是巩固、加深和应用课堂理论知识的重要途径，是培养与提高大学生

专业技能、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有效教学方法与手段。 

2. 精细化学品“产学研”教育的重要性 

精细化工工业与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的方面息息相关，是当今化学工业中最具有活力、最具创新性的

领域之一，是化学工业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化学工业发达程度的主要标志。近年来，

我国的精细化工产业对精细化工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对精细化工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这就要求培养的应化专业学生要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创新意识及实践能力[5]。 
目前已有学者在《精细化学品化学》产学研协同育人教学改革的做了相关研究。如曹俊等[6]人立足

学生需求，围绕生产实际，结合产学研协同育人项目为背景，将教学内容与生产实际结合、改变教学方

法、对课程进行教学改革和探索。黄良芳等[7]人针对当前精细化工行业发展趋势及人才需求，结合课程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417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郝东艳 等 
 

 

DOI: 10.12677/ces.2024.124175 43 创新教育研究 
 

特点，在教学实践基础上，对该课程如何开展实验教学的改革做了探究。但基于“产学研一体”的《精

细化学品化学》教学改革鲜有报道。 
通过近年来的大量教学实践和调研分析，结合我院《精细化学品化学》实际教学情况，仍存在：(1) 课

程体系不强，教学内容多，过程繁琐，需考虑结合企业所需，优化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式等；(2) 理论

知识和实践技能联系不足；(3) 缺乏相应的工科思维和意识，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薄弱，设计创新能力不

足。基于此，探究采用“产学研一体”的教学实践方法，培养“专业–能力–素质”有机融合的应用型

人才为导向，提高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的一种教学改革方法。 

3. 基于“产学研”背景下精细化学品化学课程教学改革 

以市场需求和学生产出为导向，打造实践育人课程体系及评价模式，主要从理论教学方面及实践教

学方面进行改革。  

3.1. 基于“产学研”背景下打造校企紧密结合实践育人课程体系的改革 

基于《精细化学品化学》课程的培养目标及培养企业所需应用型人才为导向，将课程体系、教学内

容、工程实践立足生产实际，结合企业生产，精选教材内容。如结合企业需求，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

的逆向设计教学内容与实践教学环节。根据企业生产技术与工艺流程和培养学生应用实践能力为主线，

针对性设计实践教学内容；通过企业发展历程和企业文化、思政教育，培养学生对专业的热爱，树立明

确就业观，增强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图 1 为基于“产学研”背景下精细化学品化学课程教学改革流程

图。 
 

 
Figure 1. Flowchart of teaching reform in Fine Chemical Chemistry course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y- 
University-Research” 
图 1. 基于“产学研”背景下《精细化学品化学》课程教学改革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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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基于“产学研”背景下打造学校–企业–科研院所合作的教学改革 

针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在教学方式上采用案例式教学、对比式教学、借助智慧教学手段、实

践式教学、“学生式”教学等方式，培养学生创新应用型人才。如：企业反馈，烷基酚聚氧乙烯醚(OP-10)
作为洗衣粉的主要成分其性质稳定、耐酸碱和成本低等优势曾被广泛应用。但其后被检测出有一定的毒

性，且生物降解难，有致癌活性被中国洗衣粉国标 GB/T 13171-2004 禁止使用。这一案例通过在课前网

络教学平台上发布学习任务，课上通过讲授、课堂分组讨论、实例分析等掌握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的结

构、性能和制备方法。以理论知识为指导和当地精细化工企业的生产实际为依托，课后让学生设计绿色

环保的非离子表面活性剂，来激发学生的实验热情，普及学生对绿色化学含义的真正理解。同时依助于

企业的实践平台与企业合作，凝练科研问题，借助于科研平台开发新产品，将新的理论知识反馈到高校

的实践教学中去。结合实际需求开设相关精细化学品的合成实验，形成产学研相结合，促进地区经济发

展，实现校企共赢的目的，同时培养学生形成科学的思维方法以及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图 2 为产学研实

践合作教学改革路径图。 
 

 
Figure 2. Path map for the reform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practical cooperation teaching 
图 2. “产学研”实践合作教学改革路径图 

3.3. 基于“产学研”背景下《精细化学品化学》实践教学改革 

采用去企业与用人单位座谈调研，实例分析和需求导向等方式，深入调研产业的发展与企业发展需

求，结合学生的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拟向设计教学内容和实践环节，修订《精细化学品化学教学大纲》，

明确培养目标，有目的性的结合生产实际选取教材内容，把握重点和难点，并在讲述过程结合生产实例，

讲述和举例的重点落脚到实际应用上，更好的培养新工科背景下的应用型人才。 
以“培养产学研背景下应用型人才”为契机，统筹协调多方优势资源，搭建各方受益的实践育人平

台。如：以校、企、生三方共赢为目标建设校外实习基地；搭建“双师型”教学团队建设平台；吸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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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参与教师课题或企业项目开发，利用生产实习和毕业设计环节，打造特色实践就业一体化育人平台。 
为提高实践教学的效率，培养企业所需的应用型人才，搭建“产学研一体化”教学模式，它能够促

进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变，推进校企深入合作从专业设置、课程入手，为实践教学模式提供转变的动力，

优化课程教学模式，突破传统枯燥乏味的理论教学，通过新型教学创新实现更加高效的实践教学，可以

加强高校与产业之间的联系，让高校培养的优秀精细化工人才与产业直接进行人才接轨，减少产业在选

拔人才时产生的人力、物力投入和资源浪费，学生能够得到充分的技术实践机会，在实践过程中了解自

身创造的价值和需要改进的漏洞，帮助学生发展成应用型人才，产业也能够借此机会提升社会形象，扩

大产业声誉的正面积极影响。图 3 为“产学研一体化”实践育人平台搭建图。 
 

 

Figure 3. Construction diagram of the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Integration” practical education platform 
图 3. “产学研一体化”实践育人平台搭建图 

4. 搭建评价体系 

教学改革的实施离不开教学评价，教师在精细化学品化学的教学过程中通过不断地评价，才能分析

学生的具体学情、分析学生学习精细化学评课程掌握程度以及目标的达成度，才能针对性的优化教学方

法，促进学生对课程的综合应用能力。平时学生理论课程成绩占 70%，课内实验占 30%，这种考核方式

相对比较单一，不能很好地反应学生综合应用能力及实际创新能力。因此，需建立多元化、多角度教学

质量监控机制评价模式，以便能更好反映学生对知识的掌握能力与应用能力。图 4 根据课程设计和课堂

实施等教学过程设计，评价体系改革通过学生的成绩、学生的评价学分积分叠加和师生内外协同来反馈

精细化学品化学教学改革的效果。根据评价结果的反馈不断的更新过程，示范过程。更重要的结合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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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一体化，建立过程性考核和期末考试相结合的方法，更加有利于考察学生对课本知识的实际应用能

力。 
 

 
Figure 4. Curriculum evaluation system 
图 4. 课程评价体系 

5. 结语 

在“产学研”理念的指导下，在人才转型背景下要实现“产学研一体化”，对教学内容、教学方式

及评价体系等进行再设计与实践，探索教学新思维，力求在“产学研”背景下，充分发挥“立德树人”

作用，加强学生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为学生全面发展打牢“地基”，培养新工科建设下产学研精细化

工人才夯实基础。以培养创新性、综合性、应用型人才为目标，进行的教学目标改革，结合企业需求，

学校–企业–科研院所合作的教学改革为导向，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的逆向设计教学内容与实践教学

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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