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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程领域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综合改革举措

刘姣姣,淡 勇

(西北大学 化工学院,陕西 西安710069)

[摘要]西北大学化工学院对化学工程领域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进行了改革,举措之一就是培养方

案的修订。文章将2018年新修订的培养方案与2013年培养方案在结构、内容及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

对比和分析,探讨了新版培养方案的科学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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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oneofthereformmeasuresofeducation,therevisionofthetrainingprogramforgraduate

studentsmajoringinchemicalengineeringinschoolofchemicalengineeringinNorthwestUniversitywas

discussed.Thestructure,contentandcurriculumofthenewrevisedtrainingprogramin2018andthere-

visedversionin2013werecomparedandanalyzed,andthescientificrationalityofthenewtrainingpro-

gramwas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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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于1998年正式设立工程硕士专业学

位[1],2009年开始招收以应届本科毕业生为主的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2]。国家政策的相继

颁布与实施,掀起了一轮又一轮工程人才培养的

高潮。

西北大学化工学院作为西北大学唯一的工科

学院,于2009年开始招收化学工程领域全日制专

业学位研究生。十年多的时间里,学院主动适应

国家、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专业学位研究

生培养的需求,立足陕西省能源、化工企业要求与

资源优势,突出“思想政治正确、社会责任合格、理

论方法扎实、技术应用过硬”的工程类硕士专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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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研究生培养特色,积极配合学校“双一流”建设

的需要,响应国家与学校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方面的政策与要求,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课程教学、毕业环节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综合改

革举措。本文以化学工程领域工程专业学位研究

生培养为例,介绍综合改革举措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培养方案的优化与改革。

培养方案作为研究生培养的指导性文件,是

开展研究生教学的依据。它从培养定位及目标、

学习方式及年限、培养方式、课程设置及学分、学

位论文、论文评审与答辩、学位授予等方面给出了

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定位与要求,从制度上保障研

究生培养质量。

我院原培养方案修订于2013年。2018年,

国家发布《关于制定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在此背景下,我院进行了

化学工程领域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

修订。

一、2018版培养方案与2013版培养方案的

区别

(一)培养方案结构

2018版培养方案中对专业学位领域进行了

简介,突出了专业特色。化学工程领域是研究化

学工业和其他工业过程中所进行的化学过程与物

理过程共同规律与应用技术的工程领域,以化学

工程学科为指导,将基础理论与工程应用相结合,

涉及产品研制、工艺开发、过程设计、系统模拟、装

备强化、操作控制、环境保护、生产管理等内容。

另外,新的培养方案中增加了“主要研究方向”一

项,要求列出专业的主要研究方向。专业特色和

主要研究方向的明确提出,可使学生对专业有更

为清晰的了解,从而根据个人兴趣选择适合的

方向。

(二)培养目标

根据2018版培养方案,教学不仅仅注重学生

对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更注重将知识、能力与综合

素质的训练与提高有机结合起来,以期真正实现

培养应用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的目

标。培养对象不仅要掌握专门的技术和方法,还

应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

(三)课程设置

新版培养方案规定课程总学分为32学分,其

中课程学习不少于26学分,专业实践不少于6学

分,依旧采用校院两级结合的培养运行机制和模

式。公共课程由学校统一安排,专业课程由学院

自主设定和安排。新的培养方案将必修公共课调

整为公共选修课,充分体现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和

自主选择权的尊重。公共选修课涉及外语选修课

和体育选修课。前者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和户

外运动,旨在让学生在了解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学

习外语,在体育运动中提高外语水平,并同步提升

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素养;后者包括网球、瑜伽、形

体训练等当下流行的健身运动,旨在激发学生的

学习热情,使其在愉悦的气氛中锻炼身体并获得

学分。

专业基础课程和选修课程由学院自主设定。

根据我院自身特点,化学工程(专业学位)专业课

程需涵盖6个二级学科:化学工程、化学工艺、应

用化学、工业催化、能源化学工程、化工过程机械。

各个方向的课程均有涉及,学生可以依据自己的

兴趣和方向,在导师的指导下选择合适的课程。

二、工程伦理课程的设置

现代工程的规模越来越大,技术更为综合,工

程本身越发复杂,对社会和自然的影响也愈加深

远,这就对工程专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

代工程师不仅要掌握扎实的专业理论和技术,而

且要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工程伦理素养。

2015年8月12日,天津滨海新区天津港化

学品仓库发生的爆炸事故造成包括公安和消防人

员在内的165人遇难;2018年,河北张家口某化

工厂发生爆炸,事故中过火大货车38辆,事故造

成20多人死亡;2018年11月,某高校教师宣布

基因编辑婴儿诞生,引起了轩然大波,震惊了中国

乃至全世界;近几年,一入冬便经常笼罩在城市上

空的雾霾已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事故让

我们付出沉重代价的同时,也引发了大家对从业

者伦理素养的重视与关注。工程伦理教育关系到

经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企业、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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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部门等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工程伦理”是一种道德规范,也是一种特殊

行为标准,对组织成员又是一种约束。培养学生

的工程伦理意识,使其掌握工程领域的伦理规范,

有助于他们在走上工作岗位后正确处理工程实践

中的伦理问题。如今人们的衣食住行无不涉及化

工行业,化工对于人类发展、社会进步、国民经济

水平的提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学院针对实际

情况,将工程伦理设定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

公共必修课程。这样做有利于提升未来工程师的

伦理素养,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使培养出的专

业技术人才能够自觉担负起维护人类共同利益这

一伦理责任;有利于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人

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有利于协调社会各群体之间

的利益关系,确保社会稳定和谐[3]。

学院相关教师参加了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主办的全国高校工程伦理课程

师资高级研修班,顺利完成学习并取得相关资质。

工程伦理课程已于2018年秋季学期正式开课。

三、新编与修订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教学大纲作为规定课程内容、体系、范围

和教学要求的基本纲要,是实施教学计划的基本

保证,是进行教学、教材建设和教学质量评估的重

要依据,也是指导学生学习、制定考核说明和评分

标准的指导性文件。

配合新版培养计划,学院对所有课程的教学

大纲进行了重新修订,且分为中文和英文两个版

本,为研究生双语教学奠定基础。英语是当今国

际交流的通用语言,大部分权威的论文和著作都

是采用英语撰写的,一半以上的信息由英语传

播[4]。新时代的硕士研究生也要适应全球化的步

伐,与国际接轨。查阅并获取英文文献资料、撰写

英文文章、参加国际会议、与学者用英文交流,将

有助于研究生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和英语水平。

教学大纲中对英语的强调及后续可能开展的中英

文双语教学,正是适应当今全球一体化、提升研究

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重要举措。

西北大学化工学院作为我国西部地区最早建

立的化工院系之一,坚持“扬优支重、促进交叉、突

出特色、协调发展”的原则,始终以人才培养为根

本。2013—2017年,化学工程领域硕士专业学位

获得者超过300人,录取人数从2013年的42人

到如今每年稳定在70人左右,学科一直在稳步向

前发展。多年来,化工学院在全日制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过程中不断探索与改革,以适应时代发

展,培养更多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和高素质的工

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 (文字编辑:李丽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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