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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优秀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与探索 ①

申少华，曾坚贤，周虎，黄念东，刘国清
（湖南科技大学 化学化工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强化基地保障机制，建设优质教学条件；建立队伍建设制度，打造优秀教师团队；健全教学规章制度，严格管
理运行过程；深化校企合作机制，提升实习实训效果；逐步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切实加强大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培

养，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经过１０年建设，中盐株化已成为能充分发挥工程教育功能和示范引领作用的省级优秀实
践教学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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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盐湖南株洲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盐株化）２００５年经教育厅专家评审成为湖南省优秀实习
教学基地（湘教通［２００５］１８０号）。经过１０年建设，基地在人才培养、运行管理、教师队伍、条件设施等
方面取得了良好的绩效，为化工等相关专业卓越工程师的教育培养奠定了坚实基础。

１　强化基地保障机制，建设优质教学条件
第一，学习条件。基地拥有烧碱厂、氯气厂、硫酸厂、钛白粉厂、聚氯乙烯厂、聚氯乙烯二厂、磷肥厂、

复肥厂、环保处理厂、动力厂、供热厂等１１个分厂，金鹰公司、建材分公司、石英器材分公司、浩瀚公司、
湘瑞公司、翔宇公司、科技环保分公司、石峰水泥分公司等８个分公司，以及科研设计院和管理部门。同
时，通过构筑实践教学保障体系，基地根据实践教学需要安排专项资金完善了多媒体教室、阅览室等必

要的教学设备和配套设施，形成了有利于学生学习、训练和实践的教学环境与平台［１－２］。

第二，生活条件。基地厂区规划科学，环境优美，交通便利，拥有完善的后勤体系，能为实习学生提

供方便舒适的食宿条件和生活环境。企业周边配套设施齐全，拥有健身活动中心、球类活动场所和娱乐

设施，可定期开展文化娱乐活动，营造良好的生活学习氛围和积极向上的生活空间。

第三，教学资源。为了加强教学资源建设，校企专家共同合作，协同开发了课程教材、多媒体课件、

项目案例等教学资源，其中《化工实习》教材１部、《化工原理实验》等多媒体课件３个、“氯乙烯合成工
段”等项目案例６个。拥有与实践教学紧密联系且适用于学生自学的模拟、仿真软件和音像视频资料。
实习内容和实习指导书符合教育规律和实习教学要求，为学生自主学习和训练提供了重要教学资

源［３］。鼓励产学研合作，企业每年结合实际，针对企业技术革新与改造的需要，为学生提供２０余个毕业
设计选题，并选派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具体指导，以满足学生工程创新实践的需求。

第四，基地建设保障机制。为了能满足学生学习与训练的需要、改善人才培养的企业学习场所和环

境、保障实习实训设施设备良好品质，基地建立了人员、经费、条件设施的支持政策和切实可行的基地建

设保障机制；制订了实习实训管理制度、实习实训收费办法、实习实训条件设施建设办法、实践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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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仪器设备管理办法、设备器材损坏丢失赔偿处理办法等制度。

２　建立队伍建设制度，打造优秀教师团队
通过优化结构、提高素质、注重培训、加强考核、完善机制，建设了一支由５０余人（其中企业技术骨

干和中高层管理者占２／５，学校专业负责人和高水平教师占３／５）组成的专职与兼职结合、固定与流动结
合、国际与国内互补、理论水平较高、实践经验丰富、教学艺术较好、爱岗敬业、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结构

合理的高素质双师型指导教师队伍［４］。并通过校企合作，建设了“化工实习”校企联合课程教学团队。

该团队主编教材１部，主持与基地建设相关的省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２项，发表相关教学改革研究论文
１２篇，获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师课堂教学竞赛二等奖１项，主讲“化工实习”等企业实践课程４门，每年指
导省内外学生实习实训５０００余人次，为大学生工程实践和创新训练提供了及时有效的辅导和指导。
为了建设一支高素质双师型指导教师队伍，基地制订了有关稳定实践教学教师队伍、提高实践教学人员

素质、鼓励技术骨干投入实践教学工作和到高校兼任教师的相关措施。

３　健全教学规章制度，严格管理运行过程
第一，人才培养制度。首先，根据“宽基础、强实践、重创新”办学理念，基地制订了化工专业卓越计

划２０１２和２０１３年版培养方案，创新和完善了“３＋１”校企合作联合培养模式，强化了学生的工程实践能
力培养，形成了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工程人才培养体系。其次，为了培养卓越化工工程师，遵照国家通用

标准，按照行业专业标准的基本要求，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定位，基地制订了化工专业卓越计

划企业学习方案［５－６］。针对培养方案和企业学习方案，基地制定了认识实习、化工仪表及自动化课程设

计、化工设备机械基础课程设计、化工原理课程设计、专业实习、化工过程课程设计、化工企业轮岗实习、

化工企业项目设计与研究、毕业设计等校企联合课程和企业实践课程教学大纲。

第二，运行管理制度。基地基本实行了以学校为主、企业参与、分工合作、良性互动的开放运行管理

机制。首先，基地专门管理机构为企业人力资源部教育培训中心，专门管理人员为中心主任。为了保证

基地的开放运行，制订了基地管理办法、基地开放运行办法（试行）、基地管理人员岗位职责、基地实习

实训指导教师岗位职责、基地工作档案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其次，每年根据工程基础实践、工程综合

实践、工程创新实践“三位一体”的实践教学体系，制订学生实习实训计划。依托优质教学科研条件、实

习实训条件设施和高水平指导教师队伍，全面落实实习实训计划，确保基地教学运行过程有序顺畅。再

次，为确保实习实训质量，基地制定并实施了实习实训接收制度、实习实训管理办法、实习实训成绩考核

办法、指导教师评聘与考核办法等制度，对教学运行过程进行实时动态监控［７］。最后，为了加强基地的

安全管理，保障基地及参训学生和指导教师生命财产安全，基地制订了安全实习规则、实习车间防火规

定、实习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检查制度、危险物品管理办法、学生食宿安全制度、企业安全知识教育制度、

企业生产安全操作规范等制度。同时，基地加强了安全设施建设，保证安全设施完好齐全，确保实习实

训过程无安全事故。

４　深化校企合作机制，提升实习实训效果
２００４年３月，学校与中盐株化签署了“实践教学基地共建协议书”。２００５年７月，中盐株化被确定

为湖南省优秀实习教学基地。２０１１年５月，签署了“卓越工程师联合培养协议书”。２０１２年１１月，签署
了“校企合作协议书”。２０１３年５月，湖南科技大学－中盐株化工程实践教育中心被教育部确定为地方
所属高校“本科教学工程”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首先，基地加大了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改革力

度，采用双导师制，分别选派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共同指导实践教学。基本实施了学校导师与企业导师

相结合、理论学习与工程实践相结合、视频教学与现场观摩相结合、自主学习与顶岗实习相结合的“四

结合”实践教学方法，从而实现了从抽象学习到工程具体的过渡，全面提升了实践教学效果和学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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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能力［８］。其次，逐步实施了学校教育与企业培养相结合、工程实践与创新训练相结合、工程创新与

科技创新相结合的“三结合”实践教学模式，充分利用校企优质教学资源，开展现场演示、专题讲座、案

例分析等多元化的教学活动，积极开展项目式、案例式、体验式等实践教学改革，基本形成了校企联合培

养人才的新模式和新机制［９］。再次，基地及其各部门、各分厂领导对实践教学十分重视，对实践教学相

关事项会做出周密安排。学生进驻基地后，基地会妥善安排学生的餐饮、住宿、学习和训练，并安排安全

部门的负责人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进入实习分厂前，安排资深技术人员介绍分厂发展情况、产品种类

和工艺流程。在分厂进行实习时，专门安排技术骨干与学校指导教师一起现场全程指导实习实训。

目前，基地所承担的实践课程主要是化工类专业的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学

生主要在烧碱厂、钛白粉厂、氯气厂、硫酸厂、聚氯乙烯厂、磷肥厂、复肥厂、环保处理厂等进行实习实训，

熟悉和掌握盐水工序、电解工序、蒸发固碱工序、液氯工序、盐酸工序、乙炔工段、氯乙烯合成工段、聚合

工段、干燥工段、硫铁矿制酸工段、酸解工序、水解工序、煅烧工序等的基本知识、生产原理、工艺流程、主

要设备和生产管理。近三年，基地共接收湖南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等３０余
所高校和企业的实习实训２００余次、１５０００余人次。基地受益面广、利用率高、实习效果好，基本形成了
符合高素质创新型应用人才培养规律的实践教学模式。

学生充分利用基地的条件设施和教学资源开展工程实践和创新训练活动，系统科学的工程实践和

创新训练使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不断提高，校企合作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创新型应用人才。经过１０年
建设，中盐株化已成为一个能充分发挥工程教育功能和示范引领作用的省级优秀实习教学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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