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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化工专业生产实习是化工专业学生重要的学习环节之一，在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化工专业生产实习需

适应“以学生为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的新要求，但传统模式面临教学内容滞后、方法单一、管

理松散等挑战。本文深入探讨工程认证背景下化工专业生产实习，详细阐述工程认证提出的新要求，剖

析现存问题，提出系统性优化方案，将实习目标与工程认证观测点精准对接，引入企业真实案例，全面

展示基于工程认证理念的改革举措，通过校企协同、虚实结合、动态评价，全面评估学生能力达成度等

策略，确保教学质量稳步提升，改革成效显著，有效弥合传统实习与工程认证标准的差距，为化工人才

培养提供可推广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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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duction internship for chemical engineering students is a vital component of their academic 
training. Under the framework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EEC), such internships m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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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 to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being student-centered, outcome-oriented, and continuously im-
proved. However, traditional models face challenges including outdated teaching content, monoto-
nous methodologies, and insufficient management.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production internships within the EEC context. It elaborates on the updated 
demands imposed by EEC standards, analyzes existing issues, and proposes systematic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Specifically, internship objectives are aligned precisely with EEC assessment points, real-
world corporate case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curriculum, and reform measures based on EEC prin-
ciples are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ed. Through university-enterprise collaboration, integration 
of virtual and practical training, and dynamic evaluation mechanisms, this study assesses students’ 
competency attainment to ensure steady improvements in teaching quality. The reforms demon-
strate significant effectiveness, effectively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raditional internships and EEC 
standards, thereby offering a replicable practical pathway for talent development in chemical engi-
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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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程认证是国际通行的工程教育质量保障制度，工程认证的核心理念是“以学生为中心、成果导向、

持续改进”，源于 OBE 教育模式。OBE 强调教育活动应围绕学生最终需达成的能力目标展开，而非知识

灌输。在化工专业实习中，要求将实习目标与毕业要求中的能力指标建立明确的映射关系。 
在这一背景下，化工专业生产实习作为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与工程素养的关键环节，既迎来机遇，也

面临挑战。随着化工行业快速发展，对化工专业人才的实践、创新及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提出了更

高要求。生产实习是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化工生产的重要途径，有助于学生理解生产流程、掌握

操作技能、树立工程意识和养成职业素养。然而，传统化工专业生产实习在教学内容、方法和管理上存

在诸多问题，难以满足工程认证标准和行业发展需求，因此探索新的实习模式意义重大[1]。 

2. 工程认证对化工专业生产实习的新要求 

2.1. 全面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从“统一供给”到“个性赋能” 

工程认证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提供多样化的学习路径和资源，化工专业生产

实习需充分考虑学生个体发展需求，依据学生兴趣和特长，提供多样化实习岗位和内容选择，激发学生

主观能动性与学习热情。 

2.2. 明确基于成果导向的目标  

基于成果导向原则，生产实习需明确支撑工程认证标准中的核心能力，要明确学生实习结束后应达

成的能力目标，这些目标需与工程认证毕业要求紧密相连，毕业要求指标点需通过实习环节实现具象化

映射。学生应具备精准分析、有效优化和合理控制化工生产过程的能力，能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具

备良好团队协作与沟通能力等，实习教学内容编排和方法选择应以实现这些能力目标为核心，实习目标

需可量化、可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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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建立健全持续改进机制 

工程认证要求建立持续改进机制以提升教学质量，基于 PDCA 循环(计划–执行–检查–处理)构建

实习质量闭环管理，通过企业反馈、学生自评等数据迭代优化实习方案，在化工专业生产实习中，需定

期收集学生、企业和教师的反馈意见，全面评估和深入分析实习教学过程，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教

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优化管理措施，确保实习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3. 化工专业生产实习教学的重要性 

化工专业生产实习是化工专业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学生通过参与化工生产过程，直观观察设备运

行状态，了解物料流转顺序，透彻理解工艺流程，一方面有助于学生将抽象理论知识具象化。我校学生

通过对焦化厂各生产车间的实习，使自己身临其境，接触生产实践，了解生产流程、生产工艺、生产技

术、质量标准、了解企业文化、企业环境、企业管理及各种规章制度，掌握企业所需的新理论、新技术、

新工艺、新方法，获得岗位的实际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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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通过生产实习，能有效提升学生实践操作技能，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企业实习

时，学生可能遇到设备故障、工艺参数异常等问题，通过与企业技术人员协作解决，锻炼应急处理能力

和创新思维，为适应化工行业工作岗位做准备，实现学生与企业需求的无缝对接，为今后缩短职业适应

期，熟悉工作岗位打下良好的基础，在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4. 当前化工专业生产实习存在的问题 

4.1. 实习内容与工程认证要求存在偏差  

传统实习内容多集中于常见化工产品生产流程，对新能源化工、智能化工等新兴领域及前沿技术涉

及较少，与工程认证培养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要求差距较大[2]。面对新能源化工电池材料制备

工艺优化、智能化工生产过程智能化控制等复杂问题，学生因知识储备和实践技能不足，难以提出有效

解决方案。 

4.2. 教学方法较为单一  

目前实习教学方法主要是教师讲解和学生观摩，学生主动参与度低。这种单一方法不利于培养学生

实践操作、创新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无法满足工程认证对学生能力培养的全面要求。学生被动

接受讲解，缺乏自主思考、探索和动手实践机会，难以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操作能力[3]。 

4.3. 实习管理存在漏洞  

实习管理存在诸多问题，如实习计划制定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未充分考虑企业生产情况和学生个

性化需求；实习考核方式不够具体，实习过程中对学生监督和指导不到位，缺乏数字化监管工具，实习

动态难以实时追踪，导致实习效果参差不齐[4]。实习考核评价体系不完善，无法全面准确评价学生实习

成果和能力提升情况，严重影响实习教学质量，与工程认证对教学管理的严格要求相悖。 

5. 基于工程认证的化工专业生产实习改革实践 

工程认证的化工专业生产实习改革实践，是提升化工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通过优化实习基地

建设、强化监督管理、创新实习形式、加强校企合作等措施，使毕业要求指标点能够通过实习环节实现

具象化映射，有效提升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为化工行业培养更多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表 1 为

我校新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观测点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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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curriculum objectives and graduation requirement observation points 
表 1. 新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观测点对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观测点 

课程目标 1：合理分析、评价工程实践对社会、健康、安全、

法律、文化的影响，以及这些制约因素对项目实施的影响，并

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观测点 1：能分析和评价工程实践的影响，并理

解应承担的责任。 

课程目标 2：通过连续化工艺生产操作，使学生具有组织、协

调和指挥团队开展工作的能力。 观测点 2：能够组织、协调和指挥团队开展工作。 

课程目标 3：通过现场对生产工艺、设备、系统等学习，结合

所学理论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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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测点 3：能就化工领域专业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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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生产实习毕业要求观测点，针对实习基地优化、教师队伍建设、实习模式创新、监督管理和评

价体系完善等方面进行改革，改革过程中需不断总结经验，持续改进，以适应工程教育认证和行业发展

的新要求。以下是改革案例，改革内容与毕业要求观测点相契合，支持学生达成毕业能力指标。 

5.1. 创新生产实习教学模式，实习岗位同质化 

开发差异化岗位，建立模块化实习包，进行角色与职责设计，学生可根据职业规划自主选择赛道。 
邀请企业高级工程师、技术骨干担任实习指导教师，与我校教师组建双师型教师团队。企业教师凭借丰

富实践经验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为学生提供贴近实际生产的指导；校内教师在理论知识方面提供支持

和讲解。通过双师型教师团队协同指导，提高学生实习效果和能力培养质量。 
根据企业导师要求，学生分组模拟车间主任、班长、各生产岗位操作及维护人员等角色，为每个职

位设定明确的工作任务和目标。模拟车间主任的同学负责统筹车间全面工作，制定生产计划并协调与其

他车间的工作衔接，确保整个焦化生产流程顺畅；模拟班长的同学负责依据生产主任下达的生产计划，

合理分配至各岗位，实时监控本班生产流程，及时处理生产异常情况；组织班前、班后会议；模拟各生

产岗位操作人员的同学负责制定工艺操作规程，监控焦炉温度、压力等关键参数，模拟调整操作确保参

数稳定；准确记录炼焦生产数据。 

5.2. 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学生按照分配的岗位履行职责，完成具体的生产任务。某实习小组在 JN60 型焦炉车间实

习期间，模拟车间生产主任的学生分配任务给四大车岗位，要求模拟四大车岗位的学生根据本车间焦炉

型号及所采用的推焦串序排出推焦计划顺序表，同学合作讨论制定推焦计划，教师和企业导师对学生的

计划表进行评价，提出改进建议，让学生在虚拟情况中进行工艺操作练习和故障排查训练，同时结合现

场情况解决问题，提高学生实践操作和应急反应能力，教师和企业导师进行评价，实现理论与实践深度

融合[5]-[7]。 
开发差异化岗位进行分组模拟岗位角色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真实场景重构学生的工程思维，从单一

技术视角转向多维协同，从被动执行转向主动创新，提升实习成果的认可度。角色模拟设计基于社会认

知职业理论(SCCT)，通过效能信念→目标设定→绩效达成的路径提升工程认同感。 

5.3. 完善评价考核体系 

采用多元化评价指标，除实习报告评价外，增加学生实践操作、团队协作、创新等方面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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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现场操作考核、小组项目评价、创新成果展示等方式，全面评价学生实习表现，更准确反映学生实

际能力水平。加强生产实习过程性考核，关注学生学习态度、参与度和能力提升情况。定期检查评价实

习进展，及时反馈指导，促进学生改进提高。教师每周检查评价学生实习情况，记录问题并与学生沟通，

帮助学生成长[8]-[10]。 

6. 改革实践效果 

通过一系列改革实践，化工专业生产实习取得显著成效。学生实践、创新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

力显著提升，实习表现得到企业高度认可。实习教学质量不断提高，为学生就业和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

础。持续改进机制有效运行，不断优化实习教学内容和方法，使实习更好地适应工程认证要求和行业发

展需求[11]。 

6.1. 学生能力提升显著 

以 JN60 焦炉推焦计划制定为例：改革前 12 组学生中仅 3 组(25%)能独立完成计划编制，改革后采用

岗位模拟和双导师制，10 组(83.3%)成功制定合规计划。工程认证推动的生产实习变革，本质是将化工专

业教育从“知识传递”转向“能力锻造”。当学生在实习中能独立解决生产实践问题，工程教育的“毕业

要求达成度”才能真正落地。这不仅是教学环节的优化，更是对化工高等教育本质的回归。对比改革前

后学生在实习中的表现，参与改革后的学生实践操作能力有较大提升，在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方面，

能够独立提出有效解决方案的学生比例有所提高。 

6.2. 企业满意度大幅提高 

在校企联合培养环节中，根据企业对实习学生的评价反馈数据显示，改革后企业对实习学生的满意

度有所提升，双师型教师团队通过调查问卷显示，企业导师对学生实践能力满意度为 92.0%。企业评价主

要集中在学生的专业技能提升、团队协作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上，认为改革后的学生能更快适

应企业工作节奏，为企业创造更多价值。 

6.3. 教学质量明显改善 

经以上教学改革后，对学生进行实习教学的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满意度较上一届调查结果提升接

近 10%。学生表示对改革措施总体满意，教学质量有所提高。同时，教师在实习教学中的教学效果评估

也得到了显著提升，持续改进机制有效运行，不断优化实习教学内容和方法，使实习更好地适应工程认

证要求和行业发展需求。 

7. 结论 

在工程认证背景下，化工专业生产实习改革与实践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通过创新教学模式、

强化监督管理和完善评价考核体系等改革措施，能有效提升实习质量，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成果导向和

持续改进理念，不断探索创新，推动化工专业生产实习教学持续发展，为化工行业培养更多高素质应用

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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