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用化工技术在线课程建设

近年，化工系在线课程建设屡创佳绩，2018 年院级立项课程，

在线课程《基础化学》，混合课程《分析化学》、《化工机械》在学院

各项课程评比中脱颖而出，成为首批学院立项课程。2019 年院级立

项课程，在线课程《无机化工生产技术》，《化工制图与 CAD》，混合

课程《无机化学》，《化工单元操作》成功立项。各项课程建设为今后

教学提供助力支持，主要在以下方面进行了创新与改革：

一 、教学分析及教学方法

本着从学生就业岗位出发，采用行动导向、任务引领的教学方法

将学习内容与岗位要求紧密结合的教学目标，开发了实训仿真界面，

创设一个融多种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充分运用各种教学设备、仪器于

一体的情境性、实践性课堂环境，从而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形成良好

的职业素养。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以明确本单位知识技能素养三大

教学目标，从而进行方案设计，掌握仪器选用，确定实训步骤，完成

规范操作，养成良好的职业素养。为了形成基于课程的教学目标，我

们采用了结合国家级骨干高职院校建设规划，并对接教学内容特点的

自编教材。

教学方法总结如下：任务驱动法：教师布置任务，学生在教师指

导下完成。

辅助教学法；情境教学法：运用信息技术创设教学情境；案例法：典



型案例及纠错视频展示；自主合作探究法：在自主合作探究过程中，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团结合作意识；演示法：教师规

范示教，学生模仿操作、动画仿真演示；小组讨论法：促进学生积极

参与。让学生充分地表达，锻炼口头表达能力，活跃课堂气氛；角色

扮演法：通过角色扮演，让学生深入化验室情境真正体会化验员的工

作，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适应能力；练习法：学生进行职

场体验式自主练习。

二 、教学实施

（1）课前准备

课前使用课程公众平台、蓝墨云班课等信息化手段下发任务单，

共享学习资源，让学生完成原理知识巩固以及信息收集工作，制作

PPT 上传云盘共享，教师后台数据统计，调整教学安排。

（2）课上实施

课上，设置课前任务评优活动，让学生用课程互动平台投票，快

速数据统计，确定小组成绩，记录总成绩激励学生，并引导其以信息

收集为出发点，最终以完成实训内容为目标，展开教学。

第一步设 ，合理完成方案设计，利用化学语言编排软件和动画

仿真演示引导性讲解，将整体中难观察，分解中难呈现的仪器关系可

视化，并提供多重资源，让学生自主学习，小组讨论，加深知识内容

理解。方案设计前掌握重点内容，进行合理设计，做中学，突出方案

设计的重点。

第二步，选。选用合适的仪器，给出典型错误案例展示，供学生



分析纠错，然后给出仪器选择方法微课和使用指导书，让学生对比练

习，自主学习，完成仪器连连看测试，掌握仪器的选择和使用，学中

做，突破仪器选用难点。

第三步定，确定正确的步骤顺序，让学生观看动画仿真和教师演

示，坚持个性辅导，并根据以往学生实训录像后台统计，典型错误，

进行共性讲解和技术要点解析，学生结合实训报告，确定实训顺序，

完善实训方案，做中学，破解了仪器选用的难点。

第四部练 职场体验式实物练习，教师介绍职场环境 8S 标准和安

全生产 ，强化职业操作，学生扮演操作员操作提醒和记录员，小组

协作实施实训方案，严格举止行为，并对要点进行录像，用以课后编

写香蕉油制备实训方案，上传课程云盘互评，做中固，内化知识，外

秀素养，训练技能，突出了规范操作和职业素养重点。

第五步 验，实训任务互检验收，实训结束后，让学生进行质量

互检，查查实训报告单填写是否完整，计算是否正确等，做中评，培

养学生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

整个教学过程结束后，随机抽取学生进行要点讲解和流程讲解，

教师点评并总结教学内容，提炼便于记忆的口诀，开始前，需检验，

清洁完整功能全，教学生掌握实训技巧。

（3）课后拓展

课后为学生采用课程云盘平台记录学习成果，阶段性全过程考核

评价，教师后台统计，分析教学目标达成度。设置课后拓展提高活动，

在蓝墨云班课等课程互动平台上传课后拓展资料学习资源，共同提



高，为学生创建课程交流平台，方便和老师企业专家等实时互动，拓

宽学习面。

三 、教学评价

采用多元评价方法，围绕以学生为中心，构建知识、技能、职业

素养并重的课程综合考核评价体系，全面系统的考核学生的知识掌

握、技能素质的培养和发展等方面。不仅注重学生的学习结果，还注

重完成学习的过程，强调过程评价；不仅注重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

还注重学生技能和职业素养的培养。

学生的总成绩由理论考试成绩、实训过程成绩和平时成绩三部分

组成。

1、理论考试成绩 40%，重点检查学生掌握基础知识、基本分析

方法和结合实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实训过程成绩占 60%，主要从学习过程中的参与讨论问题情

况、发现分析解决问题情况、操作训练情况、出勤及作业完成情况等

方面，考查学生的知识、技能与职业素养。以教师评价、学生评价、

分析检测报告等多种形式进行。

学生评价：包括准备药品，准备仪器，填写原始检测数据，填写

检验报告单，结果评价，整理工作环境，技能操作，出勤纪律，学习

能力、工作能力、创新能力、团队能力、职业素养等。

教师的评定：包括出勤，学习和工作态度，实训操作过程，读数

是否正确，数据记录及处理，结果的评价，文明操作。

四、 教学效果



传统教学模式下，原理利用书本理论讲解比较抽象；装置连接较

为困难，教师现场示范，后排学生存在“看不到”、“看不全”现象；

应用难以拓展，实训内容无法得到课后应用拓展，学生学习没有积极

性。信息化教学模式下，使原理更加形象，装置连接，示范清楚明确，

经典案例，或贴合专业，或源于企业，应用生动广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