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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卓越计划”的化工专业

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①

刘国清，李友凤，曾令玮，周虎，曾坚贤
（湖南科技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针对传统化工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弊端，探索了基于“卓越计划”的化工专业人才新培养模式。分析了化

工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分析其中问题，提出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计划）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在培养方案制定、卓越班

学生选拔、能力培养、师资建设及取得成果等方面详细论述所作的部分工作，介绍了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计划）培养的

具体措施，以期为培养具有突出科研创新和工程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化工专业人才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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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计划”是教育部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和《国家中
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而提出的高等教育重大改革计划，目标为培养科研创新能力与
工程实践能力强的高质量工程技术人才［１］。“卓越计划”的培养过程中，企业深度参与培养过程，按照

通用及行业标准培养工程人才，强化培养学生的工程能力和创新能力［２］［３］。２０１２年２月湖南科技大学
被批准为教育部第二批“卓越计划”试点学校，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为试点专业之一。自从“卓越计划”

实施以来，化学化工学院针对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计划）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与研究，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１　人才培养目标确定
１．１　化工专业人才培养现状

传统的化工专业人才培养与教学模式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整个课程体系重理论科学知识，轻工程实

践能力，导致学生学习兴趣欠佳，且校内培养过程与企业要求严重脱轨，企业需求人才与高校培养人才

有着较大的差距［４］［５］。因此，“卓越计划”针对传统教学方法“重理论，轻教学”的弊端，着重于学生工程

实践与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以便于能够顺利打通从学校到企业的过渡环节。

１．２　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计划）实施情况
湖南科技大学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为国家管理专业。根据社会对化工专业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在

近几年内该专业对化工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相应的修改，使培养目标更加明确，专业定位更加准确

和细致，培养方式更加务实，课程体系更加科学合理。根据《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的若干意见》（教高［２０１１］１号文件）的精神，在已有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的基础上，化工系提交了加入
卓越计划的申请，并于２０１１年通过了教育部“卓越工程师计划”专家组评审，于２０１２年开始招收第一届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实验班，目前已经招收５届，共计５个班，学生总人数约１５０人。目前１２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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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计划）班２７人已经顺利毕业。
１．３　培养目标

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计划）的培养目标为培养具备化学工程与工艺方面的知识，具有高度社会责

任感、良好的道德文化修养和健康的身心素质，具有创新意识和较强动手实践能力，能在化工、能源、环

保、材料、冶金、信息、生物工程、轻工、制药、食品和军工等部门从事工程设计、技术开发、工厂操作与技

术管理、科学研究等工作的工程技术人才。

２　培养方案制定
以“宽基础、强实践、重创新”的先进办学理念，制定了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计划）专业培养方案，

创新和完善校企合作的“３＋１”联合培养模式（学生在校内学习３年，在企业学习１年），强化学生的工
程实践能力培养，形成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工程人才培养体系。

２．１　理论教学
对理论教学课程进行整合，保留传统的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经典理论课程，但对其课时进行调整，

将部分理论教学课程提前授课，原则上在大一至大三完成专业课与专业基础课，大四以实践教学课程

为主。

２．２　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环节包括实验，课程设计及各类现场实习等。在传统的实践教学环节基础上，化学工程与

工艺（卓越计划）增加了创新性实验项目申报与实施，化工企业项目设计与研究等实践教学课程，充分

保证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企业或实验室学习实践不少于１年，大力培养其科研创新与工程实践能力。

３　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计划）选拔
依据学校及学院的相关规定，我系制定了《湖南科技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

划”学生选拔细则》，《湖南科技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学生录取办法》等相关

文件，按照公平竞争、公正选择、德智体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原则进行卓越班学生的选拔，分

为动员会、笔试与面试等环节。

３．１　选拔动员会
在选拔考试之前，召开“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学生选拔动员会，与会人员包括学院教学副院

长，化工系主任、学工办主任及当届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全体学生。动员会目的为向本专业学生详细讲

解“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选拔标准、申请流程、人才培养机制及其重要意义，相较于一般专业存

在的优势，促进学生积极报名。动员会之后学生自愿提交加入卓越班申请表，准备笔试。

３．２　笔试
笔试为卓越班学生选拔的重要环节，笔试内容包括：无机化学、无机化学实验、画法几何与工程制

图、化工导论、高等数学等。试卷总分为１００分，时间１００分钟。组织老师监考、改卷并于三天内给出考
试成绩，按照分数高低进行排序，遴选６０人左右进入面试环节。
３．３　面试

对通过笔试学生组织面试，面试时学生需递交自荐表，自荐表内容包括学生对其知识面、实践动手

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和团队精神等的自我评价。面试老师按照面试表现对学

生进行打分，作为面试成绩。总成绩由笔试成绩与面试成绩组成，各占５０％，按照分数高低进行排序，
发布拟录取名单。如总成绩相同，则录取面试成绩较佳、工程制图能力较好的学生。此外，卓越班学生

的选拔还必须考虑到学期的期末考试成绩，如果拟录取学生有主干学科不及格，则取消录取资格。

４　能力培养
４．１　科研创新能力

科研创新能力是指在科学技术领域具备发明创造的综合实力。对于传统的化学工程与工艺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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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才培养模式而言，学生进入实验室进行科学研究的机会较少，科研创新能力锻炼不足。对于化

学工程与工艺（卓越计划）学生科研能力的锻炼，我系针对性地设置了“创新型实验项目申报与实

施”实践教学课程，开设在第７学期，为期８周，将卓越班同学分为若干小组，每个小组配置１名科研
导师。科研导师必须在近三年内发表过具有一定影响力地学术论文，且主持有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

目。该实践教学课程分解为开题，中期检查与答辩三个环节，充分保证卓越班学生可进入实验室进

行科学研究，提高其科研创新能力。１２级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计划）学生进行部分科学研究课题
名称如表１所示。

表１　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计划）学生进行部分科研课题

序号 科研课题名称

１ Ｃｅ２Ｏ３－ＺｒＯ２－Ａｌ２Ｏ３储氧材料结构及性能的研究

２ ＰＭ２．５气态前体物与卤族氢化物作用的理论研究

３ Ｈ２Ｘ（Ｘ＝Ｏ，Ｓ，Ｓｅ）和ＨＹ（Ｙ＝Ｆ，Ｃｌ，Ｂｒ）相互作用的理论研究

４ 酰胺基修饰多孔配位聚合物的设计

５ ２－硝基卟啉的衍生化

６ 氨基功能化ＳＢＡ－１５吸附水溶液中铜离子研究

７ 氧化对褐煤腐殖酸析出规律的影响研究

８ 络合－超滤去除溶液中镍离子的研究

４．２　工程实践能力
工程实践能力为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学生达到毕业要求的核心内容。具体而言，即锻炼学生的工

艺流程选择，相关工艺计算及工程制图能力。我系对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计划）的三类实习（认识实

习，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均有所变动。该专业认识实习提前至第２学期，地点为中石化巴陵分公司环
氧树脂分厂。生产实习提前至第５学期，地点为湖南丽臣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等。最为重要的毕业实习，
我系同样将卓越班同学分为若干小组，每组选派设计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担任设计导师。同时，聘请具有

丰富工程实践经验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由设计导师自行联系实习企业，分散实习，且以

实习企业课题作为毕业设计，不再使用 ＰＶＣ聚合，合成氨等传统课题。１２级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计
划）学生进行部分毕业设计课题名称如表２所示。

表２　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计划）学生进行部分设计题目

序号 设计题目名称

１ 年产５００吨偏钒酸钾车间的工艺设计

２ 年产１５０万立方米焦化制气硫铵工段初步设计

３ 年产２０００万立方米焦化制气粗苯工段初步设计

４ 年产１３万吨聚乙烯醇合成工段设计

５ 年处理量６万吨粗苯加氢（加氢工序）工艺设计

６ 年产３０万吨乙二醇生产工艺初步设计

７ 年产２万吨电解二氧化锰生产工艺初步设计

８ 年产５万吨甲酸钠生产工艺初步设计

４．３　师资建设
采用多渠道相结合的培养模式，建设一支同时具备工程经历（５年以上企业工程经历）与丰富教学

经验的教师队伍，以满足专业课程由具有企业工作经历的专业教师担任教学任务。可与合作关系比较

密切的一些企业和科研院所的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签订了兼职教师协议，从企业中聘请兼职教师任教；派

专业教师到企业工作学习。根据课程设置和学科发展规划，选派青年教师到企业带薪工作和学习，参与

企业的科研、生产和管理活动，培养专业教师的工程经历；通过与企业科研合作，培养具有企业工作经历

的专业教师。不仅解决了工程实际问题，同时也是培养教师企业经历的一种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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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取得成效
５．１　学生成果

通过对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计划）专业学生科研创新与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目前，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计划）专业学生已１００％参与了教师的科研项目，５０％以上参与了化工
设计竞赛的培训，共计发表科研论文７篇，ＳＣＩ和ＥＩ收录５篇，申请发明专利４项。此外，还获得省级及
以上化工设计大赛一等奖２项，二等奖２项，三等奖２项。
５．２　教师成果

在进行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计划）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同时，我系教师也同时提高了自己的理论

及实践教学水平，教师参加科研和教研教改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学术气氛浓厚，参加科研项目或教研项

目教师比例达到了１００％，科研和教研工作成效显著。目前，我系教师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３项，省级
科研项目７项，近三年来发表科研论文２０余篇，ＳＣＩ或ＥＩ收录１０余篇，主持省级教研教改课题３项，校
级教研教改课题４项，发表与卓越计划相关教改论文７篇。
５．３　实习基地建设

目前，已和多家化学化工领域的国内知名企业如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湘煤洁净煤股份有限公司

等多家企业签订了“卓越计划”合作协议，共同建立了校企合作基地及工程实践教育中心，部分合作基

地如表３所示。其中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实习基地在２０１４年被评为湖南省化学化工类校企合作人
才培养示范基地。

表３　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计划）部分实习基地

序号 科研课题名称

１ 湖南省湘维有限公司

２ 湘煤洁净媒股份有限公司

３ 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

４ 湘潭高新区飞达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５ 湘潭市高新区林盛化学有限公司

６ 湘潭市银河化工有限公司

７ 湖南丹化农资有限公司

８ 湖南卓扬电路板材料有限公司

６　结语
进行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计划）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探索，是培养新时代高素质工程专业技术

人才的需要。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系将以此为指导思想，建设师资队伍，持续推进和完善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加强科研创新与工程时间能力的培养，为现代化工企业输送高质量的工程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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