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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产实习是本科教学中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文章以化工专业本科生生产实习为基础，基于工程认证培

养学生综合能力的前提下，通过课程目标的制定，完善和丰富教学内容。提出涵盖平时考核、实习报告

撰写和实习答辩的考核方式，以及通过达成度反馈学生能力的评价体系。为生产实习教学方法和评价体

系的优化，也为培养多学科复合型人才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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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duction internships constitute a vital practical teaching component i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Drawing on the foundation of production internships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chemi-
cal engineering, this article proposes refining and enriching teaching content through the formulation 
of curriculum objectives, based on the premise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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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ance with engineering accreditation.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method encompassing 
regular evaluations, the writing of internship reports, and internship defense is outlined, as well as 
an evaluation system that assesses students’ abilities through achievement feedback. This article 
not only offers insights into optimiz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evaluation systems for production 
internships but also serves as a reference for fostering interdisciplinary and versatil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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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国际通用的工程教育质量保证制度，也是实现工程教育国际互认和工程师资格

国际互认的重要基础[1]-[3]。我国教育部从 2006 年开始开展教育专业认证试点工作，并于 2016 年顺利加

入 Washington Program，意味着我国的工程教育获得世界认可，取得历史性突破。通过我国工程认证教

育，培养具有综合能力，能够顺应现代化企业生产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4] [5]。 
辽宁科技大学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拥有多年的办学历史和深厚的学科积淀。专业起源于 1949 年鞍山

第一钢铁工业学院“炼焦化学专业”，1969 年并入鞍山钢铁学院；1985 年随着国家专业目录调整更名为

“煤化工专业”，1998 年更名为“化学工程与工艺”。2012 年“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获批辽宁省重点

支持专业，2019 年专业获批辽宁省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是辽宁省“特色学科建设专业”。2022 年我

校化工专业顺利通过工程教育认证。 
工程教育认证不仅需要符合规定的理论课程，还需要强调工程实践能力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

培养。生产实习是大学本科教学内容中最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6] [7]。本课程组织学生到炼焦总厂和化学

科技有限公司等诸多岗位上进行生产实习，学生通过对备煤车间、炼焦车间、煤气净化车间的生产实习。

了解生产流程、生产工艺，企业文化，掌握企业所需的新理论、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从而提高他们

的理论与实践水平、专业技能及其应用能力，增强岗位意识与协作意识，培养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与吃

苦耐劳的精神，最大限度地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作为在校大学生毕业前最后一次系统全面的实践课程，

通过生产实习实现学生与企业需求的无缝对接，融入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提高学生理论联

系实际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8]。 
文章依托我校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近年来生产实习教学经验，结合工程认证背景下对学生理论联系

工程实践能力的全面培养。对生产实习评价体系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提出以产出导向的教育取向，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基于平时考核，实习报告质量、实习答辩三种考核方式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

全面考察学生在实习过程中独立思考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以及分析和解决化工生产问题的能力。为化工

专业生产实习评价体系的完善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2. 工程认证背景下的教学改革 

2.1. 课程目标改革 

产出导向的教育取向 OBE 又称成果导向教育，以学生为本，采用逆向思维的方式进行课程体系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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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的目标主要以学生教育过程最后所取得的学习成果来判定。基于对学生综合能

力的培养，我校化工专业生产实习从教学内容和培养方案逐步进行了完善。实习内容包括了实习前安全

动员，企业文化、生产数据分析、工艺流程、设备操作，岗位职责及恪守相关法律法规等。结合本专业学

生的毕业要求，制定如下五个课程目标。 
(1) 通过备煤、炼焦、回收和焦油精制各车间生产的关联性及连续性操作，各班组之间人员调配、协

调和主次分工，使学生具有组织、协调和指挥团队开展工作的能力。 
(2) 通过对企业内容、文化、规章制度的学习，能够分析和评价化工工程实践对社会贡献、职业健康、

安全生产意识、生产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和企业文化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对项目实施的约束，并能对

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突发情况承担相应责任。 
(3) 通过现场对生产工艺、设备、系统、管理、纪律等学习，结合所学理论知识形成的化工问题，以

口头、文稿、图表等方式，准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回应质疑，理解与业界同行和社会公众交流的差异性。 
(4) 通过对车间工艺流程和生产设备专业名词的理解和掌握，使学生具有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

学的语言工具用于化工类工程问题表述中的能力。 
(5) 通过在实习过程中分组讨论和学习，使学生具备在团队中独立思考和协作他人共同完成作业的

能力。 

2.2. 教学内容改革 

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理念是以人为本的核心教育理念。它强调了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学生始终是教

育的主体，一切教育活动必须紧紧围绕学生，要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设计教学，坚持面向全体，照顾差

别，分类施教，让学生都能在自己原有知识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和发展。这就需要我们丰富教学内容来满

足不同学生对新知识的个性化吸取。在原有实习主要讲解焦化厂备煤车间、炼焦车间、回收车间和焦油

精制车间工艺流程、设备结构和操作原理的基础上，教学内容适当进行了丰富和拓展。例如在去车间实

习之前，参观了鞍钢博物馆，进一步了解了企业发展、文化、社会贡献以及在国民经济中起到的重要作

用，还增加了上游原材料开采，预处理和下游产品加工利用等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整条产业链有了更

深层次的认识，对企业生产经济性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增强了学生对相关行业间关联性的认知。同时

在实习动员过程中着重介绍了行业法律法规、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等，来提升学生未来在企业中的职业

道德以及生产过程中的自我保护意识。以回收车间脱硫工序为例，脱硫单元入口立有警示牌，说明本单

元产生的有害污染物对现场人员身心健康的影响，和排放后对大气环境的危害。大型设备上也会挂有提

示牌，写明安全规范运行准则。通过对现场规章制度的实习，可以提高增强学生安全生产意识，职业健

康及环境保护理念，强化对现代企业 HSE 管理体系的理解。培养兼具管理学、经济学、数学等多学科多

专业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工程造价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3. 课程考核模式的改革 

3.1. 平时考核 

在每日现场的实习过程中，首先会将同学们带入会议室，由具有丰富生产经验的技术人员对当天需

要参观车间的工艺流程和设备操作原理进行详细讲解。让同学们对当天学习的技术路线和相关塔器设备

有大致的了解，然后去现场进行具体实物的关联。最后回到会议室对当天学习内容进行总结。实习教师

提出问题，同学们自行思考，分组讨论，发表观点。 
平时考核主要是通过实习日记的记录、分组讨论发言等方式进行综合评定。通过实习日记中各工段

工艺性能的记录，考核学生对生产工序关联性的掌握能力；通过各车间产品制备的记录，考核学生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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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方向和企业文化的掌握能力；通过分组发言讨论，考核学生独立思考和协作他人完成工作的能力。

生产工序关联性、企业文化和发展以及分组讨论发言各占平时考核成绩的三分之一。 

3.2. 实习报告质量 

在生产实习课程结束后，每位同学需提交一份实习报告。实习报告由实习内容和思想汇报两部分组

成。实习内容需要对所实习车间的生产技术、生产设备、工艺等进行详细说明。思想汇报则需要总结自

身学习态度、组织纪律和实习参观收获。 
通过实习报告中生产工艺流程的书写，考察学生对流程图的理解和绘制的能力。通过报告中生产技

术和设备参数术语的撰写，考察学生对专业词汇的掌握能力。通过对自身学习、纪律性和实习感受的分

享，提升学生在学习工作中的纪律性和服从性，考察学生对各岗位职责的认识，以及自身在团队中的作

用和协作能力。流程图绘制、名词解释和岗位职责、团队定位的考核各占该部分成绩的 50%、25%和 25%。 

3.3. 实习答辩 

在生产实习课程的最后，每位同学随机抽取 4~10 题进行口头作答。四位生产实习指导教师作为评委

对每位同学进行评分作为此部分的最终成绩。考题内容包括生产工艺流程的讲解、生产数据分析、设备

操作原理、生产突发事故的处理、安全生产规范、环保要求和产品的应用前景等。此部分是考核学生知

识与能力综合水平的主要环节，能够反映学生的思考能力、表达能力和应变能力。例如通过对备煤车间

主要工艺流程的解答，可以考察学生对工艺生产的掌握能力；通过对厂区入口不同图案警示牌的分析，

可以考察学生对安全意识的理解能力；通过对燃烧室各立火道温度的分析，可以考察学生对焦炉加热系

统能否顺行的判断能力。其中考核的四个方面：工艺生产流程、安全环保意识、企业生产数据分析和工

艺、设备知识分别占此部分成绩的 20%、40%、20%和 20%。 
最后，指导教师根据学生的平时考核 × 30% + 实习报告质量 × 20% + 实习答辩 × 50%计算学生生

产实习的最终成绩。 

4. 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 

根据每位同学的生产实习成绩，教学效果最终通过课程目标的达成度来评价，针对本课程 5 个课程

目标对应的 3 种考核方式和 10 项考核内容，课程目标达成度计算如表 1 所示。 
 

Table 1. Evaluation form of course goal achievement 
表 1.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表 

课程目标 考核方式 考核内容 考核分值 平均分值 达成度 

课程目标 1 
平时考核 生产工序的关联性 10 A1 

(A1 + A2)/20 
口头答辩 工艺生产，人员调配 10 A2 

课程目标 2 
平时考核 企业文化、发展 10 B1 

(B1 + B2)/30 
口头答辩 安全意识、社会贡献 20 B2 

课程目标 3 
实习报告质量 流程图绘制 10 C1 

(C1 + C2)/20 
口头答辩 企业生产数据分析 10 C2 

课程目标 4 
实习报告质量 名词解释 5 D1 

(D1 + D2)/15 
口头答辩 工艺、设备知识 10 D2 

课程目标 5 
平时考核 分组讨论发言 10 E1 

(E1 + E2)/15 
实习报告质量 岗位职责、团队定位 5 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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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院化工系 20 级 110 位同学的生产实习为例，根据上述达成度的计算方法，五个课程目标的达成

度分别为 0.82、0.80、0.82、0.80 和 0.86，五个课程目标的达成度均为良好。通过上述达成度情况发现，

课程目标 1 达成度较低同学对车间工艺流程关联性和连续性掌握稍差、组织指挥人员调配的能力也稍有

欠缺。课程目标 2 达成度较低同学对参观企业相关文化、历史及生产安全意识和企业社会贡献也只是基

本掌握。课程目标 3 达成度较低同学对车间工艺流程掌握一般，生产流程图绘制不熟练。课程目标 4 达

成度较低同学工艺流程和生产设备的专业词汇基本理解，同时对专业词汇的应用能力也较为一般。课程

目标 5 达成度普遍较高，说明同学们在团队中具备较强独立或者协作完成工作的能力。同时根据评价结

果，进行原因分析并提出下一年改进措施，有助于教学课程的持续改进和学生能力水平的稳步提升。 

5. 结语 

文章以工程认证背景下化工专业生产实习实践课程为例，对生产实习的实习方式和实习内容进行了

分析研究。提出了服务于工程认证毕业要求的课程目标，并对课程目标的考核模式进行了完善和创新，

最后对课程目标的达成情况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在该评价体系下，五个课程目标的达成度均达到 0.8，
达成情况良好，能够较好考察化工专业学生的专业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后续会

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总结，持续改进，全面提升生产实习课程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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