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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教融合是将教育教学与产业进行深度融合，通过学校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校企合作，有利于提升学生的

专业技能和实践能力。化工技术经济与项目管理是高等院校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的专业必修课，课程具

有经济学和工科学科的特点。文章分析了该课程在当前教学中的不足，结合应用型本科教育对人才培

养的目标及行业、企业对人才综合素质能力的需求，在产教融合模式下设计了教学大纲、教学方式方

法、课堂教学过程、课堂思政元素、课程评价等方面，提出教学改革探索方法，将行业、企业所需的

职业素养、技能及对学生“工匠精神”的培养作为教学的重要目标，从而促进企业对高校培养学生的认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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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emphasize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By the 
co-construction of school and enterprise, it is useful to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practi-
cal ability. The course of Technical Economy and Project Manage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the major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in university. The course 
i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s and engineering.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ourse in the current teaching process, and puts forward the exploration method of teaching reform. 
Combining the goal of appli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for talent training and the demand of in-
dustry and enterprises for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ability of talents, it was designed the 
teaching syllabus, teaching methods, teaching process,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and course eval-
uation in the mode of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t takes the important goal of teaching 
of professionalism and skills required and the cultivation of craftsman spirit of the students by the 
industry and enterprises, so as to promote the recognition of enterprises to train students in uni-
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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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产教融合是指学校根据专业特色，把专业建设的教学与产业进行深度融合，相互支持，相互促进，

形成学校与企业浑然一体的办学模式。产教融合是产业与教育的密切结合，是高等院校教学质量提升、

高质量人才培养的一种方式。深化产教融合，是推进人才和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项非常迫切的

任务。充分发挥行业、企业的优势，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供给–需求–供给”闭环反

馈，促进企业需求侧和教育供给侧精准对接、全方位融合，为社会提供实用性人才的重要手段。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产业需求更好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持续优化人力资源供给结构，

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发布《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 年)》[1]。
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对职业教育和本科教学同样重要。随着“新工科”建设计划的提出，工程教育

改革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社会对应用型高级人才的需求扩大，工程教育背景下学生的培养已成为应用

型、复合型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的重要路径，积极构建新工科背景下产教融合、校企联合模式下的培养

各专业学生，已在多所高校开展并卓有成效[2]-[6]。 
《化工技术经济与项目管理》课程是一门工程技术科学和经济科学相互渗透发展形成的一门交叉学

科，是学生接触工程技术和项目管理的桥梁，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是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满足社会对

化学工程领域综合性人才的需求，也适应化工建设项目中的人才要求。尤其是当前我国处在经济结构转

型关键期，项目建设从粗放型转为精细型，化工项目建设也向高端化、精细化、平替化发展，因此对化

工既懂专业技术又懂管理的综合性人才的培养和对社会输出也是高校教学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该课程中

引入产教融合的理念，进行课程模式改革和探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培养学生作为化学工程师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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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素质和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 

2. 课程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化工技术经济与项目管理》课程是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的专业必修课，通过该门课程的学习，使

学生能用化工技术经济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及其在项目前期决策中的应用，对项目的资金筹

措、项目管理等有一个系统的评价，掌握对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方法，以达到能对具体化工项目进行公正、

客观、合理、准确评价的目的，使学生深入了解化学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培养学生作为化学工程师必备的素质和能力。然而在产教融合背景下，我院该课主要存在的

问题如下： 

2.1. 授课方式单一，理论与实践脱节 

通常课程采用传统的课件加板书的形式进行讲授为主，授课方式较为单一，尽管加入了多媒体课件

和部分互动，但部分学生的参与度低，学习效果差。教师授课主要是针对知识点进行讲解，主要依托于

课本的理论，而缺乏对实际案例的融合，不能使学生对企业的需求得到满足。 

2.2. 思政育人的设计不够深入 

随着思政育人的提出，传统课程中也渗透思政元素进行教学，但该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不够深入，

通常是授课教师生涩的讲解案例，缺乏充分考虑现实企业的需求，导致课程思政育人的效果不足。 

2.3. 教师与企业交流的缺乏 

该课程是一门交叉性学科的课程，同时要求教师对工程实际问题有较强的基础，但大部分高校教师

不具有一线的实践经验，使教师对课程大纲、授课体系等的设计与企业需要的人才脱轨，导致学生的培

养与企业的需求不匹配。 
因此，使企业和高校可以双向发力、双向整合，使产教融合得以推进和深化，以满足培养的学生可

以满足企业的需求，而真正实现产教融合。 

3. 产教融合模式下课程的构建 

基于对应用型高级人才的培养及工程教育背景下学生的培养，积极构建新工科背景下产教融合、校

企联合模式下的培养化工专业学生的课程改革，对解决传统课程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思考

和探索。 

3.1. 合理创新地设置课程体系 

传统课程体系的设置，仅将课程的知识点讲授给学生，这远不能满足当前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因

此组织学校教师和企业专家成立授课组探讨课程授课大纲和授课方案，结合企业的实际需求，通过实践

性环节的设置，使学生有机会亲身参与解决真实案例出现的问题，从而提高授课内容与人才培养相匹配。 
通过校企双方教师和技术人员共同研发教材、确定课程大纲，企业专家走进课堂共同授课教学，实

践项目设立“双导师制”的指导，“学校评价–企业评价”等方式方法，使课程能够达到培养学生实践能

力的需要，最终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的能力适应将来行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3.2. 校企教师团队的建立 

建立一支具有知识和技术梯度的教师团队。校内教师由具有一定企业经验的教师进行授课，校外教

师由多年在工程一线工作的设计院专业设计人员和工程管理人员构成。产教融合、校企共建课程是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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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教师主导下，结合企业实际工作的经验和案例，提炼出适合大学生接收的案例，让大学生能够更好地

适应企业的工作环境。 
在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路径中，引入企业导师是一项创新性的举措，通过实践项目设立“双导师制”。

产教融合的核心在于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密切合作。通过建立学校与企业的合作桥梁，企业导师将为学生

提供更实际、更贴近实际工作的学业指导。企业导师可以分享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帮助学生更好

地理解职业发展路径，并为其提供实用性的建议。此外，企业导师还可以与学校教师紧密合作，将实际

行业需求融入到课程设计和教学中，促进实践与理论的更深度融合。 

3.3. 企业专家走进课堂 

根据课程大纲的设置，邀请企业专家走进课堂，根据其工作经验和项目实例，为学生讲解理论课的

知识点在实际项目中的应用，这些新颖的授课模式可以调动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度，激发学生的

思考，开拓学生的眼界。比如课程中项目的不确定性分析及产生因素的内容，企业教师根据实际项目某

公司技改工程的延期和未竣工事宜与学生进行分享，介绍项目简介、内容、建设周期、资金来源及实际

工程进展情况，让学生分析项目在通货膨胀和物价变动、技术装备和生产工艺变革、生产能力的变化、

建设资金和工期的变化、国家经济政策和法规的变化等方面产生的不确定性因素，使学生对该知识点的

内容和产生原因进行深度剖析，清晰认识项目中的不确定性，深入理解知识点在真实项目中的实践应用。 

3.4. 课程思政育人 

通过学校教师与企业专家的交流，邀请企业专家为课程思政案例提供丰富的素材，企业专家的工程

经验可以为课程思政的建设提供案例，校企双师的交流可以对提升思政育人具有良好的效果。通过课程

中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学习，提出课程思政真实案例，在项目可行性研究的调研过程中，技术人员需要实

事求是地提出对项目的设计，对环保、三废排放及治理等的合理评估，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诚实守

信、职业道德等思想品德。 

3.5. 构建多元化的评价体系 

该课程的评价，原来主要由 80%的期末考试成绩和 20%课堂出勤和课堂表现组成，考核在执行过程

中不能体现学生的综合能力；经过教研组授课教师及企业相关教师共同探讨，了解企业的用人需求，形

成了“学校评价–企业评价”等相结合的评价方式，使该课程的评价调整为 60%的期末考试成绩和 40%
的平时考核成绩，平时考核包括 4 部分：课堂出勤、课堂讨论占 1/4，课后作业占 1/2，课程相关案例的

分析和论述占 1/4。通过多元化的考核评价方式，企业教师参与学生的考核，依托产教融合，使学生的培

养目标得到提升，学生的能力达到企业的需求，通过逐步的优化完善考核评价体系，达到培养的学生满

足企业的需求。 

4. 产教融合模式下校企合作的实施过程和方法 

4.1. 校企合作的实施过程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共建《化工技术经济与项目管理》课程的研究思路，一是共同制定课程标准：

学校和企业共同制定课程标准，以适应行业和企业的需求，确保课程内容与行业标准紧密相连。二是共

同开发教材：学校和企业共同开发教材，教师与企业专家交流课程主要思路和内容，企业提供真实的项

目案例和实践经验，经共同研讨后开发教材，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三是共同授课：学校和企

业共同授课，将企业专家请进课堂，让学生接触到最新的行业知识和技术。四是共同建设实践基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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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经验。最后共同评价课程：学校和企业共同评价课程，以确

保课程的质量和效果达到企业和行业的用人要求。 

4.2. 校企合作的实施方法 

针对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化工技术经济与项目管理》课程偏重实际工程实践教学特点和理论联系

实际的教学要求，通过校企双方教师和技术人员共同研发教材、确定课程大纲，企业专家走进课堂共同

授课教学，实践项目设立“双导师制”的指导，“学校评价–企业评价”等方式方法，依托产教融合应用

理论，为达到学生的培养目标，通过企业的参与意见，在执行过程中应用科学的理论培养学生能力达到

企业的需求。通过对化工人才的培养目标、培养理念的分析，结合学校在“立足冶金”领域的特色与优

势，充分挖掘校内外办学资源，剖析产教融合的课程建设的内涵与实现路径，以探索产教融合对《化工

技术经济与项目管理》课程培养体系执行的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法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technical route of teaching training system about the course of Technical Economy and 
Project Management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under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Education 
图 1. 产教融合对《化工技术经济与项目管理》课程培养体系执行的技术路线 

5. 产教融合、校企联合培养的效果 

“产教融合”是推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破解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结构性矛盾的有效途径。具体表

现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中，应综合考虑社会需求和学生发展情况，构建“产教融合”育人模式，强化与地

方支柱产业及特色资源的对接，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对“产教融合”背景下《化工技

术经济与项目管理》课程进行探索，明确了课程培养目标定位，形成了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思路，并对人

才培养路径保障措施进行了分析。初步构建了较为科学的“产教融合”育人模式，希望在实践中不断修

正与完善，形成本课程与产业行业紧密结合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产教融合、校企联合培养模式，针

对《化工技术经济与项目管理》课程的效果和成效预计如下： 
① 教师能力的提升 
通过专业教师多与企业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沟通交流，高校教师具有一定的兼职参与企业工作的经历，

可以从企业汲取丰富的实践经验，对授课知识点的理解、案例的引入和课程思政元素的设计具有助力。 
② 学生能力的提升 
校企联合培养的授课模式，不仅增加了学生的实践经验，对学生的就业和企业招聘人才均有益处。

引导学生参加创新大赛，提高学生创新能力，提升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注重产学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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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才培养创新等方面的发展，不断提高课程建设的质量和育人效果，为培养出更符合社会需求的应

用型人才提供保障。 
③ 课程效果的提升 
通过产教融合背景下本课程的教学改革探索，不断改善课程的评价方式和方法，设计授课内容、方

法及考核内容，使学生针对本课程的学习成效有所提升，达到课程改革的效果。 
通过 3 年的教学改革探索，提高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使学生对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更加扎实，促

进了学生各项能力的提升。采用产教融合的校企合作模式教学后，学生课堂的渗透率、参与度明显提升，

学生课程考核的平均成绩提高到 81，较之前提升了 3%~8%。以化工 21-4 班为例，班级总人数 31 人，其

中优秀 4 人，占 12.9%；良好 14 人，占 45.2%；中等 9 人，占 29.0%；及格 4 人，占 12.9%；优良率明

显提升。 

6. 结语 

① 为了加强学生对生涩知识的理解，引入了校企联合、产教融合的培养方式和教学模式，改进《化

工技术经济与项目管理》课程教学方法，使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充分发挥专业技能和工程经验，激发学生

的能力和兴趣，启发学生思政育人效果，使学生从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项目的预算、项目的管理等方面

均有更清晰的理解，这对学生的就业能力和职业素质有所提高，对社会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② 注重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创新等方面的发展，不断提高课程建设的质量和育人效果，为培养出

更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提供保障。通过产教融合模式授课，校企双方教师和技术人员共同研发教材、共

同授课，设立“双导师制”的指导，学校评价–企业评价的方式，提高企业对学生就业的满意度，促进企

业对毕业生的接受程度。 
③ 引导学生参加创新大赛，提高学生将课本知识应用到实践中的能力。提升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以达到学生培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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