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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简要介绍!"#)!!"#*年化工类专业教指委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本文从加强专业建设,提高人

才培养能力$开展师资培训,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和水平$拓展学科竞赛,培养学生实践与创新创业能力和

提高学生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对上届教指委的工作进行了回顾&提出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立德树人&

坚持围绕教指委的职责$高质量地开展高等学校本科教学的研究,咨询,指导,评估,服务等工作&坚持发

挥教指委委员的主体作用$增强凝聚力&坚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协同提高化工人才培养质量&坚持在

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等几点体会%文章最后从新工科建设,专业认证,课程与

师资培训,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方面对新一届教指委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化工类专业&教指委&工作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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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01&./02年化工类专业教指委简介及

工作回顾

!"#))!"#*年化工类专业教指委由'#人组

成"其中冯亚青担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由陈建

峰$曲景平$高维平$于建国$李伯耿$山红红$梁

斌$郝长江$人组成"张凤宝担任秘书长"其他委

员共计)#人!'#位委员中包含&位行业企业专

家!教指委自!"#)年成立以来"总共召开了$次

全体会议"依次为-!"#)年天津大学会议$!"#'年

中北大学会议$!"#(年北方民族大学会议$!"#&
年湘潭大学会议$!"#&年海南大学会议$!"#*年

河北工程大学会议$!"#*年广州大学会议$!"#$
年广西大学会议!五年来"教指委围绕化工类专

业教育教学改革主要做了以下四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专业建设$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

#T研制化工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年%月"教指委成立了化工类专业本科

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研制小组"下设专门工作小组"

在第二$三$四次教指委全体委员会议"国际工程

教育研讨会"!"#'年全国化学化工论坛"!"#*年

全国化学化工课程论坛"以及!"#*年化工国际工

程教育论坛等会议上多次宣讲"向委员所在高校

及所在地区高校的专业教师广泛征求意见"并吸

取化工院系负责人的意见和行业企业专家的意

见!工作小组经过多次修改后向主任委员专题工

作会议汇报"并定稿$上报理工处!该标准最终于

!"#$年颁布实施!

!T召开教学成果推广暨核心课程教学研讨会

教指委共举办)次课程教学研讨会议"其中

天津大学主办!次$华东理工大学主办#次!会

议主题包括化工类专业国家教学成果推广与交

流"专业建设研讨和交流"化工原理$化学反应工

程$化工热力学$化学工艺学$化工实验类课程等

核心课程研讨"化工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

准与专业认证"化工新工科建设"新时期资源循环

科学与工程专业建设等!每次会议都吸引了来自

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高校化工类

专业的代表和教学负责人及化工类专业教指委委

员参加!与会代表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热烈且富

有成效的研讨和交流!

)T召开区域专业建设研讨会"指导区域专业

建设

教指委以&加强合作$优势互补$平等互利$共

同发展"办出有区域特色的化工专业"为更好地服

务区域经济提供一个研究$交流$合作的平台'为

宗旨"在有关委员的努力下组织了第五届至第九

届泛珠三角(&%,!'*化工专业本科教学工作会

议"围绕化工专业建设确定每届会议主题"邀请区

域内相关学校的化工学院院长$教学副院长$系主

任$专业负责人及骨干教师参加!教指委还召开

了西部高校化工类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研讨会!

这是自!""#年教指委成立以来"在西部地区首次

召开此类研讨会"共有来自西部六省$自治区的

!"多所高校的&"多位代表参会!会议围绕化工

类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这一主题"宣传教学成果"

解读化工类专业教学质量标准"交流化工专业认

证经验!这对于推动西部高校化工类专业建设持

续健康发展$深化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具有积极的

促进作用!

'T推动专业认证"提高专业建设水平

以化工类专业教指委$化工与制药类专业认

证委员会为主办单位"以湘潭大学为承办单位"中

南地区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卓越工程师教育培

养计划'(以下简称&卓越计划'*试点专业验收培

训研讨会顺利召开!会议主要内容涉及&卓越计

划'验收方法$&卓越计划'验收标准及内涵$专业

认证标准框架及内涵$学生学习成果评价方法与

实践等!来自中南地区$华南地区$西南地区!"
多所高校的化学工程与工艺&卓越计划'试点专业

的负责人和骨干教师&"多人出席了会议!

(T指导独立学院化工专业建设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独立学院点数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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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为了指导我国独立学院化工类专业教育教学

改革$推动专业建设持续健康发展"教指委专门成

立了独立学院化工专业建设指导小组"围绕&独立

院校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培养方案制定的思考及

执行情况'和&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及专业建

设'等主题"于!"#)年#"月举办了第一次全国独

立学院化工类专业建设研讨会"会议由天津大学

仁爱学院承办!!"#$年#"月"天津大学仁爱学

院再次举办第二次全国独立学院化工类专业建设

研讨会"会议主题包括提高化工类专业竞争力$突

破办学困难局面的深入研究"落实&),#'应用型

人才培养模式"探索适合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的

新教材体系$创新思路及举措"以实现化工类专业

的长足发展!

&T探索化工类专业新工科建设

!"#*年*月&)*日"全国化工类专业新工

科建设暨化工类专业教指委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

目研讨会在天津大学召开!会议旨在推进新时期

化工专业工程教育改革创新"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建设一流的化工本科教育!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

联合会会长$党委书记李寿生"高教司理工处处长

吴爱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工程教育研究中心

主任X6D9?PA6GGK7=CC教授"以及来自全国近("
家高校和相关单位的约#("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

该研讨会!教指委以&化工类专业新工科建设的

研究与实践'为题集体申报并获批#项教育部新

工科研究与实践课题!在该项目中"各学校承担

的子课题情况如表#所示!

!二"开展师资培训$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和

水平

课程是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培养的重要载

体"在人才培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主干课程

的教学改革与建设是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建设的

重要途径!本届教指委成立了主干课程建设指导

小组"具体分工如表!所示!鉴于化工实践教学

对于化工类专业学生培养的重要性"教指委还专

门成立了化工实践类课程建设指导小组!

#T化工原理课程建设

全国化工原理课程教学研讨暨师资培训会议

!!表#!&化工类专业新工科建设的研究与

实践'子课题情况

学校 子课题名称

天津大学
面向新经济的工科专业改造

升级路径的探索与实践

华东理工大学
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工程人才

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四川大学
面向新工科的工程实践教育

体系与实践平台构建

浙江大学
面向&一带一路'的工程教育

国际化研究与实践探索

大连理工大学
新工科人才的创新创业能力

培养探索

中国 石 油 大 学

(华东*

新工科多方协同育人模式改

革与实践

北京化工大学
新工科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

探索与实践

成功召开!会议由教指委主办$南京工业大学承

办$化工出版社协办"分别于!"#(年$月#*)!"

日$!"#*年*月##)#(日举行!教指委主任和

委员$国家教学名师$国家精品课和精品资源共享

课负责人$全国化工领域知名专家$化工出版社领

导及全国#!"多所高校的课程负责人$骨干教师$

青年教师等!&"余名代表齐聚南京"共同研讨化

工原理课程教学改革与师资发展!会议包括大会

报告$名师讲堂和教学研讨三大板块!大会报告

主题有&深化化工高等工程教育教学改革"建设新

工科'&我国石油和化工行业人力资源状况分析和

实践能力培养'&怎样培养伟大的工程师'&科教融

合"助推教师成长'!会议的召开有助于提升授课

教师的能力与水平"促进沟通与交流"对于化工原

理课程建设及其他化工类专业主干课程的建设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全国高校化工原理在线题库建设研讨会也顺

利召开"来自#$所高校的教师$化工教指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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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教指委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工作分工

牵头人 参加人

化工原理课程建设指导小组 张凤宝 余立新$钟秦$管国锋$陈明清$杨运泉$崔鹏

反应工程课程建设指导小组
陈建峰

梁斌
吴元欣$李小年$王源升

化工热力学课程建设指导小组 李伯耿 童张法

化工设计类课程建设指导小组
于建国

山红红
陈砺$傅忠君$李清彪$陈大胜$余立新

化工分离过程课程建设指导小组 于建国 杨亚江$陈砺$李文秀$杜进祥

化学工艺学课程建设指导小组 山红红 梁红$张青山$李清彪$沈一丁$韦一良

化工实验类课程建设指导小组 曲景平 杨亚江$张玉苍$王海彦$李文秀

实习与毕业设计(论文*建设指导小组 李文秀 王海彦$童张法$李清彪$杨运泉$胡仰栋

学科竞赛指导小组 李伯耿 管国锋$汤吉彦$陈砺$童张法$余立新$王源升$胡仰栋

校企合作及对外交流小组 郝长江 杜进祥$汤吉彦$童张法$李清彪$赵志平$崔鹏

行业专家及化学工业出版社的领导$编辑共计("
余人参会!化工原理在线题库已完成编辑加工"

出版社正在进行最后校对"预计!"#%年)月份发

行!化工原理课程建设指导小组还对化工原理数

字化教材建设进行了前期探索!

!T化学反应工程课程建设

!"#&年'月"武汉工程大学承办的全国化学

反应工程教学及学科发展研讨会顺利召开!大会

主题涉及化学反应工程教学改革经验交流"教学

大纲修订$网络课程建设$教材编著"习题库和考

题库的筹建及化学反应工程学科发展交流!本次

会议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共计#("余名代表

参会!

!"#&年')*月"由四川大学承办的!"#&年

全国&互联网,化学反应工程'课模设计大赛成功

举行!该活动旨在提高学生对化学反应工程课程

的兴趣和参与度"鼓励学生在学习中创新$在创新

中强化理解"锻炼学生应用反应工程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起到教学相长的效果"并为我国化

学反应工程教学数字化资源库的建设提供可选素

材!大赛分报名$作品设计及提交$全国决赛评审

三个阶段"历时)个月"参与学生多"效果显著!

另外"化工出版社牵头"会同北京化工大学和

浙江大学共同召开了&陈甘棠%化学反应工程+(第

'版*修订研讨会'"就该教材的修订工作开展了

讨论"确定了第'版教材的修订方案和工作计划!

)T化工热力学课程建设

!"#(年'月##日在武汉召开的第六届全国

化工热力学教学及学科发展研讨会由教指委主

办$武汉工程大学承办!全国&"余所高校的近

#""名化工热力学专家$教授及化工出版社$高等

教育出版社的代表参加了会议!除大会报告外"

该会议还设有教学研讨分会场和科研学术报告分

会场"主要针对化工热力学大纲修订$网络课程建

设$教材编著等问题进行深入$细致地交流和探

讨!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参会人员认为

本科生的化工热力学教学大纲需要重新修订"并

且课程的教学时数不能低于'$学时"这是由课程

的特点决定的!

!"#*年'月$日"全国("余所高校的近##"
名从事化工热力学教学和研究的专家学者汇聚一

堂"参加了由教指委主办$河南大学承办的第七届

全国化工热力学教学及学科发展研讨会"来自华

东理工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天津大学$中国石油

'# !"#))!"#*年化工类专业教指委工作回顾$体会与建议



大学等高校的#"余名专家做了大会报告"分享了

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教学实践经验与体会"并与

参会代表进行了互动交流!与会代表就化工热力

学教学与学科发展$网络课程与 ^OO2课程建

设$研究生化工热力学教学大纲与教材编著$习题

库和试题库的建立及热力学与国家基金申请等问

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互动交流和探讨!

教指委还召开了两届全国高校化工热力学课

程教学研讨会"即!"#*年#月#")!#日钦州学

院石油与化工学院承办的第二届高校化工热力学

课程教学研讨会和!"#$年#月!#日百色学院承

办的第三届高校化工热力学课程教学研讨会!

'T化工设计类课程建设

教指委召开了全国化工设计课程交流会"各

高校也积极开展教学改革试点工作!天津大学化

工设计教学贯穿四年"学生同时做毕业设计和论

文,华东理工大学对化工类专业中青年教师进行

设计能力培训,清华大学根据-./0认证专家的

建议"将化工工艺和设备设计课程移到大四开设"

以便学生在设计时综合运用其他专业课知识,华

南理工大学启动了%化工设计+教材编写"增设了

&化工设计实训'实践性教学环节!!"#&年*月

')%日"华东理工大学教务处和化工学院承办的

全国高校化工设计教师培训班旨在响应国家中西

部发展战略"配合教育部&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

划'"对西北地区高校化工设计教师开展培训!来

自西北地区)"余所高校的("余名化工设计教师

参加培训!培训班邀请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

司$华东理工大学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及浙

江大学相关专家主讲系列培训内容!!"#$年(
月()*日在银川召开的西部高校化工设计课程

教学研讨会暨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西北赛区竞赛研讨会由宁夏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承

办!本次研讨会旨在促进西部高校间的相互了

解$交流与合作"针对如何优化化工设计课程教

学$如何开展专业认证$助力化工设计竞赛等方面

进行了重点研讨!共有来自西北大学$青海大学$

石河子大学等)&所高校的近百名教师代表出席

此次会议!

(T化工安全类课程建设

根据教育部$国家安监总局%关于加强化工安

全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教高3!"#'4'号*

的精神"为了提高我国化工安全教育水平"教指委

主办$华南理工大学承办了主题为&化工安全教育

与改革"化工重大事故预防与评估'的化工安全类

课程师资培训班!来自四川大学$厦门大学$大

连理工大学等全国!!所高校的&"余名教师参

加了培训!担任道达尔集团安全管理$监控及

文化副总裁及鲁汶大学特聘教授的 7̂3=G

L==7BGNBUB主讲了以&化工过程安全全球发展概

况及高等学校如何培养化工过程安全人才'为

主题的培训内容!在以&风险分析与评估'为主

题的 培 训 中"<9UB集 团 科 学 顾 问 7̂_B7=EB

06DB6I担任主讲!董新法教授$张庆冬副教授

和龙新峰副研究员围绕化工安全课程大纲$教

学方法与经验做了重点发言"学员们展开了热

烈的讨论!

&T化学工艺学课程建设

!"#*年#"月!")!!日召开的全国化学工

艺学课程教学研讨会由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山

东省化学化工协会承办"会议主题包括O./理念

和新工科建设"化学工艺学的教学内容$教学方

法$教材建设!来自全国')所高校的教师代表和

&家企业代表共##(人参会!

*T实践教学类课程建设

!"#(年##月!&)!*日"海南大学承办的第

一届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实验教学研讨会在海南

大学举行"来自全国''所高校和化工出版社的代

表共##%人参加了会议!##所高校代表做了主

题报告"内容涉及化工实验教学体系建设$实验教

学模式$教学经验和具体做法等!与会代表认为

此次研讨和交流不仅对其所在学院的实验教学具

有指导意义"而且对于促进各校实验教学改革具

有积极作用!

!"#&年#!月#()#*日"第二届化学工程与

工艺专业实验教学研讨会在厦门大学举行!来自

全国*'所高校的!!"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

共有#)个报告"报告人及报告题目如表)所示!

(#!"#))!"#*年化工类专业教指委工作回顾$体会与建议



表)!第二届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实验教学研讨会报告人及报告题目

报告人 报告题目

厦门大学 李军 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化工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教学资源平台建设

海南大学 张玉苍 高校化工专业实验现状调研及分析

香港科技大学 刘元帅 化工实验教学中融入化工安全教育与书写报告训练

兰州大学 严世强 研究型教学模式在化工实验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天津大学 郭红宇 化工专业实验室PL/建设与实践

华东理工大学 徐菊美 -./0认证对化工实验教学改革的启示

华中科技大学 周兴平 与企业生产对接的化工仿真实验模式的探索

福州大学 叶长遷 化工原理实验教学硬件与软件建设的若干思考与实践

华侨大学 肖美添 工程认证背景下的化工专业实验建设

北京化工大学 王宇 化工原理实验课程和实验室建设的思考

武汉工程大学 刘生鹏 构建化工专业实验实训平台"提高学生工程实践能力

浙江工业大学 艾宁 校企协同推进化学化工类实验教学改革

北京欧倍尔软件开发公司 虚拟仿真实验室的建设与应用

!!!"#*年%月#$)!"日"第三届化学工程与

工艺专业实验教学研讨会在大连理工大学举行!

来自全国各高校$企业$协会$出版社等约$"家单

位的!)"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研讨新形

势下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实验教学发展的新思

路$新方法$新举措!

!"#*年*月!#)!'日"东北地区高校化工

类专业毕业实践环节研讨会在沈阳化工大学召

开"展示了各校在化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践及

人才培养过程中毕业实践环节的优秀成果"毕业

实践环节改革与创新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专业实

验平台的设计与实施!来自大连理工大学$哈尔

滨理工大学$吉林大学$沈阳化工大学$辽宁石油

化工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余所院校的化工类

院(系*领导$专业负责人和教师及多位教指委委

员参加了会议!

$T教材建设

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化工教指委推荐的

教材共!!种"这些教材编写质量高$适用范围广"

使用学校近!""所"深受师生好评!其主要特点

是反映化工类学科的新理论$新技术$新应用"以

&实例)原理)模型)应用'方式组织教材内容"

采用实景式$案例式$讨论式方式培养学生的创新

能力"强调现代信息技术在化工中的应用!参与

单位有天津大学$华东理工大学$浙江大学$北京

化工大学$清华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

学$南京工业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工程大学等!

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国高等院校化工类专

业规划教材以丛书形式连续出版"共!#分册!

!"#$年$月前出版(本"!"#$年#!月前出版##
本"预计!"#%年底前完成系列教材出版!丛书编

辑委员会由金涌院士$戴干策院士任顾问"王静康

院士任主编"冯亚青$于建国$李伯耿$曲景平$陈

建峰$梁斌$山红红$胡华强等任副主编!丛书作

者主要包括教育部化工类专业教指委委员$化工

学科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名师$工科类院校化工优

势学科的一线教学名师$精品课程负责人等!丛

书的核心特色是引入工程案例"同时进行内文配

图精选和内文版式创新及数字化资源建设"属于

新形态教材!

&# !"#))!"#*年化工类专业教指委工作回顾$体会与建议



!三"拓展学科竞赛$培养实践与创新创业

能力

为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应用所学知识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促进行

业企业对人才培养工作的深度参与"本届教指委

共推进了'项竞赛的建设!

#T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

竞赛主旨是按照&卓越计划'和化工行业工程

设计标准"培养学生的工程技能与创新思维$工程

设计与实践能力$专业知识巩固与应用能力和团

队协作能力!该竞赛迄今为止已举办了##届"每

届都有来自!%个省$市$自治区的近)""所高校

的!"""支队伍(合计近$"""名学生*参加!预

赛分为华东$华南$华西$华北$华中$东北$西南*
个赛区"从中遴选出'$所高校的'$支队伍参加

总决赛!该竞赛影响大"反响好!

!T全国大学生化工安全设计大赛

比赛以&培养工科大学生的安全意识和工程

设计能力"鼓励化工学子成长为熟悉化工安全核

心知识"牢固掌握化工设计技能"成为具备交叉新

兴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为宗旨"突出&设计'和

&安全'两大主题"要求参赛选手按题目规定围绕

安全要求完成一个典型化工过程的设计!首届比

赛于!"#)年*)##月在全国范围内举行"至今已

举办了五届!决赛评委由企业资深安全技术及管

理专家担任"他们以自己在安全领域多年的工作

经验为支撑"对参赛学生作品存在的问题给予专

业性的点评"强化学生的安全意识"使其将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形成安全生产的观念!

)T全国大学生化工实验大赛

!"#*年$月#')#&日举办的首届全国大学

生化工实验大赛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化工类专业教

学指导委员会$中国化工教育协会主办"天津大学

化工学院承办!本次大赛名称是&东方仿真.欧倍

尔'杯首届全国大学生化工实验大赛"以&启航5化

工工程师'为主题!自!"#*年(月发出通知以

来"经过学校推选$全国六个赛区(东北区$华北

区$华东区$中南区$西北区$西南区*选拔赛$全国

总决赛三个阶段"共有#%'个学校的)!&支队伍

参加了该赛事!全国&'所高校的&'支队伍进入

了总决赛"最终决出团队奖特等奖&个$一等奖

!"个$二等奖)$个"并颁发优秀组织奖*个!

'T中国大学生2ABE5/5267竞赛

由中国化工学会$化工教指委$天津大学主

办"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承办的第一届中国大学生

2ABE5/5267竞赛于!"#*年&月))'日举行!

来自清华大学等高校的!"支代表队参加了比赛"

#"所高校的师生前来观摩和学习!-12A/代表

=̂:9K6对大赛的顺利召开表示了由衷的肯定"对

学生们的表现表示赞许"并对天津大学化工学院

在整个比赛组织过程中表现出的专业$高效$有

序$细致$真诚给予了高度评价!

!四"深化合作交流$提高我国化工国际竞

争力

#T连续举办三届国际化工过程安全技术及教

育论坛

论坛搭建了一个政府$企业$高校等针对化工

安全技术及化工安全人才教育进行经验分享和交

流的开放平台!欧洲过程安全中心主席$广东省

安监局$陶氏化学$美国普莱克斯公司$巴斯夫$亨

斯迈$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国五环工程有限

公司等单位及企业负责人应邀出席论坛!首届论

坛主题为&高等教育如何应对化工安全人才的需

求'"第二届论坛主题为&重大化工安全事故预防

与复原'"第三届论坛主题为&火灾与爆炸$如何进

行风险分析与评估$预防与评估化工重大事故的

具体做法'!通过交流"高校对企业的人才需求有

了进一步的了解"也在培养适合企业需要的化工

安全人才方面收获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T召开全国高等院校石油和化工类专业生产

实习与校企合作研讨会

为了解决高等学校石油和化工类专业生产实

习难题"为高校和企业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探索各

方共赢的生产实习模式和大学生企业实习解决方

案"!"#&年%月!!)!)日"中国化工教育协会$

化工教指委在镇江主办了全国高等院校石油和化

工类专业生产实习与校企合作研讨会!来自'#
所本科院校$#*所高职院校及中石化$中石油$奥

*#!"#))!"#*年化工类专业教指委工作回顾$体会与建议



克集团$秦皇岛博赫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等#"余家

企事业单位的共计#*"名代表参会!

)T召开化工类专业工程教育改革国际研讨会

为了深入推进我国化工类专业工程教育改革

创新"提高我国化工类专业的国际影响力"尽快实

现国内化工高等教育从&并跑'到&领跑'的国际地

位提升"化工教指委与天津大学化工学院于!"#*

年#!月##)#!日举办了&化工类专业工程教育

改革国际研讨会'"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

亚和爱尔兰的工程教育专家及国内(%所高校的

化工类专业教育教学专家$学者和行业企业专家

共计#*"余人参加大会!本次研讨会报告人及报

告题目如表'所示!

表'!化工类专业工程教育改革国际研讨会报告人及报告题目

报告人 职务 报告题目

金涌 清华大学5工程院院士 化学工程教育挑战与使命

6̂7@9:

=̂GQ6A:

ZB@97B? J7=E 9:?IC@78 6:?

0V.B7G9:

XBDBG=F9:;2ABE9K6G/:;9:BB79:;KI779KIG6-0AB

K==FB76@9=:NB@>BB:6K6?BE966:?9:?IC@78

_67U6 G̀6CCB8 PKA==G=J/:;TV:9T=JaB>K6C@GB
2ABE9K6G/:;9:BB79:;/?IK6@9=:J=7@AB<I@I7B

G̀=N6G/K=:=E8

华炜 中国化工学会5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现代石化工业发展趋势及人才需求方向

杨秋波 教育部高教司理工处5副处长 新工科建设-进展与思考

L=GG8 6̂@IC=5

D9KA

/:;T /?IT XBF@T b97;9:96

3=G8@BKA:9KV:9T
P@I?B:@ =̂@9D6@9=:J=7/:;6;BEB:@9:WB67:9:;

/?E=:?.87:B
LB6? 2ABET/:;TXBF@TV:9T

2=GGB;B2=7U

/?IK6@9:;2ABE9K6G/:;9:BB7CJ=72=:@BEF=7678

2A6GGB:;BC-0ABD6GIB=J2=:@B[@"2=::BK@9=:

6:?2=GG6N=76@9=:

冯亚青
教育部化工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主任委员
中国化工类专业工程教育改革与实践

ZICCBGGPK=@@
<=7EB7 2/O" 6:? <=7EB7

37BC9?B:@12ABE/

/?IK6@9=:6:?@AB37=JBCC9=:5- b9B>J7=E1:5

?IC@78

谢景山
中石化燕山石化教育培训中心副

主任
强化校企深度融合"提高工程教育质量

X6D9?

PA6GGK7=CC

-CC=K96@B XB6: (-K6?BE9K*

PKA==G=J/:;T̂BGN=I7:BV:9
]9GGWBK@I7BCP@9GG/[9C@9:!"!(

张凤宝
教育部化工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秘书长
化工类专业新工科建设的思考与规划

!!二#五年的工作成绩及体会

值得骄傲的是"由天津大学牵头$以王静康院

士为带头人申报的成果&规范引导$协同育人$均

衡发展的中国化工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研究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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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于!"#$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王静

康院士在!""#)!""($!""&)!"#"年教育部高等

学校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担任

主任委员"冯亚青教授在!"#))!"#*年教育部高

等学校化工类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担任主任委

员!获奖单位包括天津大学$华东理工大学$浙江

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中国石油大

学(华东*$四川大学$清华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南

京工业大学$吉林化工学院$海南大学$石河子大

学$中国化工教育协会"还有化工类专业教指委所

有主任和副主任单位及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

优势单位(所有-,及-高校*!

!"#$年##月!!)!)日"教育部召开了理工

类专业教指委秘书长大会"选择了'个专业类教

指委做专题报告"化工类专业教指委有幸受邀"夏

淑倩老师作为代表参会并汇报!化工类专业教指

委工作被称赞&工作实$内容多$有成效'!

回顾总结五年的工作"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第一"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立德树人!我

们在工作中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

第二"坚持围绕教指委的职责"高质量地开展

高等学校本科教学研究$咨询$指导$评估$服务等

工作!具体包括加强专业建设"全面提高人才培

养能力,开展师资培训"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和水

平,拓展学科竞赛"培养实践与创新创业能力,深

化合作交流"提高我国化工国际竞争力!

第三"坚持发挥教指委委员的主体作用"增强

凝聚力!全体委员分成若干个工作组"每一位委

员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

会议的频次增加了"全体会议$专题会议$区域会

议及各种研讨会频繁召开"有效调动了委员的工

作积极性"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开展!以老带新的

机制造就了一批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如化工原理

课程建设指导小组$化工热力学课程建设指导小

组$化工实验类课程建设指导小组$学科竞赛指导

小组$区域专业建设小组!因此"化工类专业教指

委被誉为氛围最好的教指委之一!

第四"坚持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协同提高化工

人才培养质量!教指委注重发挥委员及委员所在

高校的积极性"扩大影响力,与国家安监总局合

作"出台了%关于加强化工安全人才培养工作的指

导意见+,注重发挥出版社的积极性和优势"增加

教材出版种类"提升教材品质!化工出版社是教

指委推荐教材出版单位"经过专业标准审定,科学

出版社注重发挥专业公司的积极性"与高校携手

提高仿真实验教学的质量!教指委还注重联合行

业企业协同提高化工人才培养的产业适应性"共

同举办研讨会$学科竞赛"开展专业认证,同时注

重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中国化工高等教育

的国际竞争力!

第五"坚持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创

造性地开展工作!教指委拓展了主干课研讨和师

资培训的范围"做到化工主干课程全覆盖,注重专

业均衡发展"努力提高全国化工专业的整体水平"

在中西部地区召开了(次教指委会议!教指委还

持续召开区域专业建设研讨会和独立学院专业建

设研讨会,持续做好化工设计大赛"首创大学生化

工安全设计大赛$化工实验大赛$大学生2ABE5/5

267竞赛"开展化工实验教学研讨$毕业设计(论

文*教学改革"既注重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也注

重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

三#总结

接下来"教指委要积极推动新工科建设工作"

促进化工类专业通过构建新的培养方案$改进培

养模式进行升级改造,大力宣传$实施国家标准"

推进专业认证工作,继续加强课程建设与师资培

训"举办更多的课程教学研讨会$交流会$师资培

训班,大力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继续做好现

有的学科竞赛"同时拓展新的学科竞赛种类"如课

程竞赛$实验竞赛$毕业设计(论文*竞赛等,加强

对化工类其他三个专业建设与研讨的力度!在各

方共同努力下"我坚信新一届教指委一定会同心

协力"传承创新"为我国化工类专业教育教学改革

和人才培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文字编辑-李丽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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