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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就业能力为导向提升应用化工技术专业教学
质量案例分析

——以和田师范专科学校为例

苏 敏 邹 进通讯作者 何被周 李欣燕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理学院（职业技术教育学院） 848000

摘要：本文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高职院校应用化工技术专业教学、就业能力为研究对象，通过就业市场、校企合作、

职业技能大赛为引领，提升应用化工技术专业教学，提升学生就业能力、就业专业对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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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状分析
目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推进新型工业化暨高质量建设“八

大产业集群”，“八大产业集群”包括：油气生产加工、煤炭

煤电煤化工、绿色矿业、粮油、棉花和纺织服装、绿色有机果

蔬、优质畜产品、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油

气生产加工、煤炭煤电煤化工产业与应用化工技术专业联系紧

密。加快推进新疆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建设“八大产业集群”，

提升新质生产力，都需要大量的技术人才，为了促进地区经济

发展，培养高质量技术人才是当前要解决的问题。应用化工技

术专业培养人才方向要结合院校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向，目

前和田地区正处于经济发展上升期，集聚在和田地区的化工产

业业有油气储运、精细化工产品生产、有机肥生产。应用化工

技术专业毕业生就业专业对口率不理想。毕业生从事的行业不

同，要求就业能力就不同，学生的就业能力受本身性格气质以

及在校期间教学课程的影响。如何提升应用化工技术专业就业

对口率、培养高质量专业对口人才，这值得探究。

2 研究目标
本文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高职院校应用化工技术

专业就业能力为导向，倒退专业教学，促进提升专业教学质量。

立足高等院校三大职能：培养人才、发展科学、为社会服务。

在开展高职院校教学中，应用化工专业教学方向紧扣本地区经

济发展，培育出促进和田地区经济发展的专业性人才。应用化

工技术专业培养的人才需要具有坚实的应用化工技术方面的基

本理论、基本知识和较强的实验技能，掌握煤化工方向、大化

工方向（如生产化肥、氯碱等）、精细化工方向（化妆品、洗

涤剂、涂料制作等）等基本原理和专业技能，能在科研机构、

企事业单位，轻工、医药、环保、日用化工及相关领域从事科

学研究、产品生产、实验检测、生产技术管理等工作。

应用化工技术专业的专业能力包括三个方面：实验室检测

能力；化工设备操作能力；安全评价、环境评价、可行性研究

设计能力。

本次研究从毕业生就业对口率、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产品

入手开展研究，研究目标为：（1）应用化工技术专业对口就

业率达 80% 以上。（2）一份切实可行、联系实际、课程联动

的人才培养方案。（3）每一门专业课程或可成系列的专业课

程输出一项产品。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为：（1）本项目主要

解决的问题是应用化工技术专业从专业技术角度上如何服务社

会？如何提升学生就业专业度？提升学生的就业待遇？（2）

从社会角度讲，化工类企业缺什么样的技术型人才？（3）从

教学上讲，如何设置人才培养方案？（4）从课程角度讲，教

师如何讲授专业课程？

3 案例分析
本研究以应用化工技术专业为研究对象，以人才培育方案、

课程、实验室实训为载体，以校企合作、职业技能大赛为引领，

以就业市场为导向，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安排相互交叉、相互

渗透、联系紧密的课程，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感、专业成就感，

输出课程产品，从而提升学生就业能力。

（1）就业市场。截至 2024 年 3 月，对和田地区的招聘信

息进行调研统计，符合应用化工技术专业的岗位涉及：化肥渠

道销售，日化产品销售、油气销售、操作工、质检员、实验检

测员，所要求的就业能力为相关专业知识和岗位要求的能力，

如表达能力、思维能力、研究能力等。详细如表 1表示：

表 1 2024 年 3月应用化工技术专业的岗位、就业一览表

序号 岗位 就业能力

1 化肥渠道销售
具备化肥专业知识、责任感、表达能力、思

维能力

2 日化产品销售
具备日化产品专业知识、责任感、表达能

力、思维能力

3 油气销售
具备油气储运安全知识、责任感、表达能

力、思维能力

4 操作工 会电脑操作、吃苦耐劳、有责任心

5 质检员 吃苦耐劳、人品良好

6 实验检测员
具备专业实验知识、计算机操作能力、研究

能力

（2）校企合作。近三年对和田地区的、涉及化工行业的

企业进行调研，调研的企业类型有化肥生产销售类、精细化工

产品生产销售类、环保科技类等 10 个类型企业，对人才的需

求为具备化学化工专业知识、实验室操作能力、化工识图能力、

生产设备调试能力等，与企业进行的合作为学校向企业提供实

习生、毕业生，学生到企业实习、就业，与石油储运销售类公

司共建职业技能培训基地。

（3）职业技能大赛。2023 年 12 月参加 2024 年自治区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选拔赛 -“东方仿真

杯”生物与化工类赛项高职组化学实验技术、化工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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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实验技术分三个模块，模块一考查酸碱滴定、物质合成，

天平使用、蒸馏装置及各物质取用实验技能，模块二考查使用

气相色谱仪分析合成物质，模块三考查使用仿真软件模拟气相

色谱仪分析物质技能。化工生产技术分两个模块，模块一考查

化工专业基础、模块二考查化工产品生产工艺仿真，模块三考

查化工设备实操技能。

（4）人才培养方案。人才培养方案以教育部印发《职业

教育专业目录（2021 年）》中应用化工技术为准绳，结合就

业市场、校企合作、职业技能大赛进行调整。才培养方案分为

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通识教育必修课程，第二部分为专业教

育课程，第三部分为实践教育，本文重点对专业教育课程进行

调整分析，专业教育课程分为专业基础必修课、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形成的人才培养。

从就业市场调研得知用人需求通过参加每年的职业技能

大赛，积累教学技能考核要求。如 2024 年化学实验技术考核

HSE 和实验设备与气相色谱仪等分析技能，化工设备操作考核

设备操作仪表知识，仿真 DCS 等内容，在教学中融入职业技能

考核要求提高教学水平。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实习生到企实习，

与企业开展横向课题研究，职业技能培养工作中与企业交流行

业内最新专业的动向，积累就业市场、职业技能比赛、校企合

作三方面的考专业数据，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开设适应市场企

业、符合职业技能大赛的课程，根据学情环环相扣，由专业基

础课程到专业核心课程，形成一份切实可行、目标指向就业能

力的人才培养方案。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培育具有就业竞争力

的应用化工技术专业毕业生。

4 实施方法
（1）调查研究。大学教育主要服务的对象有两个，一个

是教学对象——学生。一个是社会，如何以应用化工技术专业

的专业能力提升和田地区科学技术水平？应用化工技术专业的

专业能力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实验室检测能力；化工设备操作

能力；安全评价、环境评价、可行性研究报告评价编写能力。

应用化工技术专业的专业方向包括三个方向：煤化工方向、大

化工方向（如生产化肥、氯碱等）、精细化工方向（化妆品、

洗涤剂、涂料制作等）。从专业角度出发，调研和田地区化工

类企业，明确企业人才需求。看同行、看前辈，与疆内外应化

专业相关院校交流沟通、参加职业技能大赛

（2）内部改革。总结调研社会、企业需求的人才。同行

学校培养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实验实训设置。总结前期

调研数据，结合和田地区对化工类企业人才技术方面的需求，

从而修订人才培养方案、输出课程产品。

（3）实施、考核。对应用化工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

置的课程进行产品输出，要求每一门课程或者一系列的课程输

出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可以是一项技术，也可以是一个案例

分析，也可以是制作一个香皂、口红，或者说是一个讲解，或

者一门技术，一项能力。最后对学生就业率、就业质量、就业

行业进行考核。

（4）具体方法。本项目所用的方法：前期调研法，有走

访沟通交流，也有问卷调查。然后，对积累的数据进行一个归

纳总结，采用企业管理当中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进行管

理，从专业角度实施，一门或一系列课程输出产品，到学生就

业，形成一个闭环。

5 创新之处
（1）区域创新。截至目前，应用化工技术专业在和田地

区只有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唯一具备该专业。立足和田地区研究

应用化工技术专业教学，在和田地区的教育历史上是首例。目

前，本文结合和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化工类企业的人才需

求，提升学生的专业素质、专业能力，以期为社会培养专业型、

技术型的人才。

（2）课程产品。本项目研究的过程涉及到每门课程或者

一系列课程，输出一个产品。这样既体现课程的理论性，也体

现课程的实践性，通过理论－实践课程来提高学生的素质能力、

专业能力。让学生既能讲专业，又能做专业，达到这样的教学

目标。提高学生的专业对口就业率，提升学生的就业待遇。

6 意义
本研究以“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为基本理念，

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发展规律，着眼长远，立足当前，坚

持面向市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教学方向，健全德技并修、

产学结合育人机制，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

突出职业教育的类型特点，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以赛促

学、一课程一成果，推进教师、教材、教法改革，规范人才培

养全过程，加快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1）提升教育质量。此次教学研究中，引入校企合作，学校、

企业可以共享资源，相互补充。企业可以为学校提供实践经验、

实践场所、实践设备，帮助学校更好地了解行业发展趋势和市

场需求，从而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提高教育质量。同时，学

校可以为企业提供理论知识和人才支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

题，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2）增强学生实践能力。学生是学校的核心，学生的实

践能力是衡量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准。通过校企合作、职业

技能大赛，学生可以更好地了解行业的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

从而更好地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

（3）促进产学研结合。产学研结合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的重要途径。通过校企合作，学校和企业可以共同开展

科研项目和产品研发，实现产学研的有机结合。校企合作项目

的实施可以促进企业的发展，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时也

可以为高校提供资金支持，推动高校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如

2023 年我校与中国石油新捷能源的共建实训室。

（4）以赛促学。应用化工技术专业职业技能大赛为“化

工产品技术”、“化学实验技术”两个赛制，职业技能比赛名

次，是衡量学校应用化工技术专业学科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准。

通过参加比赛，将竞赛内容融入到教学中，以赛促教、以赛促

学，提升学生职业技能水平、提高学校应用化工技术专业在全

疆、全国的教学质量。本教学成果奖培育项目旨在提高教育教

学质量，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升学生学业成就，加强合作伙

伴关系，优化资金筹集与使用等方面的成果形式具有广泛的推

广和应用价值。

（5） 受益面。本研究应用范围广泛，适用于高职高专应

用化工技术专业人才培育模式，旨在提高就业质量。受益面广

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教师受益：通过参与项目实施和

培训活动，教师可以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和专业素养，增强教育

创新能力。学生受益：通过改进教学方法和优化教学资源，学

生可以提高学业成绩和学习兴趣，增强综合素质和竞争力。学

校受益：通过推广和应用本项目的成果形式，学校可以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促进学校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受益：

通过推广和应用本项目的成果形式，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教育

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

7 结束语
总之，本教学成果奖培育项目预期的成果和效果将紧紧围

绕着提高教育质量和效果这一核心目标，通过推广和应用，实

现项目价值的最大化。本教学成果奖培育项目预期的成果和效

果将为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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