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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广西地处泛北部湾核心地带,该地区化工行业结合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优势,得到迅猛发展。文

章围绕泛北部湾地区化工行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针对化工项目规划课程教学改革,提出了一种适合广

西地方发展特色的化学工程专业学位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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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工程领域工程专业学位教育侧重于工程

研究、开发和应用,主要是为本学科覆盖范围内的

工业企业、工程建设部门和研究院所等有关单位

培养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工程实践能力强且具有

一定创新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

和管理人才[1]。自2009年起,我国开始招收以应

届本科毕业生为主的全日制化学工程领域工程专

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经过十年的发展,在培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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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核心课程设置和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

与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已有了明显的区别,更加突

出了结合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应用特色。2017
年发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提

出,要加快培养能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的

高层次、复合型人才[2],建立以行业问题为导向、

结合专业发展特色的双元化培养模式是完善化学

工程领域工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式的必

经之路[3]。化学工程学科是广西大学的传统优势

学科,依托学校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博士点及博

士后流动站,在2004年获得工程硕士学位授予

权,2009年开始招收全日制工程专业学位硕士研

究生。

一、广西化工行业发展特色

广西地处泛北部湾核心地带,具有良好的深

水港条件,与中东主要产油区距离较近,在广西布

局大型石化基地可有效降低油品运往西南地区的

成本。目前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均在广西钦

州、北海等地建设了大型石化基地,已形成年产值

超千亿元的石化产业链[4]。同时,广西因其温暖

湿润的气候条件也成为国内主要的生物质资源产

区,已形成以木薯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为代表的

生物质产业建设企业群[5]。另外,广西具有独特

的地质条件,形成了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中锰、锡、

膨润土的产量位居全国首位,矿产冶金也已成为

广西支柱产业之一[6]。广西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和丰富的资源正快速成为国内大型化工类企业基

础产品的主要加工地区之一,急需大量愿意扎根

在本地的高级化工技术人才。

二、广西大学化工项目规划课程介绍

研究生课程作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重要

载体,是实现研究生培养目标的重要中介和桥梁。

化工项目规划是广西大学结合泛北部湾地区化工

企业人才需要而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共48
学时,包括化工项目规划概论(8学时)、注册化学

工程师课程学习(20学时)、聘请专家报告(10学

时)、企业调研(6学时)和虚拟仿真工厂学习(4学

时)。该课程结合双元化培养模式,将化工工程师

职业教育所需的注册工程师课程学习融入研究生

教学,同时借助虚拟现实技术让研究生熟悉工厂

的实际操作。

(一)教学目标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理解现代化工项

目设计和管理、总承包管理,以及项目实施过程中

与政府协调的基本原则、基本程序与基本方法,具

备一定的洞察化学工业项目全局和对过程进行全

面技术经济评价的能力,并善于运用技术和经济

手段综合研究和指导项目规划及解决项目实施中

的具体问题。

(二)授课内容

化工项目规划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包括化工

项目规划概论、注册化学工程师培训、专家报告和

企业调研等,重点突出研究生在企业实践和产学

研合作中的角色定位[7]。该课程教学突出企业实

践的重要性,采用“双师型”教学模式,认真选择适

切的专家讲座内容。结合全日制化学工程领域工

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实践环节的要求,

我们通过设置企业教学课堂和邀请企业导师讲授

生产实践知识,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双师

型”教学方法。同时,我们对专家讲座内容进行了

顶层设计,要求覆盖科技项目申报、化工规划开

展、化工产品中试及产业化和化工知识产权保护

等多个方面,并通过大量实例分析让学生了解化

工工程师应掌握的主要技能。目前化工企业的安

全形势日益紧张,学生在企业实际操作或详细学

习的时间被不断压缩,本课程计划依托学校网络

教学平台和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中心,将生动的

多媒体教学课件、化工仿真教学软件和工厂工艺

录像等内容与计算机网络技术融合起来,构建“互

联网+”的教学模式,以期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

(三)课程特色

1.产学研合作带动课程发展

产学研合作是企业和高校联系的桥梁,本课

程依托教师与企业之间的科研合作,让研究生深

入企业学习。近五年,师生分别到广西著名生物

质资源生产企业———广西明阳生化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广西主要矿产生产企业———广西华锑科技

有限公司等企业进行调研,调研内容包括企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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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战略、生产工艺流程和研发基地情况等。同时,

我们录制了烧碱、甲烷氯化物、纳米碳酸钙、合成

氨和变性淀粉等企业现场生产工艺的视频,以便

研究生深入学习。

2.知名专家报告开阔学生视野

根据研究生培养需要,我们每年聘请广西

化工设计院、广西化工研究院、广西科技开发

院、广西环保厅、广西情报所等单位的专家,从

化工厂工艺设计、生产运营、校企项目合作、废

弃物处理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介绍国内外的

最新发展情况,使研究生更好地了解行业发展

的现状。

3.虚拟仿真工厂学习增强操作能力

由于企业现场调研一般不允许实际动手操

作,本课程依托我校已获批的国家级化学化工虚

拟仿真教学中心,安排学生学习化工安全生产3D
操作、纳米碳酸钙3D生产工艺和松香松节油3D
生产工艺的虚拟仿真过程,增强学生的实际操作

能力。

三、结语

广西大学化学工程领域工程专业学位硕士点

结合广西泛北部湾地区化工行业的用人需求,在

化工项目规划课程教学过程中,将课堂教学、企业

现场实践、教学视频学习和虚拟仿真软件操作结

合起来,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

效。针对校外专家报告中涉及的科研项目选定及

管理、企业生产管理及发展定位、环境污染与保护

中的一些难点、热点问题,教师通过组织学生开展

讨论,提高了学生对化工项目的认识。近十年的

实践表明,教改激发了研究生课堂学习的热情和

兴趣,培养了研究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学习能力,

同时增强了学生的动手能力,为地方培养了高质

量的化工专业技术人才。 (文字编辑:李丽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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