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ψᾺ ōЍ ỪⱣ י Ŏ2021 ᾳ л ᶚ͡ 

 1 

 

 

 

 

 

滨州航空中等职业学校化学工艺专业 

 

三年制中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案 

 

 

 

 

 

 

 



ψᾺ ōЍ ỪⱣ י Ŏ2021 ᾳ л ᶚ͡ 

 2 

目 录 
化学工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4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 4 
二、入学要求 ................................................................................................................................................. 4 
三、修业年限 ................................................................................................................................................. 4 
四、职业面向与接续专业 ............................................................................................................................. 4 
Ѕ  Ѕ .................................................................................................................................. 4צּ  1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 4 

（一）培养目标 ..................................................................................................................................... 4 
（二）培养规格 ..................................................................................................................................... 5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 6 
（一）课程结构 ..................................................................................................................................... 6 
（二）课程内容及要求 ......................................................................................................................... 8 

Ѕ 2  ṷṾᾘӓ♪ .......................................................................................................................................... 8 
Ѕ 3  ᾘӓ♪ .......................................................................................................................................... 9 
Ѕ 4  Ỹ ♪ ........................................................................................................................................ 10 
Ѕ 5  ♪ ........................................................................................................................................ 12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 12 

（一）基本要求 ................................................................................................................................... 12 
ᴧ ♪ ὄ ¡Ṱ ᶳ  ........................................................................................................... 13 

（二）教学安排 ................................................................................................................................... 13 
Ѕ 6  ῦᶳ  ............................................................................................................................................ 13 
Ѕ 7  ‾ ͛  ................................................................................................................................ 14 
八、实施保障 ............................................................................................................................................... 16 

（一）师资队伍 ................................................................................................................................... 16 
（二）教学设施 ................................................................................................................................... 16 
（三）教学资源 ................................................................................................................................... 17 
（四）教学方法 ................................................................................................................................... 18 
（五）学习评价 ................................................................................................................................... 18 
（六）质量管理 ................................................................................................................................... 19 

九、毕业要求 ............................................................................................................................................... 19 
十、说明 ....................................................................................................................................................... 20 
课程（项目）教学标准 ............................................................................................................................... 22 

化学课程标准 ....................................................................................................................................... 22 
分析化学课程标准 ............................................................................................................................... 26 
化学实验基本操作课程标准 ............................................................................................................... 32 
有机化学课程标准 ............................................................................................................................... 39 
工业分析技术课程标准 ....................................................................................................................... 43 
化工单元操作技术课程标准 ............................................................................................................... 48 
化工仪表与自动化课程标准 ............................................................................................................... 56 
化工设备基础课程标准 ....................................................................................................................... 60 
无机化工生产技术课程标准 ............................................................................................................... 64 



ψᾺ ōЍ ỪⱣ י Ŏ2021 ᾳ л ᶚ͡ 

 3 

精细化工生产技术课程标准 ............................................................................................................... 67 
化工识图与制图课程标准 ................................................................................................................... 70 
化工安全与环保课程标准 ................................................................................................................... 73 
顶岗实习课程标准 ............................................................................................................................... 77 

 
 
 
 
 
 
 
 
 
 
 
 
 
 
 
 
 
 
 
 
 
 
 
 
 
 
 
 
 
 
 
 
 
 
 
 
 
 
 
 



ψᾺ ōЍ ỪⱣ י Ŏ2021 ᾳ л ᶚ͡ 

 4 

 
 

化学工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ψᾺ ōЍ ỪⱣ י Ŏ2021 ᾳ л ᶚ͡ 

 5 

¡ Ựו ὄ ¡ ἀӦדב ő℮ ℮‘Ṱו℮ ő ≥ו ἀ

♠Ҫ ᵿ ő ϖ ἀᾺ Ὰ ő ὄṰ¡ ᾙὄṰי ὄ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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ō2Ŏ║ ΅ ¡џ Ὰ őИᵓ ᶳ ¡Ә ἀ ו Š 

ō3Ŏ║ Ựו Έ† ő├ ה ¡֨ ¡ ¡ ẁ ő

Ṱ ᵒŠ 

ō4Ŏ║  ו ἀ♠Ҫ ᵿ őбᵎ Š 

ō5Ŏ ᾑ ֑ ő ᶳ ᶑ ỌҠו Š 

ō6Ŏ ẵᶓ ҝὄṰ֮ Ѱ ᾭ ϐו ⱦ Ṱ Š 

ō7Ŏ ͛ ᴈ ϐ¢ 

ō8Ŏ Ѕᾭ ᴮὄⱦ Š 

ō9Ŏ ᵀἀᾅ ὄṰṰ ¡ὄṰ ϐ Š 

ō10Ŏ ᵓὄṰ ϐ₭ ᾘϖו Ἱἀκ Š 

ō11Ŏ ┼я ẵҠő͛ ¡ṍ ¡κ κ ש ҝᴅ ὄṰѰ ו Ѱ Š 

ō12Ŏ ᵿ ἀ₆╨ὄṰ Ѱ ͛ו őᶝ ẖ¡ З¡ ᴽי

ẖᵿ Š 

ō13Ŏ ὄ ᶳ ¡ ᶳ ᶚᶅᵓי ₭ ΅ Š 

ō14Ŏ ӉгשᵓὄṰ ѰṰ ¡ ϐ₭ Ḳ₭Š 

ō15Ŏ Ӊгẫ ᾘљו Ѱ¡Ὰ ¡͛ ᾭ ϐŠ 

ō16Ŏ Ә ὄṰ ѰỌҠ Ѱ ᶬ ¡ᶬ ¡ᶬ ő ₄ Ѱ¢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课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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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ṷṾᾘӓ♪Ҡ 

 ṧ┼ ᵿ  

ş ¡ ¡ ¡ ¡  ◓¡ὄ ¡ῄ ᾙ ᾘӓי 

 ṧ┼ ᵿ  

 ◓ ¡ ¡ דב ᶅ ¡ ỉ ᾀ  

 ♪Ҡ  

▲ ỉῑẵᴧו♪Ҡ ő▲ ẵᴧ ¢ 

ṧ┼ ¡ ᴄἀ ᵿ őἂ ▲ ṷṾ ♪Ҡ¢ 

2. ōᾺ Ŏ♪Ҡ 

ō1Ŏ ᾘӓ♪Ҡō4 Ŏ 

ὄ ᾘϖя ¡ ᾙὄ ¡ᶳ ὄ ¡ὄṰ ᾅ ᾘӓ♪Ҡ¢ 

ō2Ŏ Ỹ ♪Ҡō6 Ŏ 

ὄṰ ϐᾘӓ¡ὄṰ Ѕ ᴮὄ¡ὄṰ֮ я Ὰ ¡ὄṰ͛ ὐκ¡℮ ὄṰ

ѰᾺ ¡ ᾙὄṰ ѰᾺ Ỹ ♪Ҡ¢ 

ō3Ŏ ♪Ҡ 

Ṱ ᶳ ♪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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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内容及要求 

Ѕ 2  ṷṾᾘӓ♪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1  

ϖ♪Ҡ ὄ Ṱ ϰ ו ṷṾ

ᾘӓ♪Ҡőε+  ◓ ¡ דב

ᶅ ¡ ỉ ᾀ ¡ ϰ ♪

Ҡőᶳ Ṥ ▲ ¢  

‾ şϖ♪Ҡ ל ¡̄ Ṥ

֥Ѕ° ¡♅ ᵿ Ẫ¡ ₱ ֥ ỉ

ᾀ ׅő ᵓ ₭

‾ ‾דב¡ ¡ᶅῌ‾ ¡ ἀ

‾ őбᵎ ṍ ו ¡

דב ἀᶅ őԋ₭ ו  ◓ᵿ ¢ 

‾ : Ọ ő ׅ ṧ┼ ᾀ

ἀ ᴄ₭ ẵὃő ו

Ẫ ἀ ; ᾀ ᶅ őᾜ

ᾨ῾ ᾀ Ỹ ῝ Ẫ; ỉוⅎ῁¡

ᵇőΰᴧ ỉ ᾀ ב ו ;

ἀӘ ᵿ ᾘϖו ő ╧·Ṥ

ỉ ᾀ Ṿ ő·Ṥ

ᶹᴶ ᾀ ֥ὄἀ Ἷ ֞Ḣ

ἡ Ђő г ҝ ו ₑẪ¡ Ẫἀ῝

Ẫ¢ 

144ō72*2Ŏ 

2  

‾ şϖ♪Ҡ ὄ Ṱ ϰ

ו ṷṾᾘӓ♪Ҡ¢ ∞ ‾ ᾘӓו ő

͗ ỉ ו Ḿ ő₭ г

ṍ ₆ ỉ ו ő ṍ

♅ ὄ ő ≤ ἀӦ ו ¢ 

‾ ş Ọ ő ϰ ו ᾘ

ӓ ő║ϐ ѷ ᾍἀ Ṉ ו ֥

ᵀ ¡ ¡ⱨ †Έ ő║ Ӊгו

; ᾘϖו ᶚᶅő

ҝ ἀ ו Ự Ắ; ᾜו

ἀḾ ő ṍ ד ἀ ő ҝ Ự

Ṥו ἀ  ו ṟőԋ₭ ᵿו ¢ 

144ō36*4Ŏ 

3  

‾ şϖ♪Ҡ ὄ Ṱ ϰ ו

ṷṾᾘӓ♪Ҡ¢ ∞ ‾ ᾘӓו ő₭

г И ᾍἀὄ Ṱ Ṉ ϰ ו ᾘӓ

ő şбי ¡Ờ ¡ ᾶἁ¡ ¡ ¡

 ¢יᶚҠו

‾ ş ῄ Ὰ ¡ῄ Ṱ║ו

Ὰ ¡ ┼Ә Ὰ Š ẪѢ őⱣῦ ő

ᶳ ¡₆╨ ו 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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г ҝ Ựו Ắ¡ ῾ ¡Ӧ

ἀ ♅ו ᵇő ṍ ≤ Ӧ ¢ 

4  

‾ şϖ♪Ҡ ὄ Ṱ ϰ ו

ṷṾᾘӓ♪Ҡ¢ ∞ ‾ ᾘӓו ő₭

г ᾘӓ ő ¡ ¡T ¡ י Ὰ

őӉг ҝὄṰ ו ¢ 

‾ : Ọϖ♪Ҡו ő

ᴭ ῷ֮ᵓὅἀᵋ ő ѷὅ ₭ Ӊг

†Έő 200~300 Ṥѷ ὄṰ ֮

Ӽ¡ᵋ ἀ ¢ᾡᵿἀ ו

ő ṍ ו őΨ ѕ

ő ҝ Ựו Ắő ṍ ; ׅ

₆¡ ᶚ ὄѤ ő Ḿו ¡

ᵇἀ῝ Ẫ¢ 

36ō18*2Ŏ 

5 ῄ ᾙ ᾘӓ 

‾ şϖ♪Ҡ ὄ Ṱ ϰ ו

ṷṾᾘӓ♪Ҡ¢‗ ῄ ᾙᾘӓ ¡ ᾙя

¡ Ә  ¡ᴈ Ѕṟ  ἀ ṓ  

ᾘϖו ᾭᾘϖя ᶚᶅ¢ 

‾ ş ₭ г ₆¡ ῄ ᾙ

ᾘӓו ő║ ῄ ᾙᾘϖя ¡Υṷ

¡ ¡δ Ὰ ᾘϖᾺי őӉг║

ῄ ᾙ₆╨ ¡Ṱ ¡ ᾍ ѷ  ו

; ֥Υṷ ו Ә ¡Ѕṟ ῄ¡

ṓ¡ ᴈ¡צּ   ѷי ו  ᶚ

ᶅŠ ő ₭г ῄ ᾙ ầ ֝ ᾘ

ӓő ῄ ᾙᾺ ᾐ ¡Ә ¡ᵿв

ỌҠőו   ҝᴿ ◦¡ ᴮ ו∏ ᶚ

ᶅő ♅ו€ ᵇἀ ᵒ ¢ 

72ō36*2Ŏ 

6  ◓ 

‾ şϖ♪Ҡ ὄ Ṱ ϰ ו

ṷṾᾘӓ♪Ҡ¢ ᾘϖו◓  ὄ

¡ Ὰ ἀᶚᶅ¢ 

‾ ş Ọ ő ¯ ◓

װ ו° ׅ Š  ◓ ṟő

ő ṍ ἂ ő ҝ ԅ ᵌ ו

¡ Ắő ṍ ᾍ ő ԋ₭

 ◓¡  ◓ἀ ᾀ ¢ 

180ō90*2Ŏ 

7 ὄ  

‾ ş ὄ ᾘӓ őε+ὄ

ᾭϼὄ¡₥ ᾭ ὄἂ ¡ɨ ₥ ᾭ ὄἂ ¡

₅ẅ¡ ¡ὄ ᶑ  ¢י

‾ ş ᾘӓὄ ő ὄ

ő ὄ ♅ ᶚᶅ¢ 

72ō18*4Ŏ 

Ѕ 3  ᾘӓ♪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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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ὄ ᾘϖя

 

‾ şϖ♪Ҡ ὄ Ṱ

ϰ ו ᾘӓ♪Ҡő Ọὄ ᾘϖя

ő ῒ ᵓὄ ᾘϖḳ ¡ᾘϖ ἀᾘ

ӓ ו ₆ő ὄ ᾘϖяו Ὰ Š

Ựו♅ ᵇ¡Ӧ ¡ᶳ ἀ 

‾ ş ͛ я ẵ ő

₆ὄ ᾘϖя ἀᶚᶅő ₆ѷ

ẅו ἀя Š ѷ  ֮ו

ἀὄἂ ὄו őᴅ ὄ ו

ϐἀ ӱᶚᶅő ѷ  ¢јᴧᶚᶅו

72ō18*4Ŏ 

2 ὄὄ  

‾ ş ἀ ᾙὄṰ Ѱ ầו

Ὰ őε+ ¡Ӯ ¡ ¡ ᾭ

ṥ ѷ  ᾙ ו ¡ὄ ᾭ ᶚ

ᶅ¢ 

‾ ş ᴅ ᾙὄṰѰ ѰỌҠ

ὄ ᶑ ő ₆ Ѱ ṥѰ ő

ѷ ו ¡Ѱ ᾭ ő ṥ

ו őκ ͛ ѰŠ ᾑ ֑ ő

ᴅ ᾙὄṰѰ ѰỌҠὄ ᶑ ő

И ₆ ᾙ Ѱ ḟѰו ¢ 

144ō36*4Ŏ 

3 ᶳ ὄ  

‾ şϖ♪Ҡ ὄ Ṱ ϰ

ו ᾘӓ♪Ҡő Ọ ő ὄ

ᶳ ᾘϖו ἀᾘӓ ő ¯ ḳו° ő

ᾀᵓὄṰ ầ ₭ ṥ јᴧוᶚᶅ¢ 

‾ ş ὄ ᶳ ᾘϖяו

Ὰ ő € ♅ו ᵇ¡ʂ ᵎἀ

₆╨ ו ¢ 

144ō36*4Ŏ 

4 ὄṰ ᾅ  

‾ şϖ♪Ҡ ὄ Ṱ ϰ ו

ᾘӓ♪Ҡőᶳ ᾅ ᾘӓ ¡ᾙ ¡

ὄṰ ֞ ꜘ¢ 

‾ ş ᾘϖוⱣῦ ἀ

ő ║ϐ Ṱᾅ ᾭЂ ὄ ῄ

ő║ ᵀṰ Ҡῷ ἀῷ֮ὄṰ ϐ

ו ¢ 

108ō18*6Ŏ 

Ѕ 4  Ỹ ♪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1 ὄṰ֮ я  

‾ şϖ♪Ҡ ὄ Ṱ

ϰ ו ᾘӓ♪Ҡő Ọ ő

ὄṰ֮ я ᾘӓו ő .ᶤ╫

ᶳ ¡ӝ ¡ -₆ ¡℮ ¡ ¡ḷ

¡₅№¡ ḫ֮י я Ὰ ¢ 

‾ ş ᴅ ֮ Ṱ

¡֮ Ṱ Ҡ¡ᴅ ϐ¡ Ѕ₅וẅ¡

324ō18*18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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ᾭ ᶚᶅő ᴅ ֮ Ѱя ᶅō▲

҉¡ ѷ ⱦ Ŏ¡ ẖᶳ Ә ᶚᶅő

║ ᾘϖ ϐ Ἱ κ ő ᾀѷ ẖ ו

Ј ӑ¢ 

2 ὄṰ ϐᾘӓ 

‾ şϖ♪Ҡ ὄ Ṱ

ϰ ו ᾘӓ♪Ҡő ᾐהϰ ᾙו

ᾘӓ ő ₅ẅőו Ν ¡

¡ẫ♆ ὔ ᾭΠᶑ Ḙי ϐ₅ו

ẅᾭṰ ő ᾍ ᾙ¡

ᾙ¡ ϛ¡ Ḣϛ¡ ᾙᾭ ᾙ ו

₅ẅᾭṰ ő ₆ẫ ¡ᶄ ᾭẫ ו

ầ ő ₆ὄṰ ϐẖ ᵎᾺ ő

Ѱ¡ẫ װ ṍיᾺ л ΈṰ

ו  

‾ ş Ọ ő

¡ὔ ¡ϛᾭ ᾙי ϐ₅וẅ ᴄő

₆ Ṱ ő ▲҉я ő ᵎẖ

¢ 

108ō18*6Ŏ 

3 ὄṰ Ѕ ᴮὄ 

‾ şϖ♪Ҡ ὄ Ṱ ϰ

ו ᾘӓ♪Ҡő Ớḵ ὄṰ Ѕ ᴮ

ὄוᾘϖ ő ₆ ᴮⱦ ו ҝ¡ᾘϖ

ő ᾘϖⱦ ẵ ¡ Ṱ ф ᾘϖјו

ᶚᶅἀ ЅוṰ ᾭ ᴄ¢ 

‾ ş Ѱⱦ ő ש

ἀ ѷ וј Ѕἀⱦ ő ᴮⱦ

ỌҠ ᵿ ἀᶳ ӊ ו ἀ

ő ϻ ӊ  Υᶅ╨₆ו

180ō18*10Ŏ 

4 ὄṰ͛ ὐκ 

‾ şϖ♪Ҡ ὄ Ṱ ϰ

ו ᾘӓ♪Ҡő Ớḵ ὄṰ͛ ẫ

¡ὄṰ ѰᶝᾏᶝσᾺ ¡ᴈ ᾭ⅝ᴈ͛ Ὰ ¡

Ṱ ᴽ ¡ᴜ Ғו ồᾭ ᶝ¡ ͛ Ὰ ¡

ὄ ¡ὄṰѻḝ ᶝἹ¡ὄṰ͛ ΅ ¡

︣ᴮκἹᾺ ѷ י ¢ 

‾ ş Ọ ő ὄṰ

Ѱ ᶝᾏᶝσᾺ ἀᾏ ∫ѷ ¡ᴈ ᾭ⅝ᴈ͛

¡ ͛ו ¡ὄ

Ӕ ᾭε ¡Ṱ ᶝᴽ֖ו őי ὄṰ

ѻᶝḝ ¡ὄṰ͛ ΅ ¡︣ ᴮκἹᾺ ѷ

őי ὄṰ͛ ẫ ¡͛ Ѱ₰ ¡͛

Ђᾭ ᾔ ε Ђ י ¢ 

108ō18*6Ŏ 

5 ℮ ὄṰ ѰᾺ  

‾ şϖ♪Ҡ ὄ Ṱ ὄṰṰ

я ᶚ ו Ὰ ♪Ҡő Ớḵ ℮

ὄṰ ѰỌҠוᾘϖ őᴅ Ѱ Ṱו Ҡᾭ

Ṱ  őԅ ℮ ὄṰ Ѱ¡ⅎ ἀẫ Ṱ

36ō18*2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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ᾘϖו ἀ ¢ 

‾ ş Ọ őᴅ Ѱ Ṱו я

Ҡ¡ⱦ  ᾭṰ я ẵҠ¢ 

6 ᾙὄṰ ѰᾺ  

‾ şϖ♪Ҡ ὄ Ṱ ὄṰṰ

я ᶚ ו Ὰ ♪Ҡő Ớḵ ᴅ

ᾙὄṰѰ ו Ѱ ¡ Ѱ ¡Ṱ

Ҡ ¡ Ѱ я  ő ᾭᴅ ϐוя

ⱦ ᴄᾭѷ ẖ ӑ֖  

‾ ş Ọ ѵя ἀᶟ я Ὰ

◦Ỹőẵᶓ ҝ֮ я ¢ 

72ō18*4Ŏ 

7 ὄṰ ὄ 

‾ şϖ♪Ҡ ὄ Ṱ ὄṰṰ

я ᶚ ו Ὰ ♪Ҡő Ớḵ ℮

¡҉▲ו ҉я ᾭѷ ו ẖ ᾭӘ ᶚᶅ¡

ẫ Ѧ ו Ҡᾭ ¡ὄṰ Ѕ ו Ѕ

ᾭя ¢ 

‾ ş Ọ ѵя ő ṍ ו

Έя ¢ 

144ō18*8Ŏ 

Ѕ 5  ♪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1 Ṱ ᶳ  

‾ şϖ♪Ҡ ὄ Ṱ ὄṰᶳ

΅ ᶚ ו Ὰ ♪Ҡő ε+ὄṰṰ

Ѱ пᾬו ¡ῷ֮ᶳ ᶚ͡ו ᴧ¡ Έ

ᶳו ḩᾬ¡ᶳ ΅ ₅ẅוοṔἀ я

Ὰ ṥי Ὰ ו ¢ 

‾ ş ᶳ ΅ ᾘϖѷו

ᾭя Ὰ ¡Ҹᶳ ᶳ ὄ ᾘϖ ő֚ Ứ׆

ᾘӓ¡ ṍ ἂ ו Ị¢ 

72（18*4）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一）基本要求 

1. ῦ͛  

ō1Ŏ 52 ő ş‾ 40 őῚ 12 ¢26 / ő40 ᶳ / ő

3060¢ 

ō2ŎᴤṈ ş30 / őᴤṈ ῄ ῦ 6Ṥ ¢ 

2. ᶳ 

18 1 ᶳő ᶳ 170 ᶳŠ 

▄ ¡ ᾀ ῾¡ ‾ ¡ϧ ‾ ᾍᴮ͝י 1 1 ᶳőṾ 5 ᶳ¢ 

3.ṷṾ♪ 

ṷṾᾘӓ♪ҠṾ 828 ő 144 ő 144 ő 144 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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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őὄ 72 őῄ ᾙ ᾘӓ 72 ő 36 ő  ◓ 180

¢ 

4. ♪ 

♪ҠṾ 2232 őᴤṈ ῄ ῦ 6Ṥ ő͛ װ 6  

5. ῾♪ 

῾♪ 1854 ő Ϡ 60.59% 

6. ♪  

ᴧ ♪ ὄ ¡Ṱ ᶳ ¢ 

（二）教学安排 

Ѕ 6  ῦᶳ  

教学安排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合计周数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Ҡ‾  15 18 18 17 17  85 

‾ ¡▄  2      2 

ᴤṈ       19 19 

ṷ ︣ᴮ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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Ѕ 7  ‾ ͛  

课程 

类别 

课程 

性质 
课程名称 

课程 

编码 

学时 
学

分 

学期课程安排（周学时） 考核方式（学期） 
学时 

比例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考试 考查 考证 
1 2 3 4 5 6 

ṷṾ

ᾘӓ

♪Ҡ 

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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ᾙὄṰ ѰᾺ  HGGY12 36 36 4     4  5   2.35% 

ᾘӓ

῾ 

ᴤṈ  HGGY13  600 20      30 6   19.61% 

‾ ¡▄  HGGY14  60 2       1   1.96% 

ṷ ︣ᴮ HGGY15  30 1       4   0.98% 

ϧ ‾  

ō≤ ‾ /Ӧ Ӧ Ŏ 
HGGY16  30 1       5   

0.98% 

ἂῄ 1206 1854 154 26 26 26 26 26 30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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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ϖ Ṿ ‾ 26 ő ḟṍ Қ‾ 9 ő̄ °‾ 15 ő

7 ὄ Ṱ Ῠ ‾ ő Ҥ֬ϖ Ỹ ♪Ҡו ‾ Ṱ őⅎỌᵟ ᵿו

 őᾘϖ ҝ Ọ ו ᵒ ő ᵿו ᴍᴧ Ựᾘӓ¢ 

（二）教学设施 

1. ō Ŏ ϐ 

ō1Ŏ4Ṥὄ  

Ṳ şҤ֬ὄ Ṱ µὄו ¶µὄ ᾘϖя ¶µᶳ ὄ וҠ♪י¶

‾ ¢ 

ϐ ϐЂ şō͝ ṤЂ Θ 40 Ŏ 

序号 设备名称 用途 单位 基本配置 
适用范围（职业鉴定项

目） 

1 紫外分光光度计 分析.鉴定 台 10 

化学检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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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机泵拆装实训装置 机泵拆装实训 台 6 

ō3Ŏ2ṤὄṰᶟ  

Ṳ şҤ֬µὄṰ֮ я Ὰ ¶¡µṰ ᶳ ¶¡µ℮ ὄṰ ѰᾺ ¶¡µὄṰ Ѕ

ᴮὄ¶¡µὄṰ י¶ ᶟו♪ ἀ CA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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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选用 职业教育国家或省级规划教材，行业职业教学参考书 

课程资源 工学结合特色教材、PPT课件、试题库、虚拟动画，挂图、模型等教具 

网络资源 
网络平台：智慧职教、爱课程、课堂派、雨课堂等 

3D虚拟工业案例仿真动画等 

企业资源 
典型设备工业操作案例 

企业信息、行业标准、工学交替、校企合作开发内容等 

教学题材 图片库（音像材料、资料库）专业文献等 

 

（四）教学方法 

1. ‾ ᶚᶅ őп ׅ¡ ᴮ¡͡ ¡ ¡ ᶓя ‾י ᶚ

ᶅő ῒ ♪¡ ѵ♪ ᾭ֛ ‾י ὐ⁹ő ◦ ¡ᶳ ἀ₆

╨ ו ő џ ῄ ו ő ᴮו ἀӦ őҸᶳ

‾ ו ש őҸᶳᵿὰ‾ ‾ ו ׅ ő ׅἀẐ

Ọ ῾ἀ ᾐ őҸᶳᴘᴮ ו Ẫ ᴮ ¢ 

2¡ ‾ ᵍ őҸᶳ ֥‾ Ὰ ᵍő Ọ♪ ‗ ¡ ¡

¡ᵟ ¡ᶟ ¡ ѵ őי ‾׆ ᵍᵟ ὄ¢‾ ỌҠ ő Ṱ

ᴮőҸᶳ ᶟ ἀ ѵ ᵍő ¯ ו° Ђő֞֞

ṰҠו ῾я ¢ 

3.  ♪ᾘӓו ‾ ♪ ‗ ő ¡‾ Ẹ ₅ Ḗו‾

ᶚᶅő ӊ ¡‾ שׅ ő ו ᾘӓ¢ 

4¡ ῾ Ҡ♪ו őп ᴮᾑ ὄ‾ ᶚᶅő͝ ҝ

ו ‾ ő ¯ ¡ °¢ 

5¡Ṱ ₅ἂ♪Ҡ ¯″ Ο ᶅ°ἀ¯͡ ‾ ᶅ°י₭ ỌҠő ¯

ᴮᶅ°י ׅṰ ו ¡΅џ Ẍő ᵿ ‾ ᶚᶅő

¢ 

6¡ Ῠ ‾ őҝ ‾ ו ‗‾ ő Ṫῒ ő

Ṫῒ ₱ Έ¢ 

（五）学习评价 

1.  ¡ ἀ ἂ◦ ◦Ỹ ¢ ◦ ◦Ỹ ᶚ ő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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л Ђἀ♪Ҡ(ὐ⁹) Ђ ő Ὰ ᶳ

ἀ₆╨ ו ő ◦ῇ׆ ő ◦ (Ὰ )ἀ  

2. п ᵟ ὄו◦ ◦Ỹᶚᶅőṧ┼◦ ♅ ו ᴄп Ϣ ¡ⱨ ¡ ¡Ὰ

я ¡ ῄ ◦Ỹ◦י ᶚᶅő ᴄ◦Ỹ ו ᶚᶅἀ₆╨ Έ ו

 

3¡ҝᾥ ᴧ ¡ ἀ ᾀי ầ ῑф ♪Ҡו◦Ỹ ῝ő ҝᵟ ὄ

῝ ő ỌҠἀ ₅ ◦Ỹ ₅ἂő ỌҠ◦Ỹő ו Έ Ịő

ᵇ¡ↄ ℮ ¡ ₅ ℮ ¡Ṱ ῌ ᾭṰ ᾥ Ṥ ỌҠ ◦Ỹő

 ‾ Ằӛ л ỌҠ 

¡4 ṟ ◦Ỹ ¡1+X ◦Ỹ ầ♪Ҡ‾ ỌҠ ő ṍ

ו Ỹ ő ≤ ↕ ¢ 

（六）质量管理 

▲ ᶳљԀ‾ ő ♪ ő‾ ṧ┼б ᴄᾭб Ṉ ő ӊб љ

Ԁו Ђő ᶢו őṧ┼‾ ו ҝ ¢ᵓ ᾘӓѤו

ő‾ ᾘӓ ᾘӓ ő ׅ еᶳ ᴄ Ṉ Ὰ Šᵓ

ᾘӓỰו ő͛ Ṱ ῄ¡ ϐ ¡ ᴧṰ ᶚ͡יṰ ő‾ ׅ еᶳ

ҝṪṍљԀו Ђ 

▲ Θὄ‾ ő ṍ Ϡő ẇו‾ ἀ‾ őп ׅ¡

ᴮ‾ ᶚᶅő▲ ‾ ὄ‾ őԅᵷ ӊ ש ő ṍ

ו Š Ọ Θὄ‾ ő ¡ ῦוἺᴮἀ† ő ‾ Ṥ

¡ᾘӓו ᴄ¡ ő▲ Ѥ ¡Ṥ ὄἀ ᵓ ‾ו őԅᵷ ṍ‾ ő

ṍ ἀ ¢ 

九、毕业要求 

Ђ 

Ỳ ║  

A ₆╨ὄ Ṱ ו Έ ő Ṱ ἀ Ѱя ᵿὰ  

B ẇ Ṱ ᵿὰ ו ׅ¡ẁ ἀ ᴘ  

C ẇ ḋἂἏṍדבו  

D ẇ ὄ  

E ẇ ⅎ῁ ᾀᵿ ṽ 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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ϧ  

Ỳ ϧ  
ᵓ ו

Ђ 

1 ẇ ♅ ¡ Ṱ я ו  A 

2 ẇ Ј¡ ӊИ₆╨Ṱ ἀ Ѱя ו  A C 

3 ẇ ֥ὄוὄ Ṱ ᶚᶅő║ϐ Ѱя ϰ Ὰו  A 

4 ẇ΅ Ѱ ἀ Ἱκ ὄṰ ϐ A 

5 
ẇ ⅎ῁¡͛ ¡ὐ⅞¡ ◓¡דבἀ י ő ῄ♅ ᶚו

ᶅ₆╨ὄ Ṱ ו Έ ő Έ  
A 

6 ẇ ⸗ ו ᵒ ᵿὰ ו ׅ¡ ἀẁ  B C 

7 ẇ ҝң ¡͗Ṉↄ ¡℮ ℮¡ ו  C E ד

8 ẇ ₭ ⱨ ἀ †ו  B C E 

 

ϧ Ђᴄ 

Ỳ 
ϧ  

 Ђᴄ Ỳ 
ᵓ ϧו Ђᴄ 

1 

ẇ ♅ ¡

ὄ Ṱ  

1.1 ♅  ᶳ  ᶚᶅו

1.2 ♅ ḳ ₆╨  

1.3  И ῝Ṱ ᶚᶅ 

2 
ӊИ₆╨ὄ Ṱ

ו  

2.1 ₆ᵀ║ я ẵҠő Ј Ѱя  ầ ᴄו

2.2 ͝ Ђ ő ӊИ₆╨Ṱ я  

2.3 ṧ┼ Έ ѰṰ őḲ₭я ᶚᶅ 

 

十、说明 

ϖᶚ͡Ҹᶳ ẅ ϖ ¡ ῾ ¡ ♪Ҡ ו ꜘ

ὄ ♪Ҡ ҠḲṝ♪ו ¢И ӊ ᾶᴄş 

ō Ŏ ᴮᵓⅎ῁ ᾀᵿ ¢ ᴪⅎ῁ ᾀᵿ ἀ Ṉ ő

ᴧ Ђ¡♪Ҡ ἀ‾ ő ₭ Ѱ ᵓ¡♪Ҡ Ђ

ᵓ¡‾ ỌҠ ѰỌҠᵓ¡ ṟ ᵓ¡ ‾

ᵓ¢ 

ōᵽŎḎ ᵿ ¢ ᴄőᵿ ő ὄ ἂ ἀầ



ψᾺ ōЍ ỪⱣ י Ŏ2021 ᾳ л ᶚ͡ 

 21 

  őԋ₭ ¡ד ¡ ¡ ¡︣ ᵿ ő ⁶ᵍᵿ őᴍᴧ

ᵿ ו Ựᾘӓ¢ 

ō Ŏ ṍי ‾ ♪Ҡ ¢ Ӄ͛ ṷṾᾘӓ¡ ἀ ῾♪

Ҡő♅ ϸ ♪Ҡ ő℮ ♪Ҡ ő ὄ Ἢ ṍי ‾ ♪Ҡ ¢ 

ō ŎΰҪ ו῾ ᾙ₅ἂ¢ ₅ἂ¡ őῒ ♪Ҡ

῾♪Ҡו ἂ ἂő ‾ ¡ѵ⅛‾ ¡ ‾ ἀṈ ‾ ő ὄ ῾

ἀ 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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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项目）教学标准 

化学课程标准 

（一）课程性质与任务 

化学是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变化的一门自然学科科学，基础化学课程是

中等职业教育应用化工技术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其任务是使学生掌握化工生产工作的

专业基础知识、基本方法，能够分析日常生活与化工生产中遇到的化学现象。具备基本

的化学知识，为后续“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等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 

（二）课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1）理解基本的化学概念和原理，认识化学现象的本质，理解化学变化的基本规

律； 

（2）熟悉化学实验基本技能，掌握基本的实验方法，熟悉常用化学仪器和试剂； 

（3）掌握基本的化学计算； 

（4）掌握各类化合物的命名、结构特点； 

（5）熟悉化合物主要化学性质，了解它们的应用。 

2．能力目标 

（1）会运用化学基本理论知识解释日常生活和化工生产中遇到的化学现象； 

（2）会进行常见离子化合物的鉴别和物质检验； 

（3）能够正确的书写有关化学方程式，进行有关的化学计算； 

（4）能够进行正确的使用常见化学仪器和试剂，按要求完成化学实验。 

3．素质目标 

（1）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提高化学科学的探究能力； 

（2）具有好学上进，不断提高工作水平的学习态度，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自学能力； 

（3）具有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沟通能力，能与同事团结协作共同

完成生产； 

（4）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养成务实求真、勇于创新、积极实践的科学态

度，崇尚科学，反对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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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树立为中华民族复兴、为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而努力学习化学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 

（三）参考学时 

72课时。 

（四）课程学分 

4学分。 

（五）课程内容和要求 

序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

课时 

1 
化学反应

与能量 

1.了解化学反应中能量转化的

原因，能说出常见的能量转化形

式。 

2．通过查阅资料说明能源是人

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了解化

学在解决能源危机中的重要作用。

知道节约能源、提高能量利用效率

的实际意义。 

3．能举例说明化学能与热能的

相互转化，了解反应热和焓变的涵

义，能用盖斯定律进行有关反应热

的简单计算。 

 

①观看影像或讨论：化学反

应与能量转化。 

②调查与交流：家庭使用煤

气、液化石油气、煤等的热能利

用效率，提出提高能源利用率的

合理化建议。 

③查阅资料：人类社会所面

临的能源危机以及未来新型能

源。 

④讨论：太阳能储存和利用

的途径。 

⑤讨论：选择燃料的依据。 

⑥查阅资料并交流：火箭推

进剂的主要成分和燃烧热。 

⑦实验探究：电能与化学能

的相互 转化。 

18 

2 

化学反应

速率与化

学平衡 

1．知道化学反应速率的定量表

示方法，通过实验测定某些化学反

应的速率。 

2．通过实验探究温度、浓度、

①实验探究：向用硫酸酸化

的草酸溶液中逐滴加入酸性高

锰酸钾溶液，测定溶液褪色所需

时间，讨论溶液褪色先慢后快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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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

课时 

压强和催化剂对化学反应速率的

影响，认识其一般规律。 

3．通过催化剂实际应用的事

例，认识其在生产、生活和科学研

究领域中的重大作用。 

4．通过实验探究温度、浓度和

压强对化学平衡的影响，并能用相

关理论加以解释。 

5．认识化学反应速率和化学平

衡的调控在生活、生产和科学研究

领域中的重要作用。 

可能原因。 

②实验探究：不同催化剂对

淀粉水解速率的影响。 

③实验探究：温度对加酶洗

衣粉的洗涤效果的影响。 

④讨论：化学反应的趋势和

速率。 

⑤讨论：合成氨反应条件选

择的依据。 

3 
溶液中的

离子平衡 

1．能描述弱电解质在水溶液中

的电离平衡，了解酸碱电离理论。 

2．知道水的离子积常数，能进

行溶液 pH的简单计算。 

3．初步掌握测定溶液 pH 的方

法，知道溶液 pH 的调控在工农业

生产和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应用。 

4．认识盐类水解的原理，归纳

影响盐类水解程度的主要因素，能

举例说明盐类水解在生产、生活中

的应用。 

5．能描述沉淀溶解平衡，知道

沉淀转化的本质。 

①实验：用 pH计测定中和反

应过程中溶液 pH 的变化，绘制

滴定曲线。 

②实验：测定不同盐溶液的

pH，说明这些盐溶液呈酸性、中

性或碱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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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条件 

（1）进行一体化教学，理论学习在教室，配备多媒体设备。实验在实训室，“教、

学、做”合一。 

（2）创建符合个性化学习及加强实践技能培养的教学环境，发挥计算机、互联网等

现代媒体技术优势，提高教学效率和效果。 

（3）教师必须重视实践，更新观念，探索特色化工职业教育的新模式，为学生提供

自主发展的时间和空间，积极提高的学生科学素养和职业能力，努力提高学生的创新能

力。 

4.教材编选 

（1）教材选编应以本课程标准为基本依据，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2）教材应充分体现符合实践导向的设计思想。 

（3）教材应突出实用性，讲化学基础知识与生活及化工生产中的实际应用相结合。 

（4）教材应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达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以图文并茂，突出重点，

注重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5）教材中的活动设计应具有可操作性。 

 

分析化学课程标准 

（一）课程性质与任务 

 《分析化学》是该专业的专业基础课，该课程是对化工技术类专业人才的岗位能力

分析的基础上设立的，主要培养面向“黄蓝”两区油、盐化工企业的生产、服务第一线

能从事质量检测、质量监控和技术管理岗位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分析化学》培养学生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掌握酸碱滴定法、配

位滴定法、氧化还原滴定法、沉淀滴定法的原理知识，能娴熟的使用各种滴定分析的玻

璃仪器及相关仪器设备，完成原料、半成品和产品的质量检测分析，最终使学生具备独

立承担化验分析工作岗位上工作任务的能力。开设《分析化学》课程来培养学生的在化

验岗位的娴熟的技能操作能力和实用性较强的化学分析理论知识是非常必要的，是专业

课程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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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从任务操作中获得感性认识，理解相应的概念、理论，并能灵活运用所学理论

知识指导实验。 

   （2）掌握酸碱滴定法、配位滴定法、沉淀滴定法、氧化还原滴定法、重量分析法的

原理知识。 

   （3）掌握典型产品运用酸碱滴定法、配位滴定法、沉淀滴定法、氧化还原滴定法、

重量分析法的检验分析方法。 

   （4）了解常用仪器设备的性能及工作原理，并能熟练掌握常用仪器设备的操作及维

护保养知识。 

   （5）掌握对检验结果进行误差分析及数据处理方法。 

   （6）掌握实验室安全防护知识。 

   （7）掌握分析计算方法及数据处理方法。 

2．能力目标 

   （1）具有对化学分析中常用的玻璃仪器规范熟练的操作的能力。 

   （2）具有对仪器进行日常维护，发现并解决使用过程中出现的简单故障的能力。 

   （3）具有及时判断和解决分析中的疑难问题，正确处理各类事故的能力。 

   （4）具有对实际样品，通过文献、网络查阅文献资料，选择或设计合理的分析方案

的能力。 

   （5）具有能依据实验方案顺利完成操作能力。 

3．素质目标 

   （1）爱岗敬业，工作热情主动。 

   （2）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依据标准进行检验和判定。 

   （3）努力学习，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操作技能。 

   （4）遵纪守法，不谋私立，不循私情。 

   （5）遵守劳动纪律，遵守操作规程，注意安全。 

   （三）参考学时 

建议 144学时。 

   （四）课程学分 

     8个学分。 

   （五）课程内容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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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课

时 

1 

项目一 化

验室基础

知识及基

本技能 

任务一：化验室安全知

识 

任务二：有效数字运算

与结果处理 

任务三：常用分析仪器

操作 

1.掌握化验室安全知识及规则。 

2.分析测试中的误差、有效数字预算与规则、

分析数据的统计处理与评价、提高分析结果

准确度的方法。 

3.能熟练、正确、校正使用酸碱滴定管、容

量瓶、移液管、吸量管、分析天平等常用分

析仪器。 

20 

2 

项目二乙

酸总酸度

的测定 

任务一：常用碱标准溶

液的配制与标定 

任务二：乙酸总酸度的

测定 

1.能依据方案顺利完成盐酸、氢氧化钠等酸、

碱标准溶液的配制与标定，及结果处理。 

2.能正确地对典型样品进行酸碱滴定分析，

及结果处理，并依据要求完成检测报告单。 

20 

3 

项目三水

的硬度测

定 

任务一：EDTA标准溶液

配制与标定任务二：自

来水、工业用水的硬度

测定 

1.能依据方案顺利完成配位标准溶液的配制

与标定，及结果处理。 

2.能正确地对典型样品进行配位滴定分析，

及结果处理，并依据要求完成检测报告单。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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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课

时 

含量的测

定 

任务二：微量铁含量的

测定 

果处理，并依据要求完成检测报告单。 

7 

项目七 综

合应用性

实验设计 

根据要求完成实验过程

设计及原始记录表的填

写 

完成原始记录表 

38 

  （六）教学建议 

1.教学方法 

在教学时要充分体现“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思想，注意有适当的双边交流

活动，采用边讲边练、讲练结合、教学做一体的教学方法，防止出现“满堂灌”的填鸭

式教学，注重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让学生学会学习。教师的作用主要是布

置任务，指出重点，讲清难点，指导学生的工作过程，对学生所完成的任务进行分析、

点评、总结。《分析化学》课程在教学方法上应把握如下几点： 

（1）边讲边练、讲练结合、教学做一体； 

（2）体现“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思想，注重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主动性，让学生学会学习； 

（3）教师的作用主要是布置任务，指出重点，讲清难点，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又好又

快的去完成任务（思路、途径、方法、资料查询），对学生所完成的任务进行分析、点

评、总结。 

2.评价方法 

考核方式及比例：平时考核（20 %）+技能考核（20%）+理论考试（60%）。 

项 目 学习内容 考核方式 考核标准 权重 

1 

1-1课堂纪律共 60分。 

（1）与学习无关的事情，每次扣

10分。（2）迟到 10分钟内，每次

扣 2分。 

（3)旷课或迟到超过 10分钟，每

次扣 10分。 

 

平时考核

（见附表

一） 

A：无迟到与课堂违纪现象，课堂

讨论时积极发言，教师讲授时认

真听讲，作业认真、工整并能独立

高质量完成。【91-100分】 

占总成

绩的

20%。 

B：无迟到与课堂违纪现象，课堂

讨论时发言较为积极，教师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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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病假每次扣 0.5分，事假每

次扣 2分。 

（5）课堂内打架。吵架者，主要

责任者扣 30 分/人次，其他参与

者扣 10分/人次。 

1-2作业认真情况共 40分。 

（1）书写规范，能按时、独立

完成，结果正确。不扣分。 

（2）独立完成，结果正确但字

迹潦草扣 1分/次。 

（3）伪造实验报告结果或抄袭

他人作业扣 10分/次。 

（4）因事假不交作业扣 2分/

次，病假不交作业扣 0.5分/

次， 

（5）无故不交作业扣 20分/

次。 

时认真听讲，作业工整并能独立

完成（无粗心错误）。【81-90分】 

C：有迟到或课堂违纪现象（不超

过 3次），课堂讨论时发言较少，

教师讲授时基本做到认真听讲，

作业较工整并能按时完成（无粗

心错误）。【79-80分】 

D：有迟到或课堂违纪现象（超过

3次）课堂讨论时发言较少，教师

讲授时听讲不够认真，作业不够

工整或不能及时上交，完成质量

不高。【低于 60分】 

2 

2-1考核内容： 

（1）具备正确、规范、熟练的使

用滴定分析仪器的能力； 

（2）依据方案能正确、熟练测定

出工业产品及物料含量的能力； 

（3）具备能有效处理和解决操作

中常出现产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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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7）能及时修正错误，最终完成

任务 

2-2考核要求： 

（1）制定统一的考核项目； 

（2）学生独立完成； 

（3）依据评分标准给予评分，取

两位监考老师的平均值，为每个

学生的期末技能考核成绩。 

 

D. 实验报告字迹不够工整、数据

误差较大、结果偏差超出要求、操

作不够规范 50分 

 

3 项目知识内容和化学检验工题库 
理 论 考 

试 

A.试卷分 AB卷，单人单桌，学校

统一考试，考风考纪相当严格，一

旦有作弊现象，处分非常严重，保

重了考试的严肃性。 

B.试题难度结构分配为：较高难

度的题目占 20%；中等难度的题目

占 60% ；较低难度的题目占 20%。 

C.AB 卷的内容与近 3 年的试题重

合率不能超过 20%。 

占总成

绩 的

60%。 

 

课程总评：平时考核 20%+技能考核 20%+理论考试 60%三部分之和为课程最终成绩。 

附表一：                             平时考核记录表 

     项目 

姓名 
课堂纪律 作业情况 总评 

张三    

李四    

王五    

…    

注：此表以每次课为单位填写，只记录与标准不符部分，作为评定平时表现成绩的依据。 

    3.教材及图书、数字化（网络）资料等学习资源 

在教材建设方面，遵循“选用为主， 编写为辅”的原则，优先选用“教育部高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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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解化学实验基本操作原理和方法； 

3.了解常用实验仪器的构造原理和操作要求； 

4.掌握常见元素的单质和化合物的化学性质，典型化学物质的实验室制备和提纯方法，某

些物理常数的测定方法； 

5.掌握化学实验室安全环保知识。 

 

能力目标 

1.能在教师的指导下，正确地按有关的实验内容和步骤进行实验操作； 

2.能明确观察对象的主要特征，并能用较为准确的语言对观察到的现象描述并做记录； 

3.能够运用所学的化学知识，对实验现象和结果进行正确的判断、解释和分析； 

4.能在教师指导下对实验室三废进行安全环保处理。 

5.能根据要求写出完整的实验报告。 

素质目标 

1.使学生了解化学实验的重要意义； 

2.培养学生对化学实验的浓厚兴趣； 

3.养成实事求是、严肃认真、- 丝不苟的实验态度； 

4.养成实验前预习，实验时规范操作、仔细观察、积极思考、认真记录、爱护仪器，实验

后整理仪器等良好习惯； 

5.强化安全意识、环保意识、质量意识、责任意识和合作意识。 

 

（三）、参考学时 

      建议 72学时。 

（四）、课程学分 

4学分。 

（五）、课程内容和要求 

 

序号 
教学项

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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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溶液的

配制 

1.认识常用的实验仪器和器皿；2.

初步掌握托盘天平和量筒的使用; 

3.初步学会化学试剂的取用与称量; 

4.掌握各种浓度的溶液及配制方法 

1.提前布置任务:溶液的配置; 

2.学生预习:化学实验常用仪器,复习溶

液及组成; 

3.教师演示化学实验的基本操作，分组

协作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4.提交实验结果 

5.小组评价，教师评价 

6.提交实验报告 

4 

2 
粗食盐

的提纯 

1.了解粗食盐的提纯原理和方法; 

2.初步学会固液分离技术;沉淀过

滤、蒸发浓缩、结晶、冷却、抽滤

和干燥等操作技术 

1.提前布置任务,学生预习提纯粗食盐

的原理和方法; 

2.教师和学生共同回忆提纯原理和方

法; 

3.教师指明操作步骤; 

4.学生分组协作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5.提交实验结果,小组讨论并评价,教师

评价; 

6.提交实验报告 

4 

3 

化学反

应速率

和化学

平衡 

1.通过实验，体会浓度、温度、催

化剂等对反应速率的影响； 

2.通过实验体会浓度、温度等对化

学平衡的影响 

1.提前布置任务:化学反应速率和化学

平衡的定性实验; 

2.学生复习:化学反应速率和化学平衡

的相关概念及知识; 

3.教师强调操作中的注意事项，学生分

组协作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4.检查实验结果,组间比较，教师评价; 

5.提交实验报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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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解质

溶液 

1.强弱电解质溶液酸碱性的比较; 

2.溶液 pH值的测定，巩固 pH值的

概念,学会使用 pH试纸; 

3.缓冲溶液的配制，掌握同离子效

应，对弱电解质电离平衡的影响; 

4.熟悉盐类水解及其影响因素 

1.布置任务:电解质溶液实验; 

2.学生复习:溶液酸碱性、pH值等相关

概念及知识； 

3.教师演示：操作 pH试纸的正确使用

等； 

4.分组协作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5.检查实验结果,小组讨论，组间比较; 

6.小组评价,教师评价,提交实验报告 

4 

5 

氧化还

原反应

与电化

学基础 

1.掌握反应物浓度、酸度、不同介

质等对氧化还原反应的影响；2.组

装铜锌原电池并用伏特计测定电动

势; 

3.用直流电源电解饱和氯化钠溶液 

1.教师布置任务,学生预习原电池的工

作原理、电解原理和电解产物； 

2.进入实验室，教师讲解实验操作步

骤； 

3.教师指导分组操作; 

4.小组评价，提交实验报告 

6 

6 

元素及

其重要

化合物

的性质 

1.掌握碱金属和碱土金属及其重要

化合物的性质，焰色反应的操作; 

2.掌握卤素及其重要化合物的性质

和卤素离子的检验方法; 

3.掌握硼族与碳族元素及其重要化

合物的性质，二氧化碳的制取方

法； 

4.掌握氮族元素重要化合物的性

质，氨的制法、氨根离子的鉴定方

法 

1.布置任务，学生预习：碱金属和碱土

金属及其重要化合物的性质，卤素及其

重要化合物的性质等； 

2.进入实验室，教师演示典型实验，强

调操作注意事项； 

3.分组协作操作，教师指导； 

4.检查实验结果,小组讨论，小组评

价，教师评价 

14 

7 

玻璃管

的简单

加工 

1.掌握玻璃管的切割、弯曲和拉伸

等操作技术； 

2.学会酒精喷灯的使用方法 

1.学生预习酒精喷灯的使用方法; 

2.进入实验室，在教师指导下分组操

作; 

3.提交实验结果,组间比较,教师评价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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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用重结

晶法提

纯苯甲

酸 

1.学习重结晶法提纯固体有机化合

物苯甲酸的原理和方法; 

2.掌握热过滤和吸滤操作 

1.学生预习重结晶法提纯固体有机化合

物的原理和方法; 

2.进入实验室，教师讲解重结晶提纯原

理; 

3.分组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4.提交实验结果,组间比较，组内评

价，教师评价 

4 

9 

熔点和

沸点的

测定 

1.了解熔点测定的原理和意义，学

会毛细管法测定熔点的操作技术; 

2.了解通过蒸馏来测定沸点的原理; 

3.了解分离和提纯液态有机物的方

法 

1.学生预习熔点和沸点的概念; 

2.进入实验室，教师讲解熔点和沸点的

测定原理; 

3.教师演示操作，分组操作,教师巡回

指导; 

4.提交实验结果，组内评价,教师评价,

写出实验报告 

6 

10 

烃的制

备及其

性质鉴

定 

1.熟悉甲烷、乙烯和乙炔的实验室

制法； 

2.验证甲烷、乙烯和乙炔的主要性

质； 

3.掌握饱和烃、不饱和烃的鉴定方

法 

1。教师与学生一起复习甲烷、乙烯和

乙炔的实验室制法及其主要性质； 

2.教师指导学生安装仪器，分组协同操

作，教师巡回指导; 

3.检查实验结果,组内评价,教师评价,

写出实验报告 

12 

11 

烃的衍

生物的

性质与

鉴定 

1.验证醇、酚的一般性质； 

2.通过醛、酮的特征反应实验，掌

握鉴别醛、酮的化学方法； 

3.验证羧酸及其衍生物的性质,掌握

羧酸的鉴定方法 

1.布置任务,学生复习醇、酚、醛、

酮、羧酸及其衍生物的性质； 

2.进入实验室,复习相关化学反应，教

师演示典型案例; 

3.分组协同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4.检查实验结果,组内讨论,教师评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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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教学建议 

1、教学方法 

以以学生职业发展为根本,重视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在教学过程中,从

学生实际出发，因材施教，充分调动学生义对本课程的学习兴趣，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机

互结合，创设工作情境,充分利用实物和多媒体等手段辅助教学。本课程主要教学方法

有: 

1). 提前下达项目任务书，学生充分预习。学生根据项目内容的要求，通过多种渠

道比如教材、网络、图书馆等查阅资料，做好充分预习，做到心中有数。 

2). 实物观察法。教师要求学生遵守实验室守则，实验室里的各种仪器、设备以及

每次实验所用的化学药品，一一清对并且认识直到熟悉。 

3). 复习讲授法。实验中所用到的化学知识点、 概念和理论，提醒学生不断复习、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每个实验项目的原理和方法，教师要重点讲解，理清学生的思路，

便于指导学生实验和操作。 

4). 演示实验法和视频法。对于有代表性的实验、难度较大的实验、初次操作技术

和仪器安装等，教师要首先演示或通过多媒体课件播放视频，以免出现浪费和危险。 

5). 教师指导下学生分组操作法。这是本课程的主要教学方法，以学生动手操作为

主，教师指导为辅，学生协作并独立完成实验。锻炼学生的实验技能，注意培养学生的

实验素质和科学态度。 

6). 小组间对比法。实验结果要交流、要展示、要对比，组与组相互比较和相互评

价，取长补短，达到掌握实验目的。有针对性地展开讨论并且解决问题，使学生的认识

逐步得到发展。 

12 
肥皂的

制备 

1.了解皂化反应原理和肥皂的制取

方法; 

2.熟悉盐析分离、减压过滤、干燥

称重等操作方法 

1.布置任务，学生预习皂化反应原理和

肥皂的制取方法； 

2.进入实验室，复习相关化学反应，教

师指明操作步骤； 

3.分组协同操作，教师巡回指导； 

4.检查实验结果，组内讨论，教师评

价，写出实验报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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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通过实验活动引导学生学习化学。通过典型的化学实验事实帮助学生认识物

质及其变化的本质和规律。重视培养学生“实验操作一观察现象一分析比较一归纳概括

一构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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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体现地区产业特点。 

2). 教材应充分体现任务引领、实践导向的课程设计思想，实现理论和实践一体化

教学。 

3）.教材以完成任务的典型活动项目来驱动，通过多媒体教学、视频、实物观察、

演示实验、数据处理、化工实验基地现场教学和实验报告等多种手段来完成教学，教材

组织上采用由易到难顺序递进的方式，在每一个项目教学中以完成具体任务的步骤来组

织编写。知识的重构整合要具备逻辑性、连续性和互补性，实观知识结构有序化。 

4).教材应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课程理念，文字表述要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

井茂、突出重点，重在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拓展学生的思维空间。 

5、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 

为激发学生学习本课程的兴趣，应创设形象生动的教学情境，按照中职学生的认知

规律，结合课程教材，尽可能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以制作和收集与教学内容相配套的

多媒体课件、挂图、幻灯片、录像带、视听光盘等，提供满足不同教学需求的数字化教

学资源，为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提供较为全面的支持。教学资源共享，包括教师的教学

课件、电子教案、试题库等。学生查阅资料要充分发挥计算机、互联网等现代媒体技术

的优势，提高教学效率。 

 

有机化学课程标准 

（一）课程性质与任务 

有机化学课程是中等职业教育化学工艺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是一门理论和实

际紧密结合的课程。其任务是通过不同有机物的制备让学生具有扎实的学习专业课的基

础知识。课程结合企业对应用化工技术专业学生的要求,与化工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在

学习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验技能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它与本专业后续课程有

着密切的联系，为这些课程提供理论支持和技能支撑，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二）课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1）熟悉化学基础知识； 

（2）掌握典型有机物的基本性质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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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现代有机实验技术的工作原理。 

2．能力目标 

能应用有机化学知识解决质量检验过程中的问题； 

（1）能合理选择原料； 

（2）熟悉原料、产品及催化剂等的物理性质及化学性质； 

（3）能分析影响产品质量的各种因素； 

（4）能对化工产品进行分析、检测的能力； 

（5）能对产品质量进行判断的能力。 

3.素质目标 

(1)具有扎实的化学基础知识，能够灵活运用； 

(2)具有应用基础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 

（3）具有好学上进、不断提高工作水平的学习态度，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自学能力； 

（4）具有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和语言表达、沟通能力，能与同事团结协作共同完成

生产。 

（三）参考学时 

144学时 

（四）课程学分 

8学分 

（五）课程内容和要求 

序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课时 

1 烃类 

1.以烷、烯、炔和芳香烃的代表物为

例，比较它们在组成、结构、性质上

的差异 

2.能说出天然气、石油液化气、汽油

的组成，认识它们在生产、生活中的

应用 

3．举例说明烃类物质在有机合成和

有机化工中的重要作用 

4．认识烃、卤代烃的典型代表物的

 ①实验探究：比较甲烷、

乙烯、乙炔、苯的化学性

质 

 ②观察实验：苯的溴代

或硝化反应。甲苯与酸性

高锰酸钾溶液的作用 

 ③阅读与交流：煤、石

油的综合利用 

 ④实验：自制肥皂与肥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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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课时 

组成和结构特点，知道它们的转化

关系 

5．根据有机化合物组成和结构的特

点，认识加成、取代和消去反应。 

6．结合生产、生活实际了解某些烃、

烃的衍生物对环境和健康可能产生

的影响，关注有机化合物的安全使

用问题 

皂的洗涤作用 

 ⑤调查与讨论：苯、卤

代烃等在生产、生活中的

应用，以及对健康的危害 

⑥用球棍模型、多媒体软

件展示有机化合物分子的

空间结构和异构现象 

  2 
有机含氧

化合物 

1.认识典型有机含氧化合物在化工

生产过程中原料、产品及其它化学

物料的性质及性能 

2.能正确使用或贮存物料；掌握典

型化工产品生产过程化学反应原理 

3.能分析影响反应过程的因素，控

制化学反应过程 

①实验：乙醇的酯化；醛

基的检验；乙酸乙酯的水

解 

②调查与讨论：甲醛、苯

酚等在生产、生活中的应

用，以及对健康的危害 

③实验：苯酚的化学性质

及其检验 

④通过苯、乙醇、苯酚性

质比较说明有机分子中基

团之间存在相互影响 

 

48 

 

3 
有机含氮

化合物 

1.认识典型有机含氮化合物在化工

生产过程中的原料、产品及其它化

学物料的性质及性能 

2.能正确使用或贮存物料；掌握典

型化工产品生产过程化学反应原理 

3.能分析影响反应过程的因素，控

制化学反应过程 

①调查与讨论：腈纶、丁

腈橡胶在生产、生活中的

应用 

②视频引入任务：丁腈的

合成及应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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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课时 

4 

糖类、氨

基酸和蛋

白质 

1.认识糖类的组成和性质特点，能

举例说明糖 类在食品加工和生物

质能源开发上的应用 

2．能说出氨基酸的组成、结构特点

和主要化学性质，查阅资料了解氨

基酸、蛋白质与人体健康的关系 

3．了解蛋白质的组成、结构和性质，

认识人工合成多肽、蛋白质、核酸等

的意义，体会化学科学在生命科学

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①实验探究：蔗糖、纤维

素的水解产物 

②实验：酶的催化作用。 

③阅读与讨论：蛋白质结

构的复杂性 

④实验：蛋白质的性质 
10 

（六）教学建议 

1.教学方法 

 以学生职业发展为中心，重视培养学生的在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 

在讲授本课程时，要以化工生产过程为主线来展开教学过程。在操作过程中所用

到的相关知识，采取随用随学的方式进行学习，充分体现“在做中学”的教学原则。 

在教学方法上，采用启发式教学，增加讨论课、现场课以及答疑、质疑等教学环

节，培养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查阅设计资料的能

力，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充分尊重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

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引导和鼓励学生通过实践和自学获取知识，充分调动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 

在教学手段上，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通过课堂讲授、实物展示、图片演

示、多媒体应用等，做到教学手段多样化。教学过程中，以工作任务为驱动，实现了

“在做中学”的目标，大大增强了学生的工程实践操作能力。 

2.评价方法 

重点考察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及灵活应用知识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实践的动手、

动脑能力，有利于学生职业能力培养。考核包括平时考核、技能考核和理论考核，考核

比重如下：平时考核占 40分，理论考核占 60分。 

3.教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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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进行理实一体化教学，理论学习在教室，需配有多媒体设备。实训在实验室

或实训室，主讲教师与实训指导教师合一，教、学、做合一。 

2）教学过程中结合实际，创设情景，设计项目任务，以学生为主体，以技能实

训为主线，以综合职业能力为培养目标促使学生技能的提高。 

4.教材编选 

《有机化学》教材编写要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① 实用性。理论教材的内容，以“必需、够用”为原则，注重讲清基本概念、基

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强调实用性、综合性。 

② 实践性。教材以完成任务的典型活动项目为驱动，通过实际案例、情境模拟，

便于学生理论联系实践；技能操作符合职业技能鉴定规范。 

③ 基础性。教材的深度和广度要符合职业教育的水平，即包含职业岗位必需的理

论知识。 

 

工业分析技术课程标准 

（一）课程性质与任务 

 《工业分析技术》是该专业的专业（技能）方向课，该课程是对化工技术类专业人

才的岗位能力分析的基础上设立的，主要培养面向“黄蓝”两区油、盐化工企业的生产、

服务第一线能从事质量检测、质量监控和技术管理岗位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工业分析技术》培养学生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掌握水质、煤气、

气体和废气、石油产品、氯碱产品、硅酸盐、钢铁等产品质量检验技术。娴熟的使用各

种仪器设备，完成原料、半成品和产品的质量检测分析，最终使学生具备独立承担化验

分析工作岗位上工作任务的能力。开设《工业分析技术》课程来培养学生的在化验岗位

的娴熟的技能操作能力和实用性较强的化学分析理论知识是非常必要的。 

   （二）课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1）掌握工业分析内容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基本计算技巧； 

   （2）理解工业生产中的水质、煤气、气体和废气、石油产品、氯碱产品、硅酸盐、

钢铁分析检测方案； 

   （3）掌握将个别孤立物质的分析方法应用于复杂多变的实际样品分析的方法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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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掌握工业样品分析的基本的实验操作技能和方法。 

2.能力目标 

（1）具有工业分析的一般程序、基本原理和基本实验操作技能的能力； 

（2）具有代表性样品的样品的测试方法的能力； 

（3）具有根据生产要求制定分析方案并进行实际操作； 

（4）对各种分析方法进行科学评价并根据实际要求选择或修改分析方案。 

（5）熟练掌握各种样品或产品的容量分析操作； 

（6）基本掌握各类仪器的分析方法； 

（7）规范、正确使用各类分析仪器，掌握操作技能； 

（8）能对仪器进行日常维护，发现并解决使用过程中出现的简单故障； 

（9）熟练掌握典型化工产品的分析检测技术； 

（10)能及时判断和解决分析中的疑难问题，正确处理各类事故； 

(11)对实际样品，通过文献、网络查阅文献资料，选择或设计合理的分析方案； 

(12)具有对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 

3.素质目标 

（1）领悟化工企业的化验岗位管理，营造规范、整洁、有序的工作环境；   

（2）追求实是求事、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3）坚持安全、节约、环保意识；   

（4）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品质；  

（5）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与竞争意识；   

（6）关注全面质量管理。 

   （三）参考学时 

建议 72学时。 

   （四）课程学分 

    4个学分。 

   （五）课程内容和要求 

序

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课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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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样品的采集和制备 

物料类型、采样工具、采样方

法、样品的制备与保存方法及

原理 

掌握采样技术和制备样品与

保存技术 
10 

2 煤和焦炭的分析 
煤和焦炭的性质及化学组成；

煤和焦炭的分析方法及原理 

掌握煤和焦炭的制样与分析

技术 
8 

3 硅酸盐分析 
硅酸盐种类、组成；硅酸盐分

析方法及原理 

掌握硅酸盐的制样与分析技

术 
10 

4 钢铁分析 
钢铁材料的分类；钢铁分析方

法及原理 
掌握钢铁分析技术 8 

5 气体分析 
气体特点；气体采取方法；气

体分析方法及原理 
掌握气体采取与分析技术 6 

6 水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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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价方法 

考核方式及比例：平时考核（20 %）+技能考核（20%）+理论考试（60%）。 

项 目 学习内容 考核方式 考核标准 权重 

1 

1-1课堂纪律共 60分。 

（2）与学习无关的事情，每次扣

10分。（2）迟到 10分钟内，每次

扣 2分。 

（3)旷课或迟到超过 10分钟，每

次扣 10分。 

（4）病假每次扣 0.5分，事假每

次扣 2分。 

（5）课堂内打架。吵架者，主要

责任者扣 30 分/人次，其他参与

者扣 10分/人次。 

1-2作业认真情况共 40分。 

（6）书写规范，能按时、独立

完成，结果正确。不扣分。 

（7）独立完成，结果正确但字

迹潦草扣 1分/次。 

（8）伪造实验报告结果或抄袭

他人作业扣 10分/次。 

（9）因事假不交作业扣 2分/

次，病假不交作业扣 0.5分/

次， 

（10）无故不交作业扣 20分/

次。 

 

平时考核

（见附表

一） 

A：无迟到与课堂违纪现象，课堂

讨论时积极发言，教师讲授时认

真听讲，作业认真、工整并能独立

高质量完成。【91-100分】 

占总成

绩的

20%。 

B：无迟到与课堂违纪现象，课堂

讨论时发言较为积极，教师讲授

时认真听讲，作业工整并能独立

完成（无粗心错误）。【81-90分】 

C：有迟到或课堂违纪现象（不超

过 3次），课堂讨论时发言较少，

教师讲授时基本做到认真听讲，

作业较工整并能按时完成（无粗

心错误）。【79-80分】 

D：有迟到或课堂违纪现象（超过

3次）课堂讨论时发言较少，教师

讲授时听讲不够认真，作业不够

工整或不能及时上交，完成质量

不高。【低于 60分】 

2 

2-1考核内容： 

（1）具备正确、规范、熟练的使

用滴定分析仪器的能力； 

技能考核 

A. 实验报告字迹工整、数据真

实、结果准确、实验过程操作规范

为 100分； 

占总成

绩 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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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据方案能正确、熟练测定

出工业产品及物料含量的能力； 

（3）具备能有效处理和解决操作

中常出现的意外问题的能力； 

（4）能交合原始记录，验证其检

验方法是否正确； 

（5）能正确填写实验报告，及化

验报告单； 

（6）能分析一般误差产生的原

因； 

（7）能及时修正错误，最终完成

任务 

2-2考核要求： 

（3）制定统一的考核项目； 

（4）学生独立完成； 

（3）依据评分标准给予评分，取

两位监考老师的平均值，为每个

学生的期末技能考核成绩。 

 

B. 实验报告字迹工整、数据真

实、结果在误差范围内、操作比较

规范 80分 

 

 

C. 实验报告字迹比较工整，数据

真实、结果误差较大、操作比较规

范 60分 

 

D. 实验报告字迹不够工整、数据

误差较大、结果偏差超出要求、操

作不够规范 50分 

 

3 项目知识内容和化学检验工题库 
理 论 考 

试 

A.试卷分 AB卷，单人单桌，学校

统一考试，考风考纪相当严格，一

旦有作弊现象，处分非常严重，保

重了考试的严肃性。 

B.试题难度结构分配为：较高难

度的题目占 20%；中等难度的题目

占 60% ；较低难度的题目占 20%。 

C.AB 卷的内容与近 3 年的试题重

合率不能超过 20%。 

占总成

绩 的

60%。 

 

课程总评：平时考核 20%+技能考核 20%+理论考试 60%三部分之和为课程最终成绩。 

附表一：                             平时考核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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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姓名 
课堂纪律 作业情况 总评 

张三    

李四    

王五    

…    

注：此表以每次课为单位填写，只记录与标准不符部分，作为评定平时表现成绩的依据。 

   3.教材及图书、数字化（网络）资料等学习资源 

在教材建设方面，遵循“选用为主， 编写为辅”的原则，优先选用“教育部高职高

专规划”和“高职高专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结合目前化工行业发展状况以及用人单

位的实际需求，对部分章节进行适当的增删，融入化工企业技术标准和国家职业资格证

书培训内容，确保培养目标的有效落实和完成。 

    建设与核心课程配套的资源库，以专业教学软件和电子教学资料为主，满足教师教

学需要，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平台，为专业群提供共享资源。建设主要内容包括：专业

标准库（人才培养方案、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专业建设规划、专业建设方案等）；

教学资源库（包括核心课程的课程标准、授课计划、电子教案、多媒体课件、试题库、

实践大纲、实验或实训指导书、素材库等）；建设《化工分析技术》等 5 门精品课程网

站。 

4.教材编选 

对于专业核心课程、暂无对应教材或者教材与项目化教学实际需要差距较大的课程，

依照课程标准，组织自编具有“工学结合”特点的教材《工业分析技术》。建议在编写过

程中以典型化工产品（样品）为项目，按照企业化验分析岗位的工作流程设置工作任务。

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用到哪些项目则学习哪些项目，采取随用随学的方式进行

学习。 

 

 

化工单元操作技术课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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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与本工段或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沟通、协作，共同完成产品生产任务；  

 能在任务完成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具有自我学习和持续发展的能

力。  

3．素质目标 

 具有爱岗敬业、工作努力、吃苦耐劳的工作态度，做一名合格的企业员工； 

 具有认真负责、细致的工作作风，保证化工生产平稳、安全进行； 

 具有好学上进、不断提高工作水平的学习态度，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自学能力； 

 具有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和语言表达、沟通能力，能与同事团结协作共同完成 

    生产任务； 

 具有良好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能熟练使用计算机完成化工自动化生产操作。 

（三）参考学时 

 324课时。 

（四）课程学分 

 18学分。 

（五）课程内容和要求 

序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课时 

1 流体输送 

能认识流体输送工艺流程；熟悉流

体输送基本原理及规律；会识读流

程图；按照操作规程完成离心泵单

元的开停车操作；能按照要求进行

流量控制和调节，完成正常操作与

日常维护；能进行事故判断与处

理。能选择对输送单元工艺流程；

能对泵进行选型。 

1.示范操作，演示流体输

送装置运行及操作过程 

2.布置任务，通过多媒

体、实物等资源，教师讲

解相关理论 

3.小组讨论工艺流程、操

作法 

4.分组完成实操任务，教

师指导，最后完成考核 

5.一人一机练习离心泵

单元仿真操作，最后完成

考核 

54 

2 传热 能识读传热单元工艺流程；能认识 1.示范操作，演示传热装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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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热单元工艺流程；熟悉传热单元

工艺原理和规律；能进行初步换热

过程工艺计算。能进行换热器单元

的开停车、正常操作；会分析故障、

采取正确的处理措施；会调节工艺

参数，高质量完成传热生产任务。

能选择传热单元工艺流程；能对换

热器进行选型；会传热单元工艺计

算。 

置运行及操作过程 

2.布置任务，通过多媒

体、实物等资源，教师讲

解相关理论 

3.小组讨论工艺流程、操

作法 

4.分组完成实操任务，教

师指导，最后完成考核 

5.一人一机练习离心泵

单元仿真操作，最后完成

考核 

3 
非均相物

系分离 

能识读非均相物系分离单元工艺

流程；熟悉非均相物系分离单元工

艺原理和规律。能进行过滤单元的

开车准备、开车、正常操作、停车、

设备维护；能进行故障分析与处

理；会板框压滤机的操作（装合、

过滤、洗涤、卸渣、整理）操作；

会调节操作条件，高质量完成过滤

生产任务。非均相物系分离单元设

备选型 

1.示范操作，演示过滤装

置运行及操作过程 

2.布置任务，通过多媒

体、实物等资源，教师讲

解相关理论 

3.小组讨论工艺流程、操

作法 

4.分组完成实操任务，教

师指导，最后完成考核 

20 

4 干燥 

能识读干燥单元工艺流程图；能认

识该单元工艺流程；熟悉干燥单元

过程原理与规律；能对典型干燥器

开停车操作、正常运行、事故判断

与处理操作；会调整工艺参数，控

制生产过程，高质量地完成干燥生

产任务。能选择干燥单元工艺流

程；能对干燥器进行选型；会干燥

1.示范操作，演示干燥装

置运行及操作过程 

2.布置任务，通过多媒

体、实物等资源，教师讲

解相关理论 

3.小组讨论工艺流程、操

作法 

4.分组完成实操任务，教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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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工艺计算。 师指导，最后完成考核 

5 萃取 

能识读萃取单元工艺流程图；能认

识该单元现场工艺流程及原理。能

完成萃取单元的开车、停车及正常

运行操作；能分析萃取故障原因和

并处理措施；能分析影响萃取过程

的因素，控制生产过程，高质量完

成萃取生产任务。能选择萃取单元

工艺流程；能对萃取设备进行选

型。 

1.示范操作，演示萃取装

置运行及操作过程 

2.布置任务，通过多媒

体、实物等资源，教师讲

解相关理论 

3.小组讨论工艺流程、操

作法 

4.分组完成实操任务，教

师指导，最后完成考核 

5.一人一机练习离心泵

单元仿真操作，最后完成

考核 

22 

6 精馏 

能识读蒸馏单元工艺流程图；能认

识该单元现场工艺流程。能对精馏

装置进行开停车、正常运行操作；

分析事故原因、处理事故或异常现

象；会调整工艺参数，控制生产过

程，高质量完成精馏生产任务。能

选择精馏单元工艺流程；能对精馏

设备进行选型；会精馏单元工艺计

算。 

1.示范操作，演示精馏装

置运行及操作过程 

2.布置任务，通过多媒

体、实物等资源，教师讲

解相关理论 

3.小组讨论工艺流程、操

作法 

4.分组完成实操任务，教

师指导，最后完成考核 

5.一人一机练习离心泵

单元仿真操作，最后完成

考核 

70 

7 吸收 

能识读吸收单元工艺流程图；认识

现场吸收单元的工艺流程。能对吸

收单元进行开停车、正常运行操

作；能分析故障原因并处理吸收装

1.示范操作，演示吸收装

置运行及操作过程 

2.布置任务，通过多媒

体、实物等资源，教师讲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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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故障；会调整工艺参数，控制生

产过程，高质量地完成吸收生产任

务。能选择吸收单元工艺流程；能

对吸收设备进行选型；会吸收单元

工艺计算。 

解相关理论 

3.小组讨论工艺流程、操

作法 

4.分组完成实操任务，教

师指导，最后完成考核 

5.一人一机练习离心泵

单元仿真操作，最后完成

考核 

8 蒸发 

能识读工艺流程；掌握工艺原理；

能进行单效蒸发的初步工艺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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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计划→决策→实施→检查→评估”的顺序完成。在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做一体

化教学进程中，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主动学习所用到的知识和技能。 

(3)案例教学法 

教学中，结合典型化工生产案例，如离子膜烧碱、燃料油生产等，既使学生更容易

理解单元操作在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又以产品工艺流程为主线，在看似相互独立的

单元操作内容间建起了桥梁。化工原理与日常生活有着许多联系，在教学引入生活案例，

使得枯燥的理论知识形象起来。 

(4)讨论法 

 围绕课堂布置的任务或者实训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学生分成小组在规定时间

内展开讨论，统一意见后，解决问题。 

(5)演示法 

在仿真实训教学和实操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教师站软件和现场示范操作，演示单

元装置的操作，讲解操作要领，解决单元操作问题和难点。 

2.评价方法 

重点考察学生对化工单元操作的实践操作能力及灵活应用知识的能力，注重培养学

生实践的动手、动脑能力，有利于学生职业能力培养。课程考核采用过程考核，技能过

程考核 20分、知识结果考核 60分、素质过程考核 20分。 

项 目 学习内容 考核方式 考核标准 权重 

化 工

单 元

实 训

装 置

操作 

流体输送、传热、非均相

物系分离、萃取、干燥、

精馏、吸收、蒸发单元实

训装置的运行与控制、故

障处理 

过程 

考核 

 能按照工艺规程及临时操作票要 

求保质保量完成化工单元生产运行与控

制工作任务； 

 能分析影响单元生产过程的因 

素，调节工艺参数，控制或优化单元生

产过程，控制产品质量； 

 能依据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安全、 

规范地操作； 

 能识读工艺流程；能判断故障现 

象，分析可能原因，采取正确排除措

施； 

20% 



ψᾺ ōЍ ỪⱣ י Ŏ2021 ᾳ л ᶚ͡ 

 55 

 能正确操作单元过程的设备及仪 

表； 

 会单元工艺、设备、操作条件的 

优化和改进。 

＊每个仿真项目训练结束，软件自动给出

考核成绩；单元生产实训装置由教师依据

评分标准现场打分。 

化 工

单 元

知 识

考核 

流体输送、传热、非均相

物系分离、萃取、干燥、

精馏、吸收、蒸发单元理

论知识 

期末卷面考

核 

 熟悉原料、产品及辅助物料性质；   

 掌握化工单元操作过程、反应单 

元过程基本原理；  

 熟悉单元工艺流程，掌握单元工 

艺原理； 

 熟悉相关设备、仪表的结构及工 

作原理；  

 掌握相关设备、仪表的使用与一 

般维护方法； 

 熟悉工艺控制指标、控制范围及 

类别；  

 熟练掌握操作法及操作步骤； 

 掌握常见故障的判断方法及排除 

方法； 

 熟悉产品的质量指标；  

 掌握设备选用及选型方法； 

 掌握单元工艺流程的选用和改进 

方法。 

＊依据试卷评分标准打分。 

50% 

素 质

考核 
学习态度、课堂纪律、作

业 
过程考核 

 保持实训室卫生，认真完成值日；  

 认真细致，保证化工生产平稳、 

安全进行，爱惜实训设备和仪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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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踏实、勤学苦练； 

 上课不迟到旷课，不从事与学习 

无关的事情。 

＊每一观测点按照变现优秀、良好、中等、

合格、不及格五等给分，每旷课一次扣 3

分，扣完为止。 

3.教学条件 

化工仿真实训室，配备化工单元实习仿真软件；化工操作实训中心，配备精馏、

传热、吸收、干燥等各种化工单元实训装置。 

4.教材编选 

以核心能力——化工单元过程操作与控制为主线。主要内容包括流体输送、传热、

非均相物系分离、精馏、气体吸收、蒸发、萃取、干燥等单元操作技术和各单元工艺方

案、设备的选择与改进内容。 

 

化工仪表与自动化课程标准 

（一） 课程性质与任务 

 化工仪表与自动化是化学工艺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该课程是在学习化工单元操

作及设备的基础上，与化工设备安装与维护同时开设的课程。其任务是使学生掌握与化

工生产密切相关的工艺参数的检测仪表在化工生产中的应用，认识到化工与仪表自动化

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并学会正确使用和维护仪表自动化控制系统以实现工艺的自动化

控制生产，保证生产的质量和产量，保证生产安全、高效率、长周期运行。 

（二）课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1）掌握工业仪表的分类，温度压力测量仪表的工作原理； 

（2）掌握流量计的构造及使用方法； 

（3）掌握调节仪表的作用、分类、基本调节规律及其对系统过渡过程的影响；  

（4）掌握自动调节系统的组成、方框图、分类。 

2．能力目标 

（1）能测量主要工艺参数（温度，压力，流量及液位）和使用仪表； 



ψᾺ ōЍ ỪⱣ י Ŏ2021 ᾳ л ᶚ͡ 

 57 

（2）能根据工艺要求，正确选用和使用常见的测量仪表和调节仪表； 

（3）能根据工艺的需要讨论和提出合理的自动化方案； 

（4）能为自控设计正确提供有关的工艺条件和数据。 

3．素质目标 

（1）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科学态度和创新意识； 

（2）具有良好的协调能力、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3）具有获取一定信息的能力； 

（4）了解生产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 

（5）具有敬业爱岗、富有责任心的优良思想品质； 

（6）能按照生产安全操作规程规范操作；养成良好的职业安全习惯。 

（三） 参考学时 

180学时。 

（四） 课程学分 

10学分。 

（五） 课程内容和要求 

序

号 

教学项

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

课时 

1 
温度测

量仪表 

1. 掌握温度测量仪表的

种类及基本原理 

2. 学会使用热电偶温度

计和热电阻温度计 

3. 掌握电动温度变送器

使用 

1．视频观看各种温度计的使用 

2. 结合实例讲解各种温度计的结构特点及使

用方法 

3. 实训室练习常用温度计 

25 

2 
压力测

量仪表 

1. 掌握压力测量基础知

识 

2. 掌握常用压力测量仪

表的种类及基本原理 

3. 学会电动压力变送器

和气动压力变送器的

1．视频观看各种压力测量仪表的使用 

2. 结合实例讲解各种压力测量仪表的结构特

点及使用方法 

3. 实训室练习压力测量仪表的使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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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教学项

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

课时 

使用 

3 
流量测

量仪表 

1. 掌握流量测量基础知识 

2. 掌握常用流量测量仪表

的种类及基本原理 

3. 学会差压式流量计和转

子流量计的使用 

4. 学会正确的选择流量计 

1．视频观看常用流量测量仪表的使用 

2. 结合实例讲解各种流量测量仪表的结构特

点及使用方法 

3. 实训室练习差压式流量计和转子流量计的

使用 

25 

4 
物位测

量仪表 

1. 掌握物位概念与表示

方法 

2. 了解物位测量仪表的分

类掌握常用物位仪表的特

点 

3. 学会物位仪表的安装和

选用掌握差压式液位计的

工作原理 

1．视频观看常用物位测量仪表的特点 

2.实训室练习物位测量仪表的使用 
15 

5 
显示控

制仪表 

1. 了解模拟、数字、新型

显示仪的功能和特点 

2. 学会显示仪表的选用 

1.视频观看显示仪表的特点 

2.结合实例讲解显示仪表的选用 
15 

6 
简单调

节系统 

1. 掌握简单调节系统的

组成及其分析，调节参

数的选择 

2. 掌握调节器调节规律

的选择 

3. 掌握常用调节器参数

的工程整定方法 

1.讲解简单调节系统的组成及其分析，调节参

数的选择 

2.讲解调节器调节规律的选择 

3.结合实例讲解调节器参数的工程整定方法 

25 

7 
化工仪

表自动

1. 掌握自动调节系统的组

成、方框图、分类 

1.结合实例讲解自动调节系统的组成、方框图、

分类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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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教学项

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

课时 

化控制 2. 掌握调节系统的过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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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引导和鼓励学生通过实践和自学获取知识，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

能动性。 

2.评价方法 

（1) 加强启发式教学，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创造条件开展多媒体教学。 

（2) 重点考察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灵活运用能力，注重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创

造性，有利于学生职业能力培养。考核包括过程考核和技能考核，过程考核占 60%，技

能考核占 40%。过程考核包括日常表现和项目成绩两个方面，其中，日常表现占 20分，

项目成绩占 40分。 

3. 教学条件 

（1） 实训室 

本课程需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仿真软件应用更需要大量上机练习，所以应加大实

训室建设力度，使同学们有更多的上机机会进行演练。 

（2）教学手段 

在教学手段上，通过课堂讲授、实物展示、图片演示、多媒体应用、现场实训

等，做到教学手段多样化。 

4.教材编选 

以核心能力—化工仪表的使用、自动化控制为主线，以一种典型化工产品的生产所

采用的自动化仪表为载体来编制教材体系，按照实际生产流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将所用到

的化工仪表及自动化控制系统分成若干单元，在教学过程中，用到哪些单元则学习哪些

单元，采取随用随学的方式进行学习。 

 

化工设备基础课程标准 

（一）课程性质与任务 

化工设备安装与维护是中等职业教育化工类各专业（技能）方向课。主要学习化工

设备的结构原理、安全使用、维护保养等内容，为进一步学习《化工生产综合实训》等

后续课程打下基础和提供支持。本课程要求学生所具备的能力，是石油化工企业生产一

线员工必须具有的基本职业素养和技能（四懂三会）。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初步掌

握化工设备的材料选用、结构原理、安全使用、安装与维护，以及相关标准规范的应用。

达到对前面所学课程综合应用的目的，起到由学生向生产一线操作员工与工程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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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的桥梁作用。 

（二）课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1）了解化工设备的类型、特点、应用及工作原理； 

（2）掌握石油化工设备常用材料及性能； 

（3）熟悉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 

（4）了解典型设备及主要零部件的结构、特点和使用方法。 

2．能力目标 

（1）能够正确使用、安装及维护保养常用化工设备； 

（2）能够结合标准、技术规范进行设备选型； 

（3）能够判断化工设备常见故障并进行处理； 

（4）能够查阅手册及技术资料指导操作。 

3．素质目标 

（1）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科学态度和创新意识； 

（2）具有良好的协调能力、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3）具有敬业爱岗、富有责任心的优良思想品质； 

（4）具有认真细致、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三）参考学时 

108学时。 

（四）课程学分 

6学分。 

（五）课程内容和要求 

序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课时 

1 
认识化工

设备 

1.了解化工生产对设备的要求 

2.掌握设备的类型及应用 

3.掌握设备材料评价方法 

4.了解常用化工设备材料的特性

及适用场合 

 

1.播放视频及展示图片，

加强学生对各类化工设

备的认识 

2.小组活动，组织学生进

行材料评价及选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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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课时 

2 
认识化工

设备结构 

1.了解储运设备、换热设备、塔设

备、反应设备、流体输送设备、化

工管路的结构、原理及零部件 

2.掌握各类化工设备安全使用方

法 

3.初步了解各类化工设备的选型

方法 

1.展示各类设备内部结

构图片 

2.现场参观各类设备及

零部件 

3.指导学生使用化工设

备 

4.小组活动，模拟情景，

组织学生选购化工设备 

56 

3 

化工设备

维护保养

及管理 

1.掌握常见设备在使用过程中的

维护保养方法 

2.了解化工设备常见故障的处理

方法 

3.掌握化工设备科学管理方法 

1.视频演示设备维护流

程 

2.指导学生进行常见设

备的维护保养 

3.小组活动，组织学生编

制设备台账等设备管理

档案 

20 

4 

化工设备

及管路拆

装实训 

1.根据提供的工艺流程图准确填

写安装管线所需管道、管件、阀门

仪表的清单 

2.掌握设备检修流程及检修方案

编制 

3.认识各类用于设备拆装的工具

及掌握使用方法 

4.进行设备及管路的拆卸、组装、

试运行 

 

1.划分实训小组 

2.观看视频，示范设备及

管路拆装等规范要求 

3.按实训小组，组织实训 

4.按实训小组，进行展

示、纠错 

5.进行实训总结 

20 

（六）教学建议 

1.教学方法 

采用项目化教学，提高同学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讲授本课程时，要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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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为主线，以绘制典型设备或具体工艺流程为载体来展开教学过程，在能力培养过程

中所用到的相关知识，采取随用随学的方式进行学习，充分体现“学以致用”的原则。 

在教学方法上，采用启发式教学，增加讨论课、现场课以及答疑质疑等教学环节，

培养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查阅资料的能力，培养学生

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充分尊重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

主导作用，引导和鼓励学生通过实践和自学获取知识，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在教学手段上，通过课堂讲授、实物展示、图片演示、多媒体应用、现场实训等，

做到教学手段多样化. 

2.评价方法 

(1)建立学生自评、互评和教师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实现评价主体多元化。 

   （2）重点考察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实际运用能力，注重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及动手能力

的培养，有利于学生职业能力培养。应加强教学过程环节的考核，结合小组活动、课堂

提问、项目实施及项目完成情况，综合评定学生的成绩。建立过程考评与期末考评相结

合的方法，强调过程考评的重要性。过程考评占 50分，期末考评占 50分。 

（2）本课程按百分制考核，60分为合格，80分以上为良好，90分以上为优秀。 

3.教学条件 

（1）进行理实一体化教学，理论学习在教室，需配有多媒体设备。实训室在实训室

或机房，主讲教师与实训指导教师合一，教学内容与实训内容合一，教、学、做合一。 

（2）本课程需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尤其是设备结构、设备管路拆装项目，学生需

要能够现场动手对一些设备进行拆装练习，深化对设备理解，应加大实训室建设力度；

深化与企业合作，争取校外实训机会。 

4.教材编选 

（1）教材编写应以本课程标准为基本依据，合理安排教材内容。 

（2）教材应充分体现任务引领、实践导向的课程设计思想。 

（3）教材应突出实用性，应通过具体任务，通过实际案例，将知识与化工生产中的

实际运用相结合。 

（4）由于目前国内化工设备更新换代速度较快，教学内容不能一成不变，要根据时

代发展的需要来设计和调整教学内容。 

（5）教材要以学生为本，文字表达简明扼要，内容展现应图文并茂，突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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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化工生产技术课程标准 

（一）课程性质与任务 

    该课程是化学工艺专业的一门专业方向课，前续课程为《化工单元操作技术》、《化

工识图与制图》等专业基础课，后续课程为顶岗实习。通过无机化工产品生产技术的学

习，使学生具备无机化工工艺理论知识与一定的岗位生产操作能力，培养服务于无机化

工企业生产一线的技能型人才。  

（二）课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具备高质量完成无机化工产品的生产运行与控制工作的能力； 

 具备异常现象判断与事故处理的能力； 

 具备安全生产的能力； 

 具备与同事互相协作、共同完成生产任务的工作能力。 

2．能力目标 

 熟悉原料、产品及其他辅助物料的组成、性质； 

 掌握生产原理； 

 掌握操作条件对生产的影响； 

 理解工艺流程及工艺原理； 

 理解生产装置的操作方法和一般步骤； 

 理解生产装置的事故原因和处理方法； 

 理解物料衡算和能量衡算等初步计算方法。 

3．素质目标 

 具有积极主动、敬业爱岗、高度负责、服从领导的工作态度和认真细致、严谨 

 求实、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保证化工生产顺利、平稳、高效运行； 

 具有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举止得体，待人热情，文明礼貌，善于沟通，能顺 

 利融入工作团队； 

 能正确对待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与同事团结协作共同完成生产任务； 

 具有环保、安全、节约意识，力求生产安全、环保、高效地运行； 

 具有创新意识，能推动工艺、设备改进和技术研发，创造性解决各种技术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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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考学时 

 72学时。 

（四）课程学分 

 4学分。 

（五）课程内容和要求 

序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课时 

1 合成氨 

合成氨的原料性质、产品质量要

求、工艺原理、工艺流程、生产

运行操作方法、典型设备操作方

法。识读工艺流程；会生产装置

的开停车操作；会工艺参数调

整，控制产品质量。 

1.通过案例设置情境,引入合成

氨项目学习 

2.通过多媒体资源(视频、动画、

PPT)，学习相关工艺知识 

3.设置问题，分组讨论，代表回

答，教室点评及讲解 

4.工艺仿真实训 

48 

2 硫酸生产 

硫酸生产的原料性质、产品质量

要求、工艺原理、工艺流程、生

产运行操作方法、典型设备操作

方法。识读工艺流程；会操作生

产装置的开停车；会调整工艺参

数，控制产品质量。 

1.通过案例设置情境,引入合成

氨项目学习 

2.通过多媒体资源(视频、动画、

PPT)，学习相关工艺知识 

3.设置问题，分组讨论，代表回

答，教室点评及讲解 

8 

3 纯碱生产 

纯碱生产的原料性质、产品质量

要求、工艺原理、工艺流程、生

产运行操作方法、典型设备操作

方法。识读工艺流程；会操作生

产装置的开停车；会调整工艺参

数，控制产品质量。 

1.通过案例设置情境,引入合成

氨项目学习 

2.通过多媒体资源(视频、动画、

PPT)，学习相关工艺知识 

3.设置问题，分组讨论，代表回

答，教室点评及讲解 

8 

4 烧碱生产 

烧碱生产的原料性质、产品质量

要求、工艺原理、工艺流程、生

产运行操作方法、典型设备操作

方法。识读工艺流程；会操作生

1.通过案例设置情境,引入合成

氨项目学习 

2.通过多媒体资源(视频、动画、

PPT)，学习相关工艺知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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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课时 

产装置的开停车；会调整工艺参

数，控制产品质量。 

3.设置问题，分组讨论，代表回

答，教室点评及讲解 

（六）教学建议 

1.教学方法 

在教学方法上，采用启发式教学，增加讨论课、现场课以及答疑质疑等教学环节，

培养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查阅设计资料的能力，培养

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充分尊重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

中的主导作用，引导和鼓励学生通过实践和自学获取知识，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2.评价方法 

重点考察学生对无机化工工艺及操作技术的掌握，教学过程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

有利于学生职业能力培养。以应用性知识理论与技能操作考核为主，技能考核 20 分，

知识考核 60分，素质考核 20分。 

项 目 学习内容 考核方式 考核标准 权重 

能 力

考 核 

烧碱生

产、合成

氨生产工

艺仿真操

作 

过程 

考核 

 能按照工艺规程及临时操作票要 

求保质保量完成化工生产运行与控制工作任务； 

    能分析影响生产过程的因素，调节工艺参数，控制

或优化生产过程，控制产品质量； 

 能依据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安全、 

规范地操作； 

 能识读工艺流程；能判断故障现 

象，分析可能原因，采取正确排除措施； 

 能正确操作生产过程的设备及仪表。 

20% 

＊每个仿真项目训练结束，软件自动给出考核成绩；单元

生产实训装置由教师依据评分标准现场打分。 

知 识

考 核 

典 型 无 机

化 工 产 品

生产工艺 

期末卷面

考核 

 熟悉原料、产品及辅助物料性质；   

 熟悉工艺流程，掌握工艺原理； 

熟悉相关设备、仪表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掌握相关设备、仪表的使用与一般维护方法；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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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工艺控制指标、控制范围及类别；  

 熟练掌握操作法及操作步骤； 

 掌握常见故障的判断方法及排除方法； 

 熟悉产品的质量指标。  

 ＊依据试卷评分标准打分。 

 

 

 

 

素 质

考 核 

学习态度、

课堂表现、

作业 

过程考核 

 保持实训室卫生，认真完成值日；  

认真细致，保证化工生产平稳、安全进行，爱惜实

训设备和仪器； 

认真踏实、勤学苦练；上课不迟到旷课，不从事与

学习无关的事情。 

＊每一观测点按照变现优秀、良好、中等、合格、不

及格五等给分，每旷课一次扣 3分，扣完为止。 

20% 

3.教学条件 

    教室需配备多媒体，教师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通过课堂讲授、实物展

示、图片演示、多媒体应用等，做到教学手段多样化。化工仿真实训室，需配备离子

膜烧碱生产、合成氨生产等无机化工工艺仿真软件，教师采用化工仿真实训的教学手

段，开展教学做一体化教学。 

4.教材编选 

以核心能力——无机化工产品的生产为主线。主要内容包括合成氨、氨加工产品生

产、硫酸生产、磷酸与磷肥生产、复合肥料与复混肥料生产、纯碱生产、烧碱生产、无

机精细化学品生产等生产内容。 

 

精细化工生产技术课程标准 

一、课程性质与任务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化学工艺专业化工工艺操作方向的一门专业技能课程。其

任务是根据化学工艺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使学生了解精细化工的范畴与特点;理解精

细化工生产过程的基本原理，典型产品的工艺流程及工艺条件;并引导学生自主查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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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随时了解精细化工的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等方面的知识，保障学生具备从事

精细化工生产、经营和管理一线 工作所需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 

二、课程教学目标  

根据中职化学工艺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设计本课程的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养目

标。 

项目 要求 

知识目标 

了解安全、环保、清洁文明和健康生产的基本知识； 

了解精细化工生产的特点； 

理解主要反应的反应原理； 

掌握典型产品反应工艺条件； 

掌握典型产品工艺流程。 

 

能力目标 

能够准确地按顺序陈述生产工艺的各环节； 

能识读工艺流程简图； 

能够理解工艺操作控制条件及工艺操作规程。 

素质目标 

树立安全规范操作意识、文明安全生产意识及绿色环保意识； 

具备吃苦耐劳、团结协作、爱岗敬业、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 

善于总结、不断学习、富有创新和求真务实的精神。 

 

 

三、参考学时 
     36学时。 

 

四、课程学分 

2学分。 

五、课程内容和要求 

 

序号 
教学项

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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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教学建议 

（一）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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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案例教学、项目教学等，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发挥多种媒体的教学功能，利用视频、

动画等手段帮助学生理解知识，扩大信息时空，提高学习效率。 

 (二)评价方法 

 加强教学过程环节的考核，结合课堂提问、学生课堂表现和出勤情况，综合评定学

生成绩。 

1.考核方法 

本课程采用过程考核与期末笔试相结合的考核方式。 

2.考核结果 

综合成绩=过程考核成绩( 50% )+期末试卷成绩( 50%)。其中，过程考核成绩包括

出勤( 10% )、学习态度( 10%)、作业( 15%)、课堂提问( 15% )。 

(三)教学条件 

1.建设化工单元操作实训室，利用化工设备现场教学。 

2.重视现代教育技术与课程的整合，充分发挥计算机、互联网等现代媒体技术的优

势，建设多媒体教室进行多媒体教学及网络教学。 

(四)教材编写 

教材编写要以本课程标准为依据，根据中等职业教育教学特点及人才培养方案要求

编写。选取的内容和难度应适合学生的特点及体现当前化工行业现状，并充分体现本课

程的性质、教学目的，符合课程标准的要求。教材要反映精细化工新技术、新工艺，典

型产品的选择要科学，体现产业特点。 

(五)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 

1.利用现代信息教育技术开发多媒体课件，制作和收集动画、视频、生产现场录像

等，以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2.积极利用电子书籍、电子期刊、数字图书馆、各大网站等网络资源，使教学内容

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 拓展学生的应用知识领域，提高学生实践操作技能。 

 

 

化工识图与制图课程标准 

（一）课程性质与任务 

 化工识图与制图是中等职业教育化工类各专业基础课，是一门理论和实际紧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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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课程。它是从事化工设计,制造,安装,维修和管理人员的必备工具.课程结合企业对

化工技术类专业学生的要求,与化工生产实践紧密结合,以化工制图中级工及以上岗位

职工所需的职业能力为依据进行设置的。它介绍了化工专业人员必须掌握的化工图样方

面的知识,主要内容分化工工艺图、化工设备图及布置图几个部分,用于培养学生阅读和

绘制化工专业图样的能力,同时,它也是学生完成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不可缺少的基础。

本课程的任务是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识图能力、读图能力、绘图技能、空间思维能力和

空间想象能力，为提高学生全面素质，形成综合职业能力和继续学习打下基础。 

（二）课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1）掌握常用绘图工具及其使用方法； 

（2）了解与化工图样有关的国家及行业标准； 

（3）掌握化工图样的基本规定。 

2．能力目标 

（1）具有看懂零件图、装配图和化工工艺图的能力； 

（2）具有初步绘制零件图、化工工艺图和较简单的装配图的能力； 

（3）具有初步使用 AutoCAD等软件进行计算机绘图的能力。 

3．素质目标 

（1）具有获取一定信息的能力； 

（2）具有敬业爱岗、富有责任心的优良思想品质； 

（3）具有认真细致、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三）参考学时 

108学时。 

（四）课程学分 

6学分。 

（五）课程内容和要求 

序号 
教学

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

课时 

1 
识读

与绘

1.掌握制图标准基本规定 

2.简要了解化工生产设备 

1.展示有关图样的国家及行业标准 

2.展示各类化工设备图样及常见的一些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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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

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

课时 

制化

工设

备图 

3.掌握化工设备图的基本知识 

4.掌握查阅标准的方法 

5.掌握常见的化工设备零部件图

样的识读与绘制方法 

6.掌握化工设备图的识读方法 

7.掌握化工设备图的绘制方法 

设备零部件 

3.小组活动，组织学生识读化工设备图 

4.小组活动，组织学生查阅有关行业标

准后进行设备零部件的绘制。 

5.指定学生用 CAD 软件完成设备图样的

绘制。 

2 

识读

与绘

制工

艺流

程图 

1.了解工艺流程图的基本规定 

2.掌握识读工艺流程图方法 

3.掌握用 CAD 软件绘制带控制点

的工艺流程图的方法 

1.小组活动，组织学生识读工艺流程图 

2.指定学生用 CAD 软件完成某工艺流程

图的绘制。 30 

3 

识读

与绘

制设

备及

管道

布置 

1.了解设备布置图、管道布置图

的内容、作用和表达方法 

2.了解设备布置图、管道布置图

的读图方法 

3.掌握设备布置图、管道布置图

的绘制方法 

1.小组活动，组织学生识读设备布置图、

管道布置图 

2.指定学生用 CAD 软件完成设备布置图

的绘制 

3.完成比较简单的管道布置图的绘制 

36 

（六）教学建议 

1.教学方法 

在讲授本课程时，要以能力培养为主线，以绘制典型设备或具体工艺流程为载体来

展开教学过程，在能力培养过程中所用到的相关知识，采取随用随学的方式进行学习，

充分体现“学以致用”的原则。 

在教学方法上，采用启发式教学，增加讨论课、现场课以及答疑质疑等教学环节，

培养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查阅资料的能力，培养学生

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充分尊重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

主导作用，引导和鼓励学生通过实践和自学获取知识，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通

过课堂讲授、实物展示、图片演示、多媒体应用、现场实训等，做到教学手段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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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价方法 

(1)重点考察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灵活运用能力，注重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创造

性，有利于学生职业能力培养。识图与制图是实践性很强的活动，应加强教学过程环节

的考核，结合作业练习、课堂提问、项目实施及项目完成情况，综合评定学生的成绩。

建立过程考评与期末考评相结合的方法，强调过程考评的重要性。过程考评占 50 分，

期末考评占 50分。 

（2）本课程按百分制考核，60分为合格，80分以上为良好，90分以上为优秀。 

3.教学条件 

（1）进行理实一体化教学，理论学习在教室，需配有多媒体设备。实训室在实训室

或机房，主讲教师与实训指导教师合一，教学内容与实训内容合一，教、学、做合一。 

（2）本课程需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尤其是绘图软件 AutoCAD 的应用更需要大量

上机练习，所以应加大机房建设力度，使同学们有更多的上机机会进行演练。 

（3）实训室需有可拆卸的设备及常见设备零部件，方便学生认识。 

4.教材编选 

教学内容的改革是课程建设的重点，教学内容的改革最终体现在教材建设上。教学

内容不能一成不变，要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来设计和调整教学内容，并经过不断实践和

完善逐步形成与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与新时期人才培养模式相适应的现代教学内容。化

工识图与制图教材以具体能力的培养过程为主线，以具体设备或产品为载体，以“教学

做一体”为模式，以“学以致用”为原则，在能力培养过程中用到什么知识编入什么知

识。 

强化基础理论的教学内容。充实和加强富有新意的内容，应当用近代科学技术的观

点对传统的教学内容进行再认识，再加工，从中发展新概念和新知识, 删去陈旧的成分，

吸纳有生命力的成分，赋予传统内容以新的内涵, 以丰富原有的教学内容。 

 

化工安全与环保课程标准 

（一）课程性质与任务 

  化工安全技术是中等职业教育化工类各专业（技能）方向课。面向化工类企业生

产一线，从事化工产品安全生产岗位。化工行业具有高危险的特点，所以化工安全生产

能力是化工生产人员必须具备的岗位能力，是应用化工技术专业的培养的重要能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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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生产要求从事化工生产的人员必须掌握或了解基本的安全知识。本课程的学习能够

使学生自觉树立安全意识，具备化工生产过程中基本的安全知识，并使学生理论联系实

际，经过有关安全技术基本技能的训练。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学

生的安全素质，为进入工厂从事化工生产打下基础。 

（二）课程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1）掌握电气安全与静电防护技术； 

（2）掌握安全防火、防爆知识； 

（3）熟悉常用危险化学品的特性与使用知识； 

（4）掌握劳动保护知识； 

（5）熟悉工业毒物的毒性及危害； 

（6）熟悉化工企业常规安全管理制度； 

（7）掌握安全使用压力容器知识； 

（8）掌握事故中紧急避险、急救方法。 

2．能力目标 

（1）具备完成化工产品的安全生产任务的能力； 

（2）具备识别危险源和标识的能力； 

（3）具备采取正确的防护措施的能力； 

（4）具备在事故中采取正确的措施的能力。 

3．素质目标 

（1）具有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的商业秘密的品质；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科学态度和创新意识； 

（3）具有良好的协调能力、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4）了解化工生产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 

（5）具有敬业爱岗、富有责任心的优良思想品质； 

（6）能按照生产安全操作规程规范操作； 

（7）养成良好的职业安全习惯。 

（三）参考学时 

108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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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学分 

6学分。 

（五）课程内容和要求 

序号 
教学

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

课时 

1 
安全

用电 

1.掌握电气安全基本知识 

2.熟练掌握触电急救的基本方法 

3.了解静电以及雷击 

4.能防止触电和雷击 

5.能进行触电急救 

6.能正确使用常用的电气安全工器具 

7.能安全使用电气设备 

3.播放安全用电教育片 

4.模拟情景，组织学生进行触电急

救模拟演练 

5.通过视频图片等方式使学生了

解电气安全 

6.指导学生使用电气安全工器具 

16 

2 
安全

防火 

1.火灾的成因及预防 

2.消防安全标志 

3.灭火方法及其原理、灭火剂、消防设

施、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 

4.会预防火灾 

5.会扑救火灾，在火灾中逃生、自救与

求救 

1、展示消防安全标志 

2、模拟火灾，进行火灾逃生及消

防演练 

16 

3 

工作

场所

安全 

1.安全标识 

2.危险源性质 

3.防护用品的使用方法 

4.确认、控制和避免工作场所危险 

5.合理使用个人防护用品 

1.播放安全教育片 

2.小组活动，指导学生使用个人防

护用品 

3.组织学生进行危险源辨识活动 

10 

4 

基本

安全

操作

程序 

1.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及禁令 

2.安全生产责任制 

3.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技术

操作规程 

4.告知相关人员安全操作程序和正确

1.观看安全生产禁令等宣传片 

2.展示某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 

3.展示常见的安全生产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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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

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

课时 

的实施方法 

5 

危险

化学

品的

使

用、

管理

或生

产 

1.危险化学品的分类和特性 

2.危险化学品的贮存安全 

3.危险化学品的运输安全 

4.预防危险化学品事故 

5.危险化学品事故中正确的应对措施 

1.观看视频 

2.展示各类危化品管理规定 

3.小组活动，模拟情景，组织学生

模拟处理各类危化品事故 

16 

6 
工业

防毒 

1.工业毒物的分类及毒性 

2.工业毒物的危害；急性中毒的现场救

护方法 

3.综合防毒措施 

4.能识别岗位接触的化工有毒化学品；

能采取正确的防护措施 

5.中毒事件中能采取正确的急救措施 

1、组织学生模拟中毒抢救 6 

7 

压力

容器

安全 

1.掌握基本的压力容器的知识 

2.了解压力容器的安全使用 

3.会安全使用生产中的压力容器 

1、观看安全教育片 

2、模拟压力容器检查，组织学生

进行压力容器台账登记 

10 

8 

化工

装置

检修

安全 

1.掌握化工装置检修的分类和特点 

2.了解化工装置检修的具体步骤以及

过程 

3.配合检修人员工作；能防护个人安

全。 

1.组织学生进行简单的检修方案

编制 
8 

9 复习 6 

（六）教学建议 

1.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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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目标 

 熟悉企业概况、企业组织结构、规章制度、主要业务及工作流程等； 

 熟悉生产工段及岗位职责； 

 熟悉工艺控制指标； 

 掌握原料及产品的性质； 

 掌握生产方法及工艺流程、工艺原理； 

 掌握化工生产中“三废”的处理和回收方法； 

 掌握车间安全常识及规定。 

2．能力目标 

 具备高质量完成岗位生产任务的能力； 

 具备异常现象判断与事故处理的能力； 

 具备与同事团结协作、共同完成工作任务的能力； 

 具备安全生产操作的能力。 

 能完成生产装置的日常控制与运行工作； 

 能完成生产装置的开车、停车操作； 

 能完成巡检工作任务； 

 会分析异常现象原因并采取正确处理措施。 

3．素质目标 

 具备爱岗敬业、遵守企业各项规章制度的职业素质； 

 具备团结协作的职业素质； 

 具备认真细致、吃苦耐劳的职业素质。 

（三）参考学时 

600学时。 

（四）课程学分 

 20学分。 

（五）课程内容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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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学项目 教学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建议 参考课时 

1 入厂教育 

企业概况、企业组织结构、规章制

度、主要业务及工作流程、安全生

产知识 

1.企业组织入厂教育，采

用讲座、参观、考试等形

式 

50 

2 

生产操作

员方向顶

岗实习 

生产工段及岗位职责、设备、仪表

等性能及使用方法、岗位安全生产

操作规程（原料及产品性质、生产

方法、工艺流程、工艺原理、操作

方法、异常现象及处理方法、工艺

控制指标等）、安全常识等。 

企业安排在生产车间各

工艺岗位轮岗实习，在企

业实习指导老师的指导

下，现场学习工艺流程、

设备、生产操作等岗位技

能及知识。 

400 

3 

化验员方

向岗位实

习 

化验工段及岗位职责、设备、仪器

等性能及使用方法、岗位安全检验

规程（检验原理、质量指标、操作

法、数据处理计算公式）、安全常识

等。 

企业安排在化验车间各

岗位轮岗实习，在企业实

习指导老师的指导下，现

场熟悉仪器、学习取样、

样品制备、溶液配制、操

作法、数据处理与记录等

岗位技能及知识。 

150 

（六）教学建议 

1.教学方法 

通过现场实习的教学方法，提升学生专业能力。学校与企业联系，共同完成学生顶

岗实习的实践教学环节。学生进厂后，企业应对学生进行岗前技术和安全培训，落实各

项劳动保护措施；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安排学生在多个岗位进行轮岗锻炼；企业技术

人员对学生给予综合指导，指导学生学习岗位技能、职业规范及各项规章制度。企业与

学校双方都须加强学生实习日常管理，保证学生安全、高质量完成实习环节的学习。期

间，指导教师定期巡视，随时听取实习单位的意见，了解学生的出勤情况及实习表现；

检查实习日记，修改并评价阶段性命题论文，认真填写实习学生跟踪调查表，其检查结

果作为学生的平时成绩。 

2.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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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顶岗实习期间接受学院和实习单位的双重指导，校企双方要加强对学生实

习的过程监控和考核。 

项 目 学习内容 考核方式 考核标准 权重 

 

 

 

顶岗

实习 

企业认知 过程考核 
熟悉企业的规章制度；了解企业概况、企业组织结构、

主要业务及工作流程 
10% 

 

 

 

 

 

 

顶岗实习 

 

 

 

 

 

 

能力过程

考核 

（1）生产操作员方向： 

具备高质量完成岗位生产任务的能力；具备异常现象判

断与事故处理的能力；具备与同事团结协作、共同完成

工作任务的能力；具备安全生产操作的能力；能完成生

产装置的日常控制与运行工作；能完成生产装置的开

车、停车操作；能完成巡检工作任务；会分析异常现象

原因并采取正确处理措施。 

(2)化验员方向： 

熟练掌握各种样品或产品的容量分析操作；规范、正确

使用各类分析仪器，掌握操作技能；能对仪器进行日常

维护；熟练掌握典型化工产品的分析检测技术；能及时

判断和解决分析中的疑难问题，正确处理各类事故；对

实际样品，通过文献、网络查阅文献资料，选择或设计

合理的分析方案。 

40% 

知识过程

考核 

熟悉企业概况、企业组织结构、规章制度、主要业务及

工作流程等。 

（1）生产操作员方向： 

熟悉生产工段及岗位职责；熟悉工艺控制指标；掌握原

料及产品的性质；掌握生产方法及工艺流程、工艺原

理；掌握化工生产中“三废”的处理和回收方法；掌握

车间安全常识及规定。 

（2）化验员方向： 

了解化工企业原料、辅助材料、中间产品、产品、副产品

等的化学与物理性质；掌握各种分析法的原理知识；熟悉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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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指标；掌握仪器工作原理及操作方法；掌握常用的分

析仪器与设备的安全操作及保养知识；掌握实验结果数据

处理知识；熟悉意外事故的处理方法和急救知识。 

素质过程

考核 

具备爱岗敬业、遵守企业各项规章制度的职业素质；具

备团结协作的职业素质；具备认真细致、吃苦耐劳的职

业素质。 

20% 

3.教学条件 

采用工学结合的教学模式，与多家大中型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建设校外实习

基地，满足学生毕业实习、顶岗实习。 

4.教材编选 

本课程在校外实习基地完成，学生依据企业操作规程，完成顶岗实习的工作任务；

同时指导老师结合学生的实习岗位，编写毕业实习任务书，指导学生完成校外实训环节

的学习，并完成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 

（七）师资配备标准 

师生比 1:16-1:20。 

1.专任教师具备条件 

（1）具有教师资格证和一定企业实践锻炼经历； 

（2）具有化工专业本科以上学历，系统地掌握应用化工技术专业理论知识； 

（3）能采用项目教学法、任务驱动教学法等先进教学方法开展教学，具有比较强的

驾驭课堂的能力； 

（4）具有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胜任实践教学内容教学； 

（5）具备设计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开展项目化教学能力； 

（6）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 

2.兼职教师具备条件 

（1）具有本专业大专以上学历； 

（2）具有两年以上与课程相关的生产一线工作经验，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 

（3）能承担三分之一以上课时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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