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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煤化工技术

专业代码：570212

二、入学要求

普通高级中学毕业、中等职业学校毕业或具备同等学力（符合我区 2019年普通高

校招生报名条件的高级中等教育阶段毕业生、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牧民工、新

型职业农牧民、企业在岗职工和在我区务工的外来务工人员等）

三、基本修业年限

三年(实施弹性学习，最长不超过 5年)

四、职业面向

本专业职业面向如表 1所示。

表 1 本专业职业面向

所属专业大类

（代码）

所属专业类

（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

（代码）

主要岗位群或

技术领域举例

生物与化工大类

（57）

化工技术类

（5702）

石油、煤炭及其

他燃料加工业

（25）；

化学原料和化

学制品制造业

（26）

化工工程技术人员（2-02-06）；

化 工 产 品 生 产 通 用 工 艺 人 员

（6-11-01）；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人员（6-11-02）；

化学肥料生产人员（6-11-03）；

煤化工生产人员（6-10-03）；

炼焦人员（6-10-02）

煤化工生产操作；

煤化工工艺管理；

煤化工安全管理；

煤化工原料及产品检验

五、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

平, 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力和

可持续发 展的能力，掌握本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面

向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能够从事煤化工生产操作、煤化工工艺管理、煤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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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煤化工原料及产品检验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六、培养规格

本专业毕业生应在素质、知识和能力等方面达到以下要求：

（一）素质

（1）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

（2）崇尚宪法、遵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热爱劳动，履行道

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3）具有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工匠精神、创新思维。

（4）勇于奋斗、乐观向上，具有自我管理能力、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有较强的

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5）具有健康的体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掌握基本运动知识和 1-2项运动技能，

养成良好的健身与卫生习惯，以及良好的行为习惯。

（6）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能够形成 1-2项艺术特长或爱好。

（二）知识

（1）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

（2）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安全消防、文明生产等知识。

（3）掌握与专业相关的化学基础、识图与制图、设备、仪表、单元操作、分析检

验、现代化工 HSE等基础知识。

（4）掌握与专业相关的煤炭气化、液化、焦化及典型煤化工产品生产工艺运行的

知识。

（5）掌握煤化工安全生产相关的专业知识。

（6）掌握煤化工生产装置运行及基本维护的操作和方法。

（7）掌握煤化工生产仪表使用及基本维护的方法。

（8）了解煤化工原料及产品分析检验的原理和方法。

（9）了解煤化工生产技术的前沿理论、最新成果及发展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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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了解最新发布的煤化工技术专业相关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

（三）能力

（1）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3）能够识别和绘制工艺流程图、PID控制图、管道配置图。

（4）能够依据操作规范，对常用煤化工生产装置、仪表进行操作、使用和基本的

维护与保养。

（5）能够进行煤化工生产工艺的生产操作与过程控制，进行试车、开车、停车和

置换等操作。

（6）能够操作仪表或自控系统，实施对生产岗位全部工艺参数的跟踪监控和调节，

并能根据中控分析结果和质量要求调节岗位操作。

（7）具有分析、判断和处理不正常生产工况的能力。

（8）具有煤炭及煤化工产品进行基本性质评价和分析检验的能力。

（9）能够进行一定的安全防护和生产“三废”处理。

七、课程设置及学时安排

（一）课程设置

本专业课程主要包括公共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

1.公共基础课程

表 2 公共基础课程一览表

课程名称

（代码）
课程目标 主要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思想道德修养

与 法 律 基 础
(07000076)

通过本门课程的教学，

使同学们掌握有关人

生观、价值观、社会道

德、法律等理论，培养

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

及职业道德和法律素

养。

五大项目：

项目一：绪论

项目二：思想教育

项目三：道德教育

项目四：职业教育

项目五：法制教育

要求教师在深入研究和把握

学生思想活动规律的基础上，

坚持“以学生的成长为本”的

指导思想，不断改革与创新教

学方法和手段，吸引学生的思

想参与，启发学生的理解，调

动和发挥学生的自觉性、主动

性和参与性，共同完成教学目

的。

毛泽东思想和 通过教学，使同学们掌 四大项目：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参与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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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代码）
课程目标 主要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

概 论
(10000017)

握毛泽东思想及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

果的产生背景、实践基

础、主要内容、历史地

位及重大意义，在生活

及工作实践中运用实

事求是的方法培养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

感和使命感。

项目一：前言

项目二：毛泽东思想

项目三：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项目四：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极性，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效

果，力求通过多种教学方法在

教学过程中的结合运用，使理

论具体化，观点问题化，过程

互动化，结论自助化。

民族理论与民

族 政 策
(07000079)

该课程立足于世界范

围内民族问题的影响

和我国多民族国家的

国情，通过对大学生系

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

民族观与爱国主义的

宣传和教育、党的民族

政策的宣传和教育，培

养学生维护祖国统一

和民族团结的自觉性

及责任感，提高学生理

解和执行党和国家各

项民族政策的能力并

且具备必要的理论和

政策素养。

三大项目：

项目一：中国和世界民

族及民族问题的基本情

况

项目二：马克思主义关

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

本理论

项目三：中国共产党制

定和实施的民族政策

教学中，要求教师转变教学观

念，改革传统的教学方式和方

法，创立新的教学模式。在教

学过程中，使用教师主导、学

生主体的教育思想，,依据统编

教材的基本内容,结合民族地

区、本学校实际情况,采取专题

式讲授的教学模式。

形 势 与 政 策
1(07000071)
形 势 与 政 策
2(07000072)
形 势 与 政 策
3(07000073)
形 势 与 政 策
4(07000073)
形 势 与 政 策
5(10000014)

通过形势与政策教育，

及时向学生传达党中

央的最新的重大决策

部署和国家最新法律

法规及政策，帮助大学

生开阔视野，审时度

势，紧跟时代步伐，全

面正确地认识党和国

家面临的形势与任务，

提高认识、分析、判断

形势的能力，理解、拥

护、执行党的路线、方

针和政策，增强实现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宏伟目标的

自信心与责任感。

课程教学内容根据教育

部下发的每学期“形势

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

以及结合我校教学实际

情况和学生关注的热

点、焦点问题来确定。

每学期从国内、国际两

大板块中确定 3 个专题

作为理论教学内容，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形

势与政策课要根据新世

纪新阶段面临的新情况

新问题，加强教育教学

的针对性。

根据课程动态性特点，教学内

容要与时俱进

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要以教育

部社政司每年印发的教学要

点为依据

改变教学方式，实现灵活多样

采用多媒体教学，提升教学效

果

加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课内

实践体验，把形势与政策教育

与实际生活、具体活动结合起

来

定期开展社会调研，定点现场

教学，强化校外实践

职 场 英 语
(07000313)

本课程旨在向学生渗

透跨文化交际意识的

同时，培养学生在英语

语境中的职场交际、沟

通及处理日常事物的

1.会客与接待

2面试

3预定酒店

4入职培训

5商业洽谈与合同签订

通过学习掌握一定的词汇及

短语句型，能够就实用职场进

行简单的听说交流，并读懂一

定的阅读材料，可以提炼出中

心及回答出相关问题，使学生



6

课程名称

（代码）
课程目标 主要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能力，从而有较强的能

力来处理涉外职场中

所遇到的问题，熟悉英

语语境中关于职场中

的核心内容，为学生就

业打下坚实的英语基

础。同时通过课堂活

动，增强其对英语的学

习兴趣及培养自主学

习能力以适应我国经

济社会的发展。

6售后服务 的词汇量，阅读及听说能力都

得到一定的提高。同时掌握如

何运用所学相关英语句型，进

行职场口语会话交流。

基 础 数 学
(07000314)

带领学生回顾高中数

学函数等的基础知识，

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进而在此基础上讲解

函数、极限和微分，使、

学生们在学习基础数

学的过程中能够将其

运用于专业课程的实

践中去，为将来学生在

工作中或者继续深造

提供了必要的数学基

础。

在学生掌握基础数学

知识的情况下拓展学

生数学思维和逻辑思

考能力，能够在思想层

面有了更好的发展。

函数（高中部分详述）

极限

导数

函数教学是高中数学的主干，

也是基础数学的主脉。理解函

数的主要性质（定义域、值域、

单调性）、图像和意义对于学

习基础数学有重要作用。

在此基础上进行函数的继续

学习，使学生理解函数的极

限，计算导数得到很大帮助。

要求学生掌握简单的计算公

式方便之后应用。

给于学生重点总结方便同学

记忆与学习。

应 用 文 写 作
(07000309)

引导学生了解应用文

的基础知识，掌握一些

重要文体的格式和特

点，了解它们的功能，

能够写出格式规范的

应用文。

在学习过程中，重视对

学生健康人格的培养，

加强对他们人文素质

的教育，尤其要培养法

制意识和公民意识。

日用文书类：条据、公

示、启事、声明、海报。

社交文书类：邀请信、

请柬、感谢信、求职信。

财经文书类：合同、意

向书、协议书、标书。

传播文书类：消息、通

讯。事务文书类：计划、

总结。司法文书类：授

权委托书、起诉状、答

辩状。公文类：通知、

通报、请示、批复。

能够做到主题正确集中、材料

充实、有针对性、结构符合文

体格式、语言准确简练质朴得

体。能够在分析、处理材料的

基础上，应用比较、分类等方

法，恰当运用叙述、议论、说

明等表达方式。

计算机应用基

础(04001003)
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

掌握必备的计算机应

用基础知识和基本技

能，培养学生应用计算

机解决工作和实际问

题的能力；使学生初步

1．计算机基础知识

2.Windows操作系统

3.Word 文字处理软件应

用

4.Excel电子表格应用

5.Powerpoint 演示文稿

1. 掌握计算机的初步知识；

2．了解微机系统的基本组成；

3. 了解操作系统的功能，掌握

Windows2010 的基本操作方

法；

4.掌握图文编辑软件word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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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代码）
课程目标 主要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具备应用计算机学习

的能力，为其职业生涯

发展和终生学习奠定

基础；提升学生的信息

素养，使学生了解并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信息

道德和信息安全准则，

培养学生成为信息社

会的合格公民。

软件应用 的使用方法；

5.掌握使用电子表格处理软件

Excel2010 处理各种报表的基

本方法；

6.掌握使用演示文稿制作软件

Powerpoint2010 制作各种演示

文稿。

劳 动 教 育

(01000519等）

贯彻落实党的教育工

作方针，增进学生的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

养高素质人才和创新

型劳动者。以学生获得

各种劳动体验，强调动

手与动脑相结合，使学

生获得终身进行技术

劳动和技术学习的能

力。

进行日常劳动，以及结

合专业特点进行技术性

劳动。学习劳动的基本

知识。

培养良好的劳动态度与劳动

习惯；掌握基本的劳动知识和

劳动技能；提高劳动实践能

力；在劳动中培养创新意识及

创新能力；发展将所学专业知

识与劳动相结合的综合运用

能力。

职业生涯规划

（09000019）
本课程的目的是

通过建立以课堂教学

为主，个性化职业生涯

规划指导为辅，理论和

实践课程交替进行的

教学模式，为使学生尽

早明确职业目标、思考

了解自己、认知职场世

界，科学规划人生，进

而有目的地科学进行

未来职业生涯规划，让

职业生活更充实、更有

实效、更有目的，为终

身发展探索出无限的

可能。

专题一：认知职业生涯

规划与生涯发展

专题二：踏上寻找自我

的旅程

专题三：职业世界探索

专题四：职业素养提升

与生涯决策

通过理论实践交替进行

的教学模式、趣味横生的案例

分析、教师生动的语言，激发

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增强学生

自信心，树立职业生涯规划发

展的自主意识；坚持“综合考

评”原则，不仅重视总结性(结

果)评价,而且重视形成性(过

程)评价。

创新教育

（09000020）
通过创新教育教学，使

学生掌握创新的基础

知识和基本理论，熟悉

创新的基本流程和基

本方法，了解相关政

策，激发学生的创新意

识，提高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创新精神和创新

能力，促进学生创新和

全面发展。

创新思维的认识;创新技

法;认识创新 ;创新素养

的提升 ;创新机会的识

别;全面认识创新整合资

源；创新经验谈。

坚持面向全体、注重引导、结

合专业、强化实践的原则，遵

循教育教学规律，坚持理论讲

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小组讨

论与角色体验相结合、经验传

授与创新实践相结合，把知识

传授、思想碰撞和实践体验有

机统一起来，调动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

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

军 事 理 论
(98000019)

《高校军事课教程》课

程是全院的公共基础

中国国防、国家安全、

军事思想、现代战争、

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

了解我国国防的悠久历史，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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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代码）
课程目标 主要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课之一，是全民国防教

育的基础，是实施素质

教育的重要内容。军事

课要以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和习近平新时代军事

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按照教育

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

界、面向未来的要求，

适应我国人才培养战

略目标和加强国防后

备力量建设的需要，为

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

义事业的建设者和保

卫者服务。

信息化装备、百年战争 及 21 世纪我国周边安全环境

的情况，了解古今中外军事思

想，我国信息化装备的现状以

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而更

珍惜今天的和平环境。

大学生安全教

育(98000016)
《大学生安全教育》课

程涵盖基础安全文化

和专业安全文化。既传

授国民需要的公共安

全知识，又传授高层次

人才必需的专业安全

基础知识；既是安全素

质教育课，又比素质教

育高一个层次。本课程

是面向全校各专业高

职生开设的文化素质

教育必修课程。

消防安全、人身安全、

财产安全、国家安全、

交通安全、公共安全

通过安全教育，使大学生了解

安全基本知识，掌握与安全问

题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校纪校

规，安全问题所包含的基本内

容，安全问题的社会、校园环

境；了解安全信息、相关的安

全问题分类知识以及安全保

障的基本知识。

大学生心理健

康(98000017)
使学生明确心理健康

的标准及意义，增强自

我心理保健意识和心

理危机预防意识，掌握

并应用心理健康知识，

培养自我认知能力、人

际沟通能力、自我调节

等能力，切实提高心理

素质，优化心理品质，

形成健全的人格，促进

自身的完善与发展，实

现与环境、社会的积极

适应。

心理健康基础知识、心

理健康的标准、心理咨

询、大学生心理困惑及

异常心理、自我认识、

生涯规划、学习心理、

情绪调适、人际关系、

恋爱心理、挫折与压力

应对、生命教育。

使用纸笔练习、心理测验、小

组讨论、角色扮演、团体心理

辅导等多种授课方式进行理

论教学；讲授中须理论与实际

联系，切实提高学生的自我调

适能力。

国 防 教 育
(99000018)

国防教育是建设和巩

固国防的基础，是增强

民族凝聚力、提高全民

素质的重要途径。1.国

艰难的十四年抗战、建

国后的几次裁军、习近

平军改、我国航空母舰

的发展历程、建国后我

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

了解我国国防的悠久历史，尤

其是建国后我军由弱到强的

发展历程，了解古今中外军事



9

课程名称

（代码）
课程目标 主要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防教育是关系到国家

生死存亡的社会工程。

国防教育的根本目的，

在增强全民的国防意

识和国防精神。

2.国防教育是国防建

设的重要措施，是增强

民族凝聚力的重要途

径。

国的军衔制度发展历

程、我国空军的发展历

程、中外军训制度比较

思想，我国信息化装备的现状

以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而

更珍惜今天的和平环境。

公共选修课 解决职业教育导致学

生知识结构单一、思维

狭窄、人文情怀下降等

问题。促进学生人格与

学问、理智与情感、身

与心各方面得到自由、

和谐的发展。使学生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

值观，具备广博的视

野，正确的思维方式和

良好的社会责任意识。

公共选修课类别：

1.人文及传统文化类

2.健康教育类

3.公共艺术课程类

4.创新创业类

5.其他类

以发展学生兴趣为中心，扩充

专业外全方面知识。学生公共

选修课须共修满 9学分（包含

所有公选课类别），方可达到

毕业条件。

公共艺术课程类选修课至少

修 2学分，其它类公共选修课

至少修 1.5 学分，其中创新创

业类可以通过大赛等方式兑

换学分。

2.专业课程

以工学结合为突破口，以企业需求为导向，职业能力为核心，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

为目标，引入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标准、煤化工（化工）行业标准，校企合作共同构建煤

化工技术专业课程体系。从煤化工行业一线生产操作岗位任务分析和岗位能力分析入

手，确定煤化工产品生产过程按照工序划分的 5个主要岗位群：开车前准备、原料预处

理与输送、化学反应及控制、产物分离与精制、辅助单元(安全与节能)，通过分析，归

纳出岗位典型工作任务，从而确定完成工作任务的行动领域，把行动领域转化为学习领

域，对这些典型工作任务所需要的职业能力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根据技术领域和职业

岗位的任职要求，把职业资格标准课程化，构建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专业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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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预处
理与输送

化工分离实例

传质分离产物分离
与精制 精馏、吸收仿真操作

化工分离操作实训

精馏、吸收化工单元实训

过滤、干燥化工单元实训

安全
与节能

煤化工安全操作实训

顶岗实习

流体输送

无机及分析化学

煤化学

传 热

化学反应
与控制
（核心
工艺）

化工节能知识

煤化工安全与环保

开车前的
准备

计算机技术

化工制图

化工专业外语

基础化学

计算机基础实训

制图测绘实训

基础化学综合实训

计算机基础实训
计算机技术

化工制图及AutoCAD技

术

化工专业英语

基础化学

工作过程 学习领域 行动领域

图1专业课程体系构建

煤炭气化工艺

炼焦工艺

甲醇生产工艺

化工反应过程与设

备
化工设备机械基

础

煤炭气化工艺与操作

炼焦工艺

甲醇生产工艺与操作

化学反应过程与设备

化工设备操作与维护

煤液化生产技术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反应过程与设备实训（如固
定床、流化床、釜式、管式、

多功能反应器）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实训

产品装置仿真实训如（甲
醇合成、甲醇精制、二甲醚
合成等）

化工设备操作实训

煤化工工艺操作实训

产品装置仿真实训（如甲醇合
成、甲醇精制、二甲醚合成等）

煤化工生产性实训

煤化学实训

化工单元流体输送操作

化工单元流体输送仿真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训

化工单元流体输送操作

化工单元流体输送仿真

传热单元操作实训

传热单元仿真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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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课程体系结构表

课程

体系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分配

公共

基础

课程

思想政治

教育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形势与政策、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等，含实践环节。
10

通识教育 职场英语、基础数学、应用文写作等，含实践环节。 6.5

创新创业教

育
就业指导、创业教育、术创新教育等，含实践环节。 3.7

成长成才教

育

大学生禁毒预防教育、艾滋病专题讲座、军事理论、大学生安全教育、大学

生心理健康、大学体育、军训、入学教育、劳动教育、第二课堂、公共选修

课等，含实践环节。

15.6

专业

课程

专业基础课

程

基础化学、化工仪表及自动化、化工设备操作与维护、化工制图、AutoCAD、

物理化学、化工文献检索、电工电子技术、含随课实验。
23.5

专业核心课

程

化工单元操作、煤化学、化学反应过程与设备、煤炭气化工艺与操作、煤液

化生产技术、炼焦工艺、煤化工安全与环保、甲醇生产工艺与操作，含随课

实验。

23.5

专业实践教

学

基础化学综合实训、化工单元操作实训、职业技能鉴定、毕业设计、顶岗实

习、煤化工生产性实训等
43

专

业

限

选

课

系列 A

0

系列 B

专业自选课
化工工艺概论、煤质分析、化工节能知识、化工专业英语、化工生产公用工

程、PVC生产工艺、化工安全实训、安全教育实训（至少选 4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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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业核心课程主要教学内容
表 4 专业核心课程主要教学内容

序号
专业核心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

1
化工单元

操作

讲解流体的基本概念和计算，伯努利方程的应用和意义，离心泵的原理、 特点和主要性能参

数；非均相物系分离的目的和方法，分离设备的结构和 原理；传热、蒸发、精偕、干燥、吸收、

萃取、结晶等单元操作的基本原 理和方法、过程计算、设备的分类、选型和操作控制等

2 煤化学

讲解煤的种类、特征和成煤过程；煤样采取与煤样制备方法；煤的岩相组 成、物理性质、表

面性质和化学反应；煤的工业分析和煤的元素分析；煤 的有机质结构；煤的工艺性质；煤的分类；

煤炭加工利用的主要领域和质 量要求；煤质分析方法等

3
煤化工安全与

环保

讲解煤化工生产特点、煤化工安全重要性；煤化工企业安全生产的基本任务、安全管理的基

本原则、措施和制度；备煤、炼焦生产安全技术、焦炉砌筑、烘炉、开工安全技术；化产回收与

精制安全技术；煤气化安全技术、煤气输送安全技术；煤液化安全技术等

4
煤炭气化工艺

与操作

讲解煤炭气化工艺基本原理、方法和工艺流程；典型煤气化产品生产的基本原理、催化剂的

选用；典型煤气化产品的生产工艺流程、工艺条件；主要的工艺设备；产品的质量控制及检测方

法；生产安全防护知识，主要岗位安全操作注意事项等

5
煤液化生产技

术

讲解煤炭液化工艺基本原理、方法和工艺流程；典型煤液化产品生产 基本原理、催化剂的选

用；典型煤液化产品生产工艺流程、工艺条件；主要的工艺设备；产品的质量控制及检测方法；

生产安全防护知识，主要岗位安全操作注意事项等

6 炼焦工艺

讲解焦炭及其性质、室式结焦过程、炼焦用煤的准备、炼焦炉的结构、机械与设备、炼焦炉

热工评定及热工管理，炼焦炉的传热、加热制度及操作，焦炭检验等；煤气初冷和煤焦油氨水的

分离，煤气的输送和煤焦油雾的清除，煤气中氨和粗轻吡啶的回收，焦炉煤气中硫化氢和氰化氢

的脱除，粗苯回收与制取、粗苯的精制，煤焦油的初步蒸馏，工业萘及精荼的生产，粗酚、粗重

吡啶及粗蔥的提取和精制、焦化产品检测等

7
甲醇生产工艺

与操作

讲解以甲醇生产为主线，学习空气分离、气化、变换、净化、合成、精制工段方法和原料的

选择、工艺原理、指标的控制、设备和工艺的选择。重点学习气流床气化工艺、低温甲醇洗和部

分变换。重点学习甲醇合成和精制的原理、工艺过程和工艺指标的控制、设备的分析和事故的处

理等

8
化学反应过程

与设备

讲解均相反应器、气固相反应器、釜式反应器配套设施和气液相反应器的选择；间歇操作釜

式反应器、固定床反应器、流化床反应器和鼓泡塔反应器设计；连续操作釜式反应器、连续操作

管式反应器和反应器计算与操作优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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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践性教学环节

表 5 实践教学体系表

实践教学类型 实践教学环节 基本教学目的

公共

基础

课程

实践

入学教育 思想政治和专业思想教育等

军训 培养基本军事常识、技能和国防观念等

随堂进行的实验或实验课 培养基本实验技能和实验组织能力

劳动教育 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优良品德

文体活动、社会实践、创

新实践

培养身心素质、文化素养、创新创业意识

专业

课程

实践

随堂进行的实验或实践课 培养基本实验技能和实验组织能力

基础化学综合化学实训 1 培养学生化学实验仪器的规范操作和安全环保意识

制图测绘（实训） 培养化工识图和绘图能力

基础化学综合化学实训 2 培养有机化学基本实验能力和事故预防及处理能力

化工单元操作实训

培养化工单元操作的工艺参数调节和控制技能、规范操作意识、机电

仪表的使用及维护技能

基础化学综合化学实训 3
培养相关物理化学参数的获取、分析、处理以及相关物性手册、资料

查阅和图象的绘制能力

化工安全实训 培养典型化工安全设施的使用、维护及应急救治能力

毕业设计

培养专业综合实践技能和培养基本化工设计能力、化工文献资料收集、

整理、汇总及应用能力

煤化工生产性实训

掌握煤化工产品生产工艺、设备结构、工艺操作及培养化工安全环保

意识等

职业技能鉴定

掌握化工总控工、煤制气工、甲醇合成工、合成氨总控工等工种的理

论知识和技能并取得相应中级职业资格证书。

顶岗实习 培养实际生产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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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时安排

总学时 2608 学时，每 16-18 学时折算 1学分。公共基础课程学时占总学时

36%。实践性教学学时占总学时 51%，其中，顶岗实习累计时间 6 个月，一般分

两个学期进行。

八、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见附表 1-表 4



煤化工技术专业（扩招）人才培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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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煤化工技术专业（在岗）指导性教学计划表

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分 总学时
考核

方式

考试

方式

课程

类别

集中实

践/理

实一体

课程

性质（课

程类型）

教学学时类型分配 授课方式

开课

学期
开课部门 备注

讲课
实验

/实践

课内

练习

课外

实践

集中

授课

线上

授课

分散

自学

思想政治教育

0700007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9 48 考试
非集

中
A(理论)

公共必

修课
44 4 24 24 1 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

1000001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8 64 考试

非集

中
A(理论)

公共必

修课
56 8 32 32 2 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

07000079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0.9 16 考查 A(理论)
公共必

修课
14 2 8 8 4 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

07000071 形势与政策 1 0.5 8 考查 A(理论)
公共必

修课
8 8 1 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

07000072 形势与政策 2 0.5 8 考查 A(理论)
公共必

修课
8 8 2 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

07000073 形势与政策 3 0.5 8 考查 A(理论)
公共必

修课
8 8 3 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

07000074 形势与政策 4 0.5 8 考查 A(理论)
公共必

修课
8 8 4 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

10000014 形势与政策 5 0.4 8 考查 A(理论)
公共必

修课
6 2 8 5 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

思想政治教育小计 10.0 168.0 152 16 0 0 104 64 0

通识教育

07000313 职场英语 3.0 48 考试
非集

中
A(理论)

公共必

修课
48 48 1 基础教学部

化工系开在第 1 学期

机电系、计算机系开在第 2

学期

07000314 基础数学 2.0 32 考试 集中 A(理论)
公共必

修课
32 32 2 基础教学部 化工系开在第 2 学期

机电系、计算机系开在第 1

学期07000309 应用文写作 1.5 24 考查 A(理论)
公共必

修课
24 24 2 基础教学部

通识教育小计 6.5 104.0 104 0 0 0 104 0 0

职业规划教育

09000019 职业生涯规划 2.0 36 考查
B(理+

实)

公共必

修课
26 10 24 12 1 就业指导教研室 化工系开在第 2 学期

机电系、计算机系开在第 1

学期09000020 创新教育 1.7 32 考查
B(理+

实)

公共必

修课
16 16 32 2 就业指导教研室

创新教育（必修）小计 3.7 68.0 42 0 26 0 24 44 0

成长成才教育 98000019 军事理论 1.9 36 考查 A(理论)
公共必

修课
24 12 18 18 1 军理教研室

化工系开在第 1学期

机电系、计算机系开在第 2

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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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分 总学时 考核

方式

考试

方式

课程

类别

集中实

践/理

课程

性质（课

教学学时类型分配 授课方式 开课

学期

开课部门 备注

98000016 大学生安全教育 0.8 12 考查 A(理论)
公共必

修课
12 12 2 军理教研室

包含禁毒教育、艾滋病预防

教育

98000017 大学生心理健康 1.9 36 考查 A(理论)
公共必

修课
24 12 36 1 心理健康教研室

化工系开在第 1学期

机电系、计算机系开在第 2

学期

99000018 国防教育 1.0 30 考查 C(实践)
集中实

践

公共必

修课
30 30 1

各系（部）、学生处

入学教育 0.0 0 C(实践)
集中实

践

专业必

修课
1

01000519 劳动教育 1.0 30 考查 C(实践)
集中实

践

公共必

修课
30 30 2 化学工程系

公共

选修课

人文及传统文化类 考查 A(理论)
公共选

修课

健康教育类 考查 A(理论)
公共选

修课

公共艺术课程类 考查 A(理论)
公共选

修课

创新创业类 考查 A(理论)
公共选

修课

其他 考查 A(理论)
公共选

修课

公共选修课毕业要求 9.0 180 A(理论) 180 0 0 0 180

成长成才教育小计 15.6 324.0 240 60 0 24 48 276 0

专

业

教

育

专业

基础

课

01000525 基础化学 1 3.5 56 考试 集中 A(理论)
专业必

修课
56 56 1

化学工程系

专业基础课，专业大类内的

专业，必须是相同的

01001133 化工制图 2.3 48 考试
非集

中

B(理+

实)

理实一

体

专业必

修课
16 32 28 20 1

化学工程系

01000229 基础化学 2 3.0 48 考试 集中 A(理论)
专业必

修课
48 20 28 2

化学工程系

01000526 工业分析技术 3.0 48 考试 集中 A(理论)
专业必

修课
48 10 38 3

化学工程系

01000374 AutoCAD 2.0 40 考试
非集

中
A(理论)

理实一

体

专业必

修课
16 24 16 24 3

化学工程系

01000456 化工仪表自动化 2.5 40 考试
非集

中

B(理+

实)

专业必

修课
40 16 24 4

化学工程系

01000379 化工文献检索 1.2 24 考试
非集

中

B(理+

实)

专业必

修课
8 16 8 16 5

化学工程系

03000011 电工电子技术 1.0 16 考试
非集

中

B(理+

实)

专业必

修课
12 4 8 8 4 测控与机电工程系

01000892 化工设备操作与维护 2.0 32 考试 集中 B(理+ 专业必 32 12 20 4 化学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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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分 总学时 考核

方式

考试

方式

课程

类别

集中实

践/理

课程

性质（课

教学学时类型分配 授课方式 开课

学期

开课部门

备注

实) 修课

01000521 基础化学 3 3.0 48 考试 集中
B(理+

实)

专业必

修课
48 20 28 3 化学工程系

0.0 0
专业必

修课

专业基础课小计 23.5 400 324 4 72 0 194 206 0

专业

核心

课

01001135 化工单元操作技术 1 3.0 48 考试 集中
B(理+

实)

专业必

修课
48 28 20 3 化学工程系

6-8 门专业核心理论课程，

以及集中实践课程

01001136 化工单元操作技术 2 3.0 48 考试 集中
B(理+

实)

专业必

修课
48 28 20 4 化学工程系

01000735 煤化学 3.0 48 考试 集中
B(理+

实)

专业必

修课
40 8 20 28 2 化学工程系

01000462 化学反应过程与设备 2.5 40 考试 集中
B(理+

实)

专业必

修课
40 16 24 3 化学工程系

01000463 煤炭气化工艺与操作 3.3 52 考试 集中
B(理+

实)

专业必

修课
44 8 20 32 4 化学工程系

01000464 煤液化生产技术 2.0 32 考试 集中
B(理+

实)

专业必

修课
28 4 12 20 5 化学工程系

01000465 炼焦工艺 3.0 48 考试 集中
B(理+

实)

专业必

修课
40 8 20 28 4 化学工程系

01000466 煤化工安全与环保 2.0 32 考试 集中
B(理+

实)

专业必

修课
24 8 12 20 5 化学工程系

01001115 甲醇生产工艺与操作 2.5 40 考试 集中
B(理+

实)

专业必

修课
32 8 16 24 5 化学工程系

0.0 0
专业必

修课

专业核心课程小计 24.3 388 344 44 0 0 172 216 0

专

业

实

践

教

学

环

节

专

业

基

础

实

践

01000522 基础化学综合实训 1 1.0 30 考查 C(实践)
集中实

践

专业必

修课
30 30 1 化学工程系

01000507 制图测绘（实训） 1.0 30 考查 C(实践)
集中实

践

专业必

修课
30 30 1 化学工程系

01000523 基础化学综合实训 2 1.0 30 考查 C(实践)
集中实

践

专业必

修课
30 30 2 化学工程系

01000529 工业分析实训 1.0 30 考查 C(实践)
集中实

践

专业必

修课
30 30 3 化学工程系

01000524 基础化学综合实训 3 1.0 30 考查 C(实践)
集中实

践

专业必

修课
30 30 3 化学工程系

01000527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实训 1.0 30 考查 C(实践)
集中实

践

专业必

修课
30 30 5 化学工程系

0.0 0 专业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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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分 总学时 考核

方式

考试

方式

课程

类别

集中实

践/理

课程

性质（课

教学学时类型分配 授课方式 开课

学期

开课部门

备注

修课

专

业

核

心

实

践

01000509 化工单元操作实训 1 1.0 30 考查 C(实践)
集中实

践

专业必

修课
30 30 3 化学工程系

01000510 化工单元操作实训 2 1.0 30 考查 C(实践)
集中实

践

专业必

修课
30 30 4 化学工程系

01000528 化学反应器实训 1.0 30 考查 C(实践)
集中实

践

专业必

修课
30 30 3 化学工程系

01000947 煤化工生产性实训 1.0 30 考查 C(实践)
集中实

践

专业必

修课
30 30 4 化学工程系

化学工程系

0.0 0

专

业

综

合

实

践

01000412 化工管路与设备拆装实训 1.0 30 考查 C(实践)
集中实

践

专业必

修课
30 30 4 化学工程系

01001122 职业技能鉴定 2.0 60 考查 C(实践)
集中实

践

专业必

修课
60 60 5 化学工程系

01001064 毕业设计 4.0 120 考查 C(实践)
集中实

践

专业必

修课
120 120 5 化学工程系

01000520 顶岗实习 26.0 540 考查 C(实践)
集中实

践

专业必

修课
540 540 6 化学工程系

专业实践教学课程小计 43.0 1050.0 0 1050 0 0 1050 0 0

专

业

限

选

课

系

列

A

各系
专业限选课，需修满 0学分

（选择系列 A或系列 B）

系

列

B

专业限选课小计 0 0 0 0 0 0 0 0 0

专业

自选

课

01000467 化工工艺概论 2.3 36 考查
B(理+

实)

专业选

修课
30 6 16 20 3 化学工程系

专业自选课，

需修满 4.4 学分

01000468 煤质分析 2.3 36 考查
B(理+

实)

专业选

修课
30 6 16 20 3 化学工程系

01000494 化工节能知识 1.0 16 考查
B(理+

实)

专业选

修课
14 2 8 8 4 化学工程系

01000493 化工专业英语 1.0 16 考查
B(理+

实)

专业选

修课
14 2 8 8 4 化学工程系

01000491 化工生产公用工程 1.4 24 考查
B( 理 +

实)

专业选

修课
20 4 8 16 5 化学工程系

01000517 PVC 生产工艺 1.4 24 考查
B( 理 +

实)

专业选

修课
20 4 8 16 5 化学工程系

01001076 化工安全实训 1.0 30 考查 C(实践) 集中实 专业选 30 30 5 化学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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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分 总学时 考核

方式

考试

方式

课程

类别

集中实

践/理

课程

性质（课

教学学时类型分配 授课方式 开课

学期

开课部门

备注

践 修课

01000512 安全教育实训 1.0 30 考查 C(实践)
集中实

践

专业选

修课
30 30 5 化学工程系

专业自选课小计（开课小计） 11.6 212 128 84 0 0 124 88 0

专业自选课小计

（专业自选课毕业要求小计）
5.4 106 64 42 0 0 62 44 0

合计

学时类型分配、授课方式总计 1270 1216 98 24 1758 850 0

公共文化课程 学时/学分 664.00 学时 35.80 学分

专业课程 学时/学分 1944.00 学时 96.20 学分

其中：专业选修课 学时/学分 76.00 学时 4.40 学分

集中性实践环节 学时/学分 1140.00 学时 46.00 学分

学时总计 2608.00

其中：理论教学学时 1270.00

实践教学学时、占总学时比例 1338.00 占总学时例 51%

集中授课学时、占总学时比例 1758.00 占总学时例 67%

学分总计 132

专业建设理事会

主任（学院）签字： 侯炜 副主任（企业）签字：

教务处意见

年 月 日

分管院长意见

年 月 日

注：

1. 学分计算方法：理论课程（含课内实验/实践）16学时计 1学分，体育课 20学时计 1学分；课内练习（计算机上机练习、制图习题等）20学时计 1学分；素质拓展课程（任选课）20学时计 1学分；集中安排的教学实践活动

每周为 1.5学分；分散（未按周）安排教学实践活动折合成周数，按每周 1.5学分计算或 20学时计 1学分。

2. 新开设专业课程的课程代码请各系教研室主任在教务管理系统中申请；已经开设的课程课程代码，参照《关于完善教务管理系统课程库的通知》完善教务系统中的课程库后进行修改。

3. 方案中的课程“开课部门”，设定后原则上不再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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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煤化工技术专业（在岗）分学期教学计划样表

第一学年第 1学期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分 总学时
考核

方式

考试

方式

课程

类别

课程性质（课程

类型）

讲

课

学

时

实

验

/实

践

学

时

课

内

练

习

学

时

课

外

实

践

学

时

开课

部门
备注

0700007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2.9 48 考试 非集中 A(理论) 公共必修课 44 4 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 排课时周学时为 4，讲课时间以外进行 4学时实践

07000071 形势与政策 1 0.5 8 考查 A(理论) 公共必修课 8 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

07000313 职场英语 3.0 48 考试 非集中 A(理论) 公共必修课 48 基础教学部

98000017 大学生心理健康 1.9 36 考查 A(理论) 公共必修课 24 12 基础教学部

98000019 军事理论 1.9 36 考查 A(理论) 公共必修课 24 12 军理教研室 暂时按网络课程安排军事课实践，军事理论 2与大学生安全教育不同时开课

99000018 国防教育 1.0 30 考查 非集中 C(实践) 公共必修课 30 各系（部）、学生处

入学教育 0.0 0 各系（部）、学生处

98000005 军训 2.0 60 考查 C(实践) 公共必修课 60 各系（部）、学生处

入学教育 0.0 0 C(实践) 公共必修课 各系（部）、学生处 入学教育须开展不少于 1课时的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教育

01000525 基础化学 1 3.5 56 考试 集中 A(理论) 专业必修课 56 化学工程系 专业基础课，专业大类内的专业，必须是相同的

01001133 化工制图 2.3 48 考试 集中 B(理+实) 专业必修课 16 化学工程系 专业基础课，专业大类内的专业，必须是相同的

01000522 基础化学综合实训 1 1.0 30 考查 非集中 C(实践) 专业必修课 30 化学工程系 专业基础课，专业大类内的专业，必须是相同的

01000507 制图测绘（实训） 1.0 30 考查 非集中 C(实践) 专业必修课 30 化学工程系 专业基础课，专业大类内的专业，必须是相同的

第一学年第 2学期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分 总学时
考核

方式

考试

方式

课程

类别

课程性质（课程

类型）

讲

课

学

时

实

验

/实

践

学

时

课

内

练

习

学

时

课

外

实

践

学

时

开课

部门
备注

1000001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3.8 64 考试 非集中 A(理论) 公共必修课 56 8 4 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 排课时周学时为 4，讲课时间以外进行 4学时实践

07000072 形势与政策 2 0.5 8 考查 A(理论) 公共必修课 8 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

07000309 应用文写作 1.5 24 考查 集中 A(理论) 公共必修课 24 基础教学部

07000306 基础数学 2.0 32 考试 非集中 A(理论) 公共必修课 32 基础教学部 除经管专业外

01000519 劳动教育 1.0 30 考查 非集中 C(实践) 公共必修课 30 化学工程系 化工系、机电系开在第 2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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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0020 创新教育 1.7 32 考查 B(理+实) 公共必修课 16 16 就业指导教研室

98000016 大学生安全教育 0.8 12 考查 A(理论) 公共必修课 12 军理教研室
暂时按网络课程安排军事课实践，军事理论 2与大学生安全教育不同时开课

98000017 大学生心理健康 1.9 36 考查 A(理论) 公共必修课 24 12 心理健康教研室 材料系、管理系、计算机系开在第 2学期；化工系、机电系开在第 1学期

人文及传统文化类 考查 A(理论) 公共选修课

公共艺术课程类选 修课至少修 2学分，其它类公共选修课至少修 1.5学分，其中

创新创业类可以通过大赛等方式兑换学分。

公共选修课须共修满 9学分，方可毕业。

健康教育类 考查 A(理论) 公共选修课

公共艺术课程类 考查 A(理论) 公共选修课

创新创业类 考查 A(理论) 公共选修课

其他 考查 A(理论) 公共选修课

01000229 基础化学 2 3.0 48 考试 集中 A(理论) 专业必修课 48 化学工程系
专业基础课，专业大类内的专业，必须是相同的

01000735 煤化学 3.0 48 考试 集中 B(理+实) 专业必修课 40 8 化学工程系
专业基础课，专业大类内的专业，必须是相同的

01000523 基础化学综合实训 2 1.0 30 考查 非集中 C(实践) 专业必修课 30 化学工程系

第二学年第 1学期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分 总学时
考核

方式

考试

方式

课程

类别

课程性质（课程

类型）

讲

课

学

时

实

验

/实

践

学

时

课

内

练

习

学

时

课

外

实

践

学

时

开课

部门
备注

07000073 形势与政策 3 0.5 8 考查 A(理论) 公共必修课 8 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

人文及传统文化类 考查 A(理论) 公共选修课

公共艺术课程类选 修课至少修 2学分，其它类公共选修课至少修 1.5学分，其中

创新创业类可以通过大赛等方式兑换学分。

公共选修课须共修满 9学分，方可毕业。

健康教育类 考查 A(理论) 公共选修课

公共艺术课程类 考查 A(理论) 公共选修课

创新创业类 考查 A(理论) 公共选修课

其他 考查 A(理论) 公共选修课

人文及传统文化类 考查 A(理论) 公共选修课

公共艺术课程类选 修课至少修 2学分，其它类公共选修课至少修 1.5学分，其中

创新创业类可以通过大赛等方式兑换学分。

公共选修课须共修满 9学分，方可毕业。

01000374 AutoCAD 2.0 40 考试 非集中 B(理+实) 专业必修课 16 24 化学工程系 专业基础课，专业大类内的专业，必须是相同的

01000521 基础化学 3 3.0 48 考试 集中 A(理论) 专业必修课 48 化学工程系 专业基础课，专业大类内的专业，必须是相同的

01000526 工业分析技术 3.0 48 考试 集中 A(理论) 专业必修课 48 化学工程系 专业基础课，专业大类内的专业，必须是相同的

01001135 化工单元操作技术 1 3.0 48 考试 集中 A(理论) 专业必修课 48 化学工程系 4-6门专业核心理论课程，以及集中实践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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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0462 化学反应过程与设备 2.5 40 考试 集中 A(理论) 专业必修课 40 化学工程系 6-8门专业核心理论课程，以及集中实践课程

01000529 工业分析实训 1.0 30 考查 非集中 C(实践) 专业必修课 30 化学工程系 6-8门专业核心理论课程，以及集中实践课程

01000524 基础化学综合实训 3 1.0 30 考查 非集中 C(实践) 专业必修课 30 化学工程系 6-8门专业核心理论课程，以及集中实践课程

01000509 化工单元操作实训 1 1.0 30 考查 非集中 C(实践) 专业必修课 30 化学工程系 6-8门专业核心理论课程，以及集中实践课程

01000528 化学反应器实训 1.0 30 考查 非集中 C(实践) 专业必修课 30 化学工程系 6-8门专业核心理论课程，以及集中实践课程

01000467 化工工艺概论 2 36 考查 非集中 B(理+实) 专业选修课 30 6 化学工程系 专业自选课，需修满 学分

01000468 煤质分析 2 36 考查 非集中 B(理+实) 专业选修课 30 6 化学工程系

第二学年第 2学期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分 总学时
考核

方式

考试

方式

课程

类别

课程性质（课程

类型）

讲

课

学

时

实

验

/实

践

学

时

课

内

练

习

学

时

课

外

实

践

学

时

开课

部门
备注

07000074 形势与政策 4 0.5 8 考查 A(理论) 公共必修课 8 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

人文及传统文化类 考查 A(理论) 公共选修课

公共艺术课程类选 修课至少修 2学分，其它类公共选修课至少修 1.5学分，其中

创新创业类可以通过大赛等方式兑换学分。公共选修课须共修满 9学分，方可毕

业。

健康教育类 考查 A(理论) 公共选修课

公共艺术课程类 考查 A(理论) 公共选修课

创新创业类 考查 A(理论) 公共选修课

其他 考查 A(理论) 公共选修课

01001136 化工单元操作技术 2 3.0 48 考试 A(理论) 专业必修课 48 6-8门专业核心理论课程，以及集中实践课程

01000456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2.5 40 考试 非集中 A(理论) 专业必修课 40

01000892 化工设备操作与维护 2.0 32 考试 集中 B(理+实) 专业限选课 32 化学工程系 专业基础课，专业大类内的专业，必须是相同的

01000463 煤炭气化工艺与操作 3 52 考试 集中 B(理+实) 专业必修课 44 8 化学工程系 6-8门专业核心理论课程，以及集中实践课程

01000465 炼焦工艺 3 48 考试 非集中 B(理+实) 专业必修课 40 8 化学工程系 6-8门专业核心理论课程，以及集中实践课程

01000510 化工单元操作实训 2 1.0 30 考查 非集中 C(实践) 专业必修课 30 化学工程系 6-8门专业核心理论课程，以及集中实践课程

01000947 煤化工生产性实训 1.0 30 考查 非集中 C(实践) 专业必修课 30

01000412 化工管路与设备拆装实

训
1.0 30 考查 非集中 C(实践) 专业必修课 30

01000494 化工节能知识 1.0 16 考查 非集中 B(理+实) 专业选修课 14 2 化学工程系 专业自选课，需修满 学分

01000493 化工专业英语 1.0 16 考查 非集中 B(理+实) 专业选修课 14 2 化学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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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学年第 1学期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分 总学时
考核

方式

考试

方式

课程

类别

课程性质（课程

类型）

讲

课

学

时

实验

/实

践

学时

课

内

练

习

学

时

课

外

实

践

学

时

开课

部门
备注

10000014 形势与政策 5 0.4 8 考查 A(理论) 公共必修课 6 2 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 排课时周学时 2，上课 3周，讲课时间以外进行 2学时实践

10000015 思政实践 1.0 考查 C(实践) 公共必修课 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 课外分散进行，在第 5学期汇总成绩

大学生禁毒预防教育 2 1 考查 A(理论) 公共必修课 1 军理教研室
以讲座方式进行，不计学分，不进课表

艾滋病专题讲座 3 1 考查 公共必修课 1 军理教研室
以讲座方式进行，不计学分，不进课表

89000002 第二课堂（含公益劳动） 3.0 60 考查 C(实践) 公共必修课 60 团委 不计周学时,课余时间完成，第五学期由团委统一汇总成绩

人文及传统文化类 考查 A(理论) 公共选修课

公共艺术课程类选 修课至少修 2学分，其它类公共选修课至少修 1.5学分，其中

创新创业类可以通过大赛等方式兑换学分。

公共选修课须共修满 9学分，方可毕业。

健康教育类 考查 A(理论) 公共选修课

公共艺术课程类 考查 A(理论) 公共选修课

创新创业类 考查 A(理论) 公共选修课

其他 考查 A(理论) 公共选修课

01000466 煤化工安全与环保 2 32 考试 非集中 B(理+实) 专业限选课 24 8 化学工程系 专业基础课，专业大类内的专业，必须是相同的

01000464 煤液化生产技术 2 32 考试 非集中 B(理+实) 专业限选课 28 4 化学工程系 6-8门专业核心理论课程，以及集中实践课程

01001115 甲醇生产工艺与操作 2.5 40 考试 非集中 B(理+实) 专业必修课 32 8 化学工程系 6-8门专业核心理论课程，以及集中实践课程

01001122 职业技能鉴定 2 60 考试 非集中 C(实践) 专业必修课 60 化学工程系 6-8门专业核心理论课程，以及集中实践课程

01000527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实训 1.0 30 考查 非集中 C(实践) 专业必修课 30 化学工程系 6-8门专业核心理论课程，以及集中实践课程

01001064 毕业设计 4 120 考试 非集中 C(实践) 专业必修课 120 化学工程系 6-8门专业核心理论课程，以及集中实践课程

01000491 化工生产公用工程 1.5 24 考查 非集中 B(理+实) 专业选修课 20 4 化学工程系
专业自选课，需修满 学分

01000517 PVC生产工艺 1.5 24 考查 非集中 B(理+实) 专业选修课 20 4 化学工程系

01001076 化工安全实训 1.0 30 考查 C(实践) 专业选修课 30 化学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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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0512 安全教育实训 1.0 30 考查 C(实践) 专业选修课 30 化学工程系

第三学年第 2学期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分 总学时
考核

方式

考试

方式

课程

类别

课程性质（课程

类型）

讲

课

学

时

实验

/实

践

学时

课

内

练

习

学

时

课

外

实

践

学

时

开课

部门
备注

01000520 顶岗实习 26 540 考查 非集中 C(实践) 专业必修课 540 化学工程系

专业选修课安排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限选/自

选
学分 总学时

考核

方式

考试

方式

课程

类别

课程性质（课程

类型）

讲

课

学

时

实

验

/实

践

学

时

课

内

练

习

学

时

课

外

实

践

学

时

开课

部门
备注

专业自选课

01000467 化工工艺概论 自选 2.3 36 考查 非集中 B(理+实) 专业选修课 30 6 化学工程系

专业自选课，需修满 4.4 学分
01000468 煤质分析 自选 2.3 36 考查 非集中 B(理+实) 专业选修课 30 6 化学工程系

01000494 化工节能知识 自选 1.0 16 考查 非集中 B(理+实) 专业选修课 14 2 化学工程系

01000493 化工专业英语 自选 1.0 16 考查 非集中 B(理+实) 专业选修课 14 2 化学工程系

01000491 化工生产公用工程 自选 1.5 24 考查 非集中 B(理+实) 专业选修课 20 4 化学工程系

01000517 PVC生产工艺 自选 1.5 24 考查 非集中 B(理+实) 专业选修课 20 4 化学工程系

01001076 化工安全实训 自选 1.0 30 考查 C(实践) 专业选修课 30 化学工程系

01000512 安全教育实训 自选 1.0 30 考查 C(实践) 专业选修课 30 化学工程系

专业选修课程学分设置不得低于专业选修课要求学分的 2倍。在 2-5学期选修，总学分不低于 11.6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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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煤化工技术专业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统计表

序号 课程代码 实践课程名称 总学时
理论

时数

实践

时数

开设

学期
开课地点

1 99000018 国防教育 30 30 1 各系（部）、学生处

2 入学教育 0 0 1 各系（部）、学生处

3 98000005 军训 60 60 1 各系（部）、学生处

4 01000519 劳动教育 30 30 2 各系（部）、学生处

5 01000522 基础化学综合实训 1 30 30 1 团委

6 01000507 制图测绘（实训） 30 30 1 化学工程系

7 01000523 基础化学综合实训 2 30 30 2 化学工程系

8 01000529 工业分析实训 30 30 3 化学工程系

9 01000524 基础化学综合实训 3 30 30 3 化学工程系

10 01000527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实训 30 30 5 化学工程系

11 01001122 职业技能鉴定 60 60 5 化学工程系

12 01000529 工业分析实训 30 30 3 化学工程系

13 01001064 毕业设计 120 120 5 化学工程系

14 01000520 顶岗实习 540 540 6 化学工程系

15 01000509 化工单元操作实训 1 30 30 3 化学工程系

16 01000510 化工单元操作实训 2 30 30 4 化学工程系

17 01000412 化工管路与设备拆装实训 30 30 4 化学工程系

18 01000947 煤化工生产性实训 30 30 5 化学工程系

19 01000076 化工安全实训 30 30 5 化学工程系

20 01000528 化学反应器实训 30 30 3 化学工程系

21 01000512 安全教育实训 30 30 5 化学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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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煤化工技术专业理实一体课程统计表样例

序号 课程代码 理实一体课程名称 总学时
理论

时数

实践

时数

开设

学期
开课部门

1 01001133 化工制图 48 16 32 1 化学工程系

2 01000374 AutoCAD 40 16 24 3 化学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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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教学基本条件

（一）师资队伍

1. 队伍结构

本专业现有教师 18人，其中教授 2人，副教授及高级工程师 10人，博士 1

人，在读博士 3人，硕士研究生 13人，双师素质教师 18人，以行业企业技术专

家为主的兼职教师 6人。

企业请专业教师为企业员工授课，开展各类培训，提高员工的业务素质；聘

请教师与企业技术人员组成科技小组进行科技攻关。学院聘请企业技术人员为学

生指导实践、开展讲座、参与实训基地的建设等，校企人员互兼互聘体现了校企

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

2. 专任教师

专任教师中有 4人被聘为全国化工高职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2人分别

被聘为内蒙古自治区高职生化与药品大类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

委员，1人被评为全国化工职业教育教学名师，1人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师德先

进个人。有 6位教师主编或参编 8部高职高专规划教材和 10本自编教材，其中

《甲醇生产工艺与操作》、《煤化工实训指导》、《煤炭气化工艺与操作》等自

编教材已被内蒙古汇能煤化工有限公司等 21家企业列为职工培训教材。经过多

年的建设，已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作风严谨、业务精良、师德高尚、专兼结合

的专业教学团队。

专任教师全部具有高校教师资格；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

有仁爱之心；具有扎实的本专业相关理论功底和实践能力；具有较强信息化教学

能力，能够顺利开展课程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且每 5年累计不少于 6个月的企

业实践经历。

3. 专业带头人

专业带头人侯炜教授，自治区级品牌专业带头人、自治区级教学团队负责人、

自治区级精品课负责人和“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优秀教学团队”带头人。获得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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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自治区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2014年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这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自治区获得的唯一一项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侯炜教授能够较好地把握国内外煤化工行业、专业发展情况，广泛联系行业

企业，了解行业企业对本专业人才的需求实际，先后与神华宁煤公司、内蒙古庆

华集团煤化工、内蒙古君正集团、与伊东煤炭集团及乌审旗劳动就业局、乌审旗

博源化工集团等企业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订单培养合作，为企业输送了大批合格的

技能型人才。且教学设计、专业研究能力强，组织开展教科研工作能力强，在本

区域或本领域具有一定的专业影响力，先后被评为自治区突出贡献专家、全国化

工职业教育教学名师、自治区教学名师、自治区优秀教师并获得“内蒙古自治区

五一劳动奖章”。2018年被评为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成为自 2012年该奖项

设立以来全区入选的唯一一位高校教师。

4. 兼职教师

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合作，从中海石油天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大唐国际等企

业聘请多名企业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他们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

和工匠精神，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具有中级及以上相关

专业职称，能作为兼职教师指导学生专业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职业发

展规划指导等教学任务。

（二）教学设施

教学设施主要包括能够满足正常的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所需的专业教室、校

内实训室和校外实训基地。

1、专业教室

教学楼专业教室配备黑(白）板、多媒体计算机、投影设备、音响设备，并

具有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安装应急照明装置并保持良好状态，符合紧急疏散要求，

标志明显，保持逃生通道畅通无阻。

2、校内实训室

建有全国领先的煤化工教学工厂、区内一流的化工实训基地、化工单元操作

实训中心、分析检验实训中心、化工设备及仪表实训中心、化工安全实训室等，

设备总值达 5000多万元，被自治区人社厅和神华集团、伊泰集团等企业确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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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煤化工教学工厂和化工实训基地被命名为“全国石油和

化学工业示范性实训基地”。投资 1800 多万元建设的煤化工教学工厂为全国首

创，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校内专业实训基地为学生提供具有高度模拟或仿真的企业工作环境与场所，

实训现场设备布置、安全、环保等满足国家相关法规和职业技能鉴定的要求。实

训内容与实际生产相结合，并能满足理实一体化教学的要求。

表 6 校内实训基地一览表

序号 实训基地名称 实训项目名称 总数（个）

1 化工单元实训基地 精馏、传热、流体输送、干燥、管路拆装 5

2

煤化工教学工厂

煤浆制备、气化工段、净化工段、变换工段、

精馏工段、合成工段、DCS集散控制及工艺仿

真、过程控制原理与操作

2

3 新化工单元实训中心 吸收与解析、综合干燥、过滤 3

4

无机化学实验实训室（4个）

酸度计电导率的使用、醋酸离解常数测定、硫

酸亚铁铵制备、硫代硫酸钠制备、电导率法测

定硫酸钡

5

5
煤化工仿真实训中心（3个）

工艺仿真、单元操作仿真、化工原理仿真、仪

器分析仿真、反应器仿真

5

6
煤化工反应实训中心

工艺仿真、单元操作仿真、化工原理仿真、仪

器分析仿真、反应器仿真

3

7
化工安全实训中心

劳动防护、人工急救、消防安全、有毒有害气

体检测

4

8 化工设备及仪表实训中心（2

个）

化工仪表自动化相关实验实训，塔设备拆装和

工段拆装实训

4

9 有机合成实验实训室 有机物的提取，合成，精制 4

10 精馏可视反应器实训室 精馏、固定床反应器相关实验实训项目 6

11 管路拆装实训室 管路拆装实训 3

12 分析化学实验室（3个） 定量分析化学综合、工业分析综合实训、分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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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综合实训

13
煤质分析实验室（2个）

发热量的测定、水分的测定硫含量的测定、碳

氢含量的测定、

2

14

有机化学实训室（3个）

橘皮中提取柠檬油、茶叶中提取咖啡因、肥皂

的制备、洗涤剂雪花膏的配制、汽水冰激凌的

配制

4

15
仪器分析实训室

定量分析化学综合、工业分析综合实训、分析

化学综合实训

5

16
高分子化学实训室

有机化学实训、化工实验及开发技术、制药实

训，高聚物合成实训

5

17 原子吸收实训室 工业分析与检验、煤质分析技术 2

18 气相色谱分析实训室 工业分析与检验、环境监测 2

19
紫外分光光度实训室

黄经检测与评价、高分子材料应用技术、煤质

分析、分析仪器使用

2

20
气-质联用研究室

农药残留测定、水质检测、重金属污染检测、

食品安全检测等

2

21 原子荧光研究室 食品、化妆品、饲料等的重金属含量分析 2

22 红外色谱研究室 无机、有机、高分子化合物等的定性定量分析 5

23
液相色谱分析研究室

生物化学、食品分析、医药研究、环境分析、

无机分析、分析氨基甲酸酯农药和多核芳烃等

5

3、校外实训基地

依托由学院牵头组建的内蒙古化工职教集团，与中海油内蒙古天野化工、伊

东集团、伊泰集团、包头神华煤制油、汇能集团等 20余家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

的校企合作关系，校企双方在开展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课程体系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就业基地建设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

合作，形成“专业共建、人才共育”的校企双赢专业建设格局。

与区内 11家合作企业达成了就业服务工作站共建意向，已在内蒙古双欣环

保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汇能煤化工有限公司和乌达区政府挂牌成立就业服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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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站，同时与兴安盟扎赉特旗政府、天津市人才交流中心、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

等 8家区内外成员单位拟定了第二批建站意向。为鄂尔多斯新航能源、亿利化学、

内蒙古新能能源、汇能煤化工、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亿利清洁能源有限

公司、阜丰生物、东源科技等企业合作开展订单培养，使被培养者具有了学生和

准职工的双重身份，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动力，增强了职业意识。校企合作共建学

生校外实训“大本营”。校外实训基地通常可以接收学生进行为期半年的顶岗实

习，部分企业接收学生进行为期一周的生产实习或认识实习。

在校企合作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和创新校外实训基地教学运行模式，加强实

习实训教学过程监控，健全实习过程中的管理制度及质量评价体系，将教学工作

延伸到企业，教师和企业实习指导技术人员共同完成对学生的指导、考核和培养。

4、学生实习基地

本专业现有校外实习基地 20个，能提供煤化工生产操作、煤化工工艺管理、

煤化工安全管理、煤化工原料及产品检验工作等相关实习岗位，能涵盖当前相关

产业发展的主流技术，接纳一定规模的学生实习；能够配备相应数量的指导教师

对学生实习进行指导和管理；并保证实习生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规章制度，

有安全、保险保障。

5、支持信息化教学

学院图书馆先后引入了中国知网、五车电子图书、万方数据等电子资源并且

实现了校园无线网络的全覆盖。链接国家应用化工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国家、

省、校级精品课程等网络优质资源，满足学生自主进行网络学习的需要。

多门核心课程建设成院级及自治区级精品课，精品课网站资源库的内容包括

电子课件、教案、实训设备、主讲教师说课及讲课、试卷、习题等。现有清华在

线教育综合平台、网上服务大厅、学生管理服务平台、教务管理系统等信息化教

学、管理及服务平台。

完善了《甲醇生产工艺与操作》、《炼焦工艺》、《煤炭气化工艺与操作》、《化

工单元操作》等课程的多媒体教学课件，主要设备动画素材，部分产品工艺合成

动画素材。通过案例、图片、动画、素材库、教学模型、多媒体课件 、影像资

料、教学指导资料、教学和考核平台、图书资料、职业大典、职业标准、图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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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资料制作、收集、整理，加强专业教学资源库的建设，更好地为教学服务。

（三）教学资源

专业教材选用近 5年的高职高专优质教材，馆藏专业图书不低于生均 30册。

并建有可接入 CERNET和 CHINANET互联网、方便迅捷的校园网络，教室安装

网络接口及多媒体教学设备，网络有充足的带宽，并链接国家应用化工技术专业

教学资源库、国家、省、校级精品课程等网络优质资源，满足学生自主进行网络

学习的需要，为学生毕业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1.教材选用基本要求

通过校企洽谈会，要求企业专家，高校教研人员共同参与选取优质的教材，

专业教材选用近 5年的高职高专优质规划教材。

2.图书文献配备基本要求

图书馆的资源分为纸质图书和电子图书，现纸质图书 53万册，电子图书约

25TB， 形成了以化工、机电、材料、计算机、管理等专业为主的特色馆藏体系。

电子资源有中国知网，万方数据、五车电子图书、职教资源库，试用的电子资源

有维普期刊、维普考试平台、畅想之星电子图书、数图教育多媒体资源和中新金

桥软件通。其中中国知网 CNKI数据库资源包括期刊、优秀博、硕学位论文、会

议、专利库和工具书五个数据库，万方数据包括 2012-2015年全库数据，五车电

子图书平台上包括 30万电子图书，内容覆盖自科和社科图书 22大类。师生可在

校园网范围内登录图书馆网站或通过漫游账号浏览或下载电子资源。刊阅览室和

2个电子阅览室）。

图书文献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等工作的需要，方便师生查询、

借阅。专业类图书文献主要包括：煤化工类相关标准、煤化工生产操作规范、事

故典型案例、煤化工产业文化史等。

为了保证专业课程的顺利实施，除了大量的专业书籍、资料外，团队还加强

了教材建设，团队成员主、参编了 14本高职高专规划教材和校本教材，购置了

合成氨全工段、尿素全工段、甲醇合成、甲醇精制、聚丙烯工艺、聚氯乙烯工艺、

水煤浆气化、二甲醚合成与精制等化工生产仿真软件。建设了国内一流的煤化工

教学工厂和化工实训基地，对专业课程体系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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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方法

讲授式、讨论式、案例式、任务式、研究式、分组式、辅导式及其它。

（五）学习评价

（1）考核方式：考试、考查

（2）计分方式：百分制；

（3）评价方式：

考试课：笔试；

成绩=aA+cC

其中 A为平时成绩（包含出勤，作业，课堂讨论参与情况），C为卷面成绩；

a＝40%、c=60%。

考查课：过程考核

改变传统的终结性考评的思路，借鉴“档案袋”模式，针对不同的教学环境，

如仿真软件系统环境、虚拟生产演示多媒体环境、实训基地、煤化工实训中心等，

将学生学习过程以及产品（操作、资料、报告、产品）作为主要考评资料，按照

每一项学习任务的难易程度制定不同的积分权重，作为能力考评的依据，同时辅

以相应的班级测试，考评学生知识的掌握情况。

探索学习成果认定、积累和转换。扩招生（在岗）当中开展 1+X证书制度

试点，学生取得某个技能等级证书，按规定兑换学分，免修相应课程或模块。引

导学生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为各类生源扩招生的学习成果认定、积

累和转换提供便利。扩招生源已有工作经历、相关培训经历、技术技能达到一定

水平及在相关领域获得一定级别的奖项或荣誉称号的，经学校认定后试行可折算

成相应学分或免修相应课程，并可调整有关教学内容或学时安排。

（六）质量管理

1.教学运行组织管理

学校教学实行院（校）系两级管理。由王卫平院长分管教学工作，教务处负

责完成日常教学管理工作，负责制订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开展教学评估和检查，

保证教学运行。系部负责日常教学实施和管理，组织专业和教研室完成教学任务

和教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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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以侯炜老师为负责人，教学主任、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和企业领导及

专家组成的校企合作专业建设委员会负责指导专业的建设、教学制度的制定和审

核，并监控教学过程，评价人才培养质量。系部负责日常教学的管理和监控，合

作企业负责学生顶岗实习、现场教学的管理和监控。

2.教学质量监控评价

在日常教学管理中形成教学检查制度、教学质量分析制度、教学信息反馈制

度和“学生评教、教师评学、同行评课、专家评质、社会评人”的五评制度。发

挥专业建设委员会的积极作用，校企合作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工学结合课程标准

和各教学环节工作规范性文件，使教学管理和质量监控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建

立企业参与的校系两级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根据顶岗实习情况，与企业领

导和指导教师共同制定和执行顶岗实习管理和考核体系，加强对人才培养过程的

管理；为保证顶岗实习的质量，制定顶岗实习管理制度、考核体系、兼职教师管

理制度，完善校企双方质量保障制度。

3.柔性教学管理制度

建立与工学结合相适应的校企双方共同参与管理的制度，形成校企共管制度

化、规范化、可操作的管理办法。在实施人才培养计划和教学管理过程中，针对

校企联合育人出现的问题，根据企业、学生的要求，人才培养实施柔性管理。

（1）企业的订单培养：

根据就业单位的要求，对订单班，可以根据企业的要求，校企共同制定培养

方案，灵活调整教学计划，设置适合企业所需人才规格要求的课程，并改革相应

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和考核方法。

（2）实行弹性学制：

允许学生由于服兵役、进入社会实践等原因暂时中断学习，学分制的建立体

现修业年限的弹性，课程的自选性，学生学分的修业年限最长可延长至 5年。

（3）对于顶岗实习的柔性管理：

学生顶岗实习的管理按照学院（校）、系学生顶岗实习管理办法执行。由企

业兼职教师与学校教师按照毕业实践课程标准，学校和企业共同管理、指导、考

核取得相应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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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岗实习单位可灵活选择，在毕业实践环节，学生既可前往就业单位实习，

也可去专业安排的校外基地进行实习。也可自行联系实习企业，只要企业符合专

业规定的实习教学条件要求，就可以前去实习。

因就业单位的实际需求，针对部分学生在第五学期就前往就业单位实习或

从事非本专业实习内容的，实行“学分替换”制度，学生在企业参加与专业相关或

不相关的岗前培训，并考核合格，经系主任批准，可用企业考核成绩替换相应专

业课程学分。

（4）针对生源不同的管理：对高中后、三校生、退役士兵等分别制定教学

进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实现“分级教育”管理。

九、毕业要求

本专业要求学生必须修满规定学分的必修课、选修课及所有实践性教学环

节，成绩合格，获得总学分 132分，鼓励学生同时获得化工总控工、甲醇合成工、

煤制气工、合成氨生产工、煤制油生产工、煤制烯烃生产工等中级职业资格证书

之一。

十、附录

见附表 5-附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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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煤化工技术专业教学进程表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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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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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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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中

教

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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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教

学

学

时
（2）

分

散

自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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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3）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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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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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时
（4）

在

线

教

学

学

时
（5）

分

散

自

学

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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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

1 ● ● 242 128 0 370

62 224 0 286

2 2 220 144 0 364

3
二

1 218 134 0 352

4 2 210 140 0 350

5
三

1 296 80 0 376

6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40 0 0 540

总 计 1726 626 0 2352 62 224 0 286

说明：

必修课包含：专业必修课、公共必修课

限选课：专业限选课

任意选修课包含：专业选修课、公共选修课

入学教育、国防教育：● 顶岗实习：※ 集中教学：* 在线教学：# 分散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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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煤化工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变更审批表

系（部） 年级

专业 层次

变更

原因

变更

内容

教研室主任签字：

系（部）

意见

系（部）主任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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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处

意见

教务处长：

分管

教学

院长

意见

分管院长签字：

注：1.审批表一式两份，审批通过后系（部）一份，教务处一份。

2.审批通过的变更内容，各系（部）要在教务系统中做出相应的内容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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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煤化工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校核表样表

系 化学工程系 专业 煤化工技术专业

主

要

指

标

主要指标 2016年 2019年
方案值 学校要求 方案值

总 学 时 2700 2700-2800

总 学 分 125-135

A类课程 总 学 时 254
总 学 分

B类课程

总 学 时 1472
总 学 分

其中

学时

B1(理论) 1046

B2(实践) 426

C类课程

总 学 时 1170
总 学 分

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周数 39

实践教学学时数占总学时的比例 （B2+C）/总学时≧50%

专业

选修课

学 时

学 分 24

素质

拓展课

学 时 180
学 分 9

周学时

一年级
秋季学期

≦26
春季学期

二年级
秋季学期

≦24春季学期

三年级
秋季学期

春季学期

方案制订人 斯钦德力根、李发旺、薛彩霞

专业带头人审核 侯炜

专业负责人审核 斯钦德力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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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煤化工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审批表（专业建设理事会评审用）

专业名称 煤化工技术 专业代码 570212

适用对象 煤化工技术专业学生 修业年限

三年(实施弹性学习，最长

不超过 6年)

学历层次 高职 适用年级 2019级

专业所在系部 化学工程系

计划制定人 侯炜、斯钦德力根、李发旺、薛彩霞

专业建设理事会

成员

侯炜、吕鹏（企业）、王兴元（企业）、斯钦德力根、姜丽艳、王少青、

斯日古楞（企业）、李署阳（企业）、李发旺、吕利霞、张馨、薛彩霞

评审结果 □通过 □不通过 □返回修改

专业建设理事会

具体意见

专业建设理事会

签字

理事会主任签字：侯炜 理事会副主任签字：吕鹏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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