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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创新与校企合作背景下化工

专业英语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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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化工类学生专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化工专业英语能为学生在专业基础、工程应用、科研创新与国际
交流和合作等方面提供便利工具，对学生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的交流、竞争与合作能力的培养起着重要的作用。针对

化工专业英语教学现状，结合化工系自身科研创新与校企合作的特点，探讨通过联系毕业论文（设计），合作办学化工企

业中现场实习与化工前沿热点英文研究论文，明确学生学习的目的性，提高其专业英语学习积极性，为培养能力较为突

出的科研创新型和应用实践型化工专业人才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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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专业英语是我校化学化工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计划）、化学工程与工艺和能源化学工程

等３个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作为专业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化工专业英语可大幅提高大学生在
专业基础、工程应用、科研创新与国际交流和合作等方面的能力［１］。在中国工程教育认证协会于２０１４
年发布的《中国工程教育认证通用标准》中，化工专业英语课程对于专业学生“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

的交流、竞争与合作能力”的毕业要求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２］。笔者从事化工专业英语课程教学已

有数年，在前期工作基础上［３］，尝试对其传统的教学模式与方法进行改革，将化工系科研创新与校企合

作办学的优势融入其中，以激发专业学生对于化工专业英语课程的学习兴趣，使其能主动进行课程学

习，为培养能力较为突出的科研创新型和应用实践型化工专业人才作出贡献。

１　化工专业英语课程内容
根据化工专业自身及专业英语学习特点，化工专业英语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内容：化学过程工

业、化工技术、化学工程和化工前沿。

１．１　化学过程工业
现代化学工业伴随工业革命而产生，其构成较为复杂，来源多种多样，较为重视研究与开发，且化学

工程师在其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因此，学生必须转换成英语思维，从专业英语的角度充分了解化学过程

工业的背景，掌握化学工业定义、研究开发的过程、毕业之后成为化学工程师该干什么与相应化工资源

的专业词汇，为进一步的学习与工作打好基础。

１．２　化工技术
基础化学品工业为现代化学工业的基础，产量大且品种少。氯碱及其相关工业、氨衍生工业与聚合

过程是其中的典型。基础化学品专业词汇、基础化学品工业的原理与工艺过程的解析与相关毕业论文

（设计）英文摘要的撰写是本部分教学的关键，要求学生能够掌握较为丰富的相关专业词汇及能够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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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简短的英语语句对相关工艺过程进行简短的描述。

１．３　化学工程
化学工程是化学工业赖以建立的基础，其中的“三传一反”是化学过程放大必须慎重考虑的因素，

而化学热力学与化学动力学在此过程中必须起着关键的作用，具体则表现为各种单元操作的运用。本

章教学是整个化工专业英语教学的重点，要求学生以专业英语的思维重新温习化工原理、化工热力学、

化学反应工程与化学分离工程等关键专业基础课，了解其原理、分类及操作过程，理解利用专业英语撰

写特点，能够用较为复杂的英语段落及复杂从句对单元操作、热力学与动力学进行分析与解释。

１．４　化工前沿
本部分主要内容为化学工程的前沿研究领域，包括化工过程建模与强化、化工过程设计、工程材料、

生物化工与环境化工等方面的最新进展。本章教学为整个化工专业英语的升华，要求学生能够在本课

程前３部分学习的基础上，能够自主学习并掌握本章节课文中化工研究的前沿热点领域与关键词汇，进
一步能够对授课教师提供的最新相关英文研究论文进行摘要和结论的翻译，对于部分学有余力的同学

则要求能对老师提供的中文论文摘要进行英文翻译。

２　化工专业英语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情况
湖南科技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化工系与众多化工企业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其中与湘潭电化集团有

限公司、中盐株化集团有限公司等签有校企合作办学协议。目前有主讲教师１９人，其中博士１２人，７
人主持有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研究方向分别为膜分离、高聚物制备、发光材料、吸附材料、粉末冶金

材料与金属有机骨架材料等前沿科学领域。

笔者根据化工系在校企合作与科学研究方面的优势，对化工专业英语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进

行了改革与相关实践，将合作化工企业的典型工艺过程与本系老师的科研工作融入其中，结合专业学生

在三年级的认识实习、生产实习与四年一期的毕业论文（设计），尝试将化工专业英语的学习与科研前

沿、企业现场实习与毕业论文（设计）联系起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教学效果，利于科研创新

型和应用实践型化工专业人才的培养。

２．１　化学过程工业
这一章内容较为分散，但并不深入，科普性较为突出。重点难点在于如何启发学生运用此前所掌握

的公共英语与专业基础知识，转换到化工专业英语的思维，适应专业英语句式与公共英语的不同，熟悉

专业英语词汇，能够顺利通畅地对课文进行翻译与解读。教学过程中笔者尽量将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英

语相结合，多使用化工专业术语，同时考虑到部分同学专业基础的薄弱，结合自身在企业与科研实验的

实践，深入浅出地进行解释。如在讨论化学工程师与化学家所做工作的不同时，根据其所处环境、工作

对象与工作目的，具体介绍笔者在读博期间与化学专业博士生的工作，进而比较毕业设计与毕业论文的

不同点，让学生有身处其中的感觉，激发学习的积极性。

２．２　化工技术
本章内容较为深入，主要为各种典型的大化工工艺，理解难度较大。教学目标在于大量专业英语词

汇的掌握及使用化工专业英语对各工艺过程进行简单的描述。笔者在此章节教学中将教学内容与化工

系近年来的毕业论文（设计）联系起来，如表１所示。针对学生对四年二期毕业论文（设计）环节的好
奇、困惑与畏惧心理，以典型大化工工艺过程为主线，化工专业英语解析为媒介，毕业设计英文摘要为承

载，加深学生对化工工艺过程的认识，以达到教学目标。教师与学生在该教学过程中互动较好，学生能

够主动对本章节各部分内容进行预习、认真听讲与温习，教学效果显著提高。

２．３　化学工程
本章节较前两章节内容更为深入抽象，主要为化学工程基础知识及各种单元操作的简介。教学难

点在于学生对于反应过程及各项单元操作印象较为模糊，难以理解课文中对于各种过程的描述。笔者

针对这种情况，发挥化工系与众多化工企业有着校企合作办学的优势，结合学生在认识实习与生产实习

的经历与各企业自身化工生产的特点，利用工厂的带控制点工艺流程图，全程英语介绍其生产单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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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以利于学生能够更为贴切的理解课文与专业英语撰写特点，进而能自如运用专业英语对工艺流
程其余部分进行解析与书面撰写。此项实践表明，学生对于此种与工业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更易接

受，其专业英语词汇量显著增加，专业英语阅读与撰写能力也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提高。

表１　化工专业英语教学过程中引入毕业论文（设计）题目

序号 毕业论文（设计）题目

（１） 年产４万吨甲醛装置初步工艺设计

（２） 年产３０万吨合成氨造气工段初步工艺设计

（３） 年产３０万吨合成氨变换工段初步工艺设计

（４） 年产１５万吨ＰＶＣ悬浮聚合工段初步工艺设计

（５） 年产１０万吨氯乙烯合成工段初步工艺设计

（６） 年产１０万吨硫酸干吸工段初步工艺设计

表２　化工专业英语操作教学过程中引入化工企业

序号 化工企业 相关操作

（１） 中盐株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吸收

过滤

吸附

（２） 湘潭电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电解

（３） 湘潭市银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吸收

（４） 湘潭市众特气体有限责任公司 精馏

２．４　化工前沿
本章节内容较独立，主要为化工领域现在的研究创新点与热点，因受本科生知识水平与视野局限，

使得该部分内容不易为本科学生所接受，感觉与大学期间所学专业知识脱节。因此，除教材所授知识点

之外，笔者以化工系各位老师从事的研究方向为背景，着重为学生介绍近５年来各位老师发表的高质量
英文研究论文（表３），其中结合了膜分离、发光材料、高效吸附材料等化工领域研究热点，联系学生所学
单元操作与化学工程方面知识。具体而言，笔者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为学生详细解析表３中英文论文的
摘要与结论部分，其余部分布置为作业，计入平时成绩，以培养学生自主阅读英文专业文献的能力。

表３　化工专业英语化工前沿教学过程中引入英文科学研究论文

序号 论文标题 期刊 发表时间（年）

（１）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ＢｉｏｃｈａｒＤｅｃｏｒ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ＺｎＳＮａｎｏｃｒｙｔａｌｓｆｏｒＰｂ（ＩＩ）Ｒｅｍｏｖａｌ ＡＣＳ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Ｃｈｅｍ．Ｅｎｇ ２０１５

（２） Ｓｉｚ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Ｎａｎｏ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ｏｒｂｅｎｔｆｏｒＣｏｐｐｅｒＲｅｍｏｖａｌｆｒｏｍＷａｔｅｒ ＣｈｅｍＥｎｇＪ ２０１６

（３）
Ｕｌｔｒａ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ＺｎＳＮａｎｏ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ＳｏｒｂｅｎｔｆｏｒＭｅｒｃｕｒｙ（ＩＩ）ＲｅｍｏｖａｌＢａｓｅｄｏｎ
Ｓｉｚ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Ｃａｔｉｏ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ＣＳＡｐｐｌＭａ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２０１４

（４）
Ａｍｍ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ｎｏｎｅｔｏ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ｎｏｎｅＯｘｉｍｅ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ｂｙＴｉｔａｎｉ
ｕｍＳｉｌｉｃａｌｉｔｅ－１ＺｅｏｌｉｔｅｉｎＴｈｒｅｅ－ＰｈａｓｅＳｙｓｔｅ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ＣｈｅｍＥｎｇ ２０１２

（５）
ＵｎｉｆｏｒｍＥｕ３＋：ＣｅＯ２ＨｏｌｌｏｗＭｉｃｒｏｓｐｈｅｒｅ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Ｏｐｔｉ

ｃ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ＪＡｌｌｏｙｓＣｏｍｐｄ ２０１２

３　结语
笔者针对化工专业英语课程传统教学模式，结合校企合作和科学研究前沿热点，对课程教学内容、

教学模式等方面进行了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主要体现在：１）结合学生毕业论文（设计）对英文摘要的
要求，明确学生学习的目的性；２）联系校企合作办学的各化工企业，增强对典型化工工艺流程的理解，
更有利于学生对化工专业英语词汇的掌握及工艺过程相关专业英语段落的解析；３）将化工专业英语学
习升华，提高到本系老师发表的较新英文科研论文的阅读，增强学生自主阅读英文专业文献的能力，提

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有利于科研创新型和应用实践型化工专业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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