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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认证形势下新兴化妆品专业课程建设浅谈
张同艳  尹志刚  田俊峰  钱恒玉  余述燕

郑州轻工业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河南郑州，45000）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osmetics major is declared actively 

every year in many schools, which is a new major to meet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situation of engineering 

certification,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system of cosmetics needs 

to actively turn to application-oriented engineering majors, 

where the traditional cosmetic direction should have to do so. 

How to ensure both the engineering certification and without 

losing the research characteristics of cosmetics direction, to 

result that students can integrate into the professional industry 

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graduation, it is a major problem of our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Taking the problems and 

solutions encounter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jor in our university as examples,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way of construction of the major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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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每年都有学校积极申报成立化妆品专

业，它是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新专业。在工程认证的

大背景下，化妆品的专业培养体系需要主动转向应用

型工科专业。作为传统化妆品方向的专业更应如此。

如何既能保证工程认证的前提，又能不失化妆品方向

的研究特色，使学生毕业后尽快融入到专业行业中去，

是我们专业课程建设的重大问题。通过郑州轻工业大

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建设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以期提供了一种新形势下

的专业学科建设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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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化妆品方向是我校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化学工

程与工艺专业精细化工方向的专业特色方向。2016

年以后，全球化妆品市场展现欣欣向荣的发展趋势。

针对此行业的发展前景，为适应当前国情和行业需求，

我校积极对专业体系进行改革。工程教育认证是世界

工科专业发展的的整体趋势，它是以成果为导向的产

学研合作方向，具有与时俱进的专业发展特征 [1]。在

工程认证前提下，我们调整培养方案，为化妆品产业

培养人才。面对专业的改革建设，如何既能保证工程

认证的前提，又能不失化妆品方向的研究特色，使学

生毕业后尽快融入到专业行业中去，是我们专业课程

建设的面临重大问题 [2]。

1 存在问题
近年来国内化妆品方向发展迅速，急需大量的专

业人才。但我校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精细化工方向的

学生在在此方向的就业率却不容乐观。这与专业建设

上方面的不全面、不完善、不前沿等问题有巨大关

系 [3]。大体可以概括为 :

(1) 培养目标不明确。之前的高等教育中的工科

专业定位偏向实际应用，但是在教学过程中偏重于理

论教学，导致培养目标定位不清，学生就业目标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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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和社会需求存在一定脱节，

就业的结构性矛盾较大，进一步导致毕业生不满足企

业需求专业型人才要求。我校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的

特色定位是化妆品，偏向于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但

是培养的学生每年有大半的学生准备考研，导致学生

在大三和大四期间更偏向于基础理论课学习，忽略专

业课程，进一步说明学生对就业前景不看好，对专业

的定位模糊 [3]。

(2) 当前专业课程体系存在诸多问题。例如知识

内容陈旧，学科前沿融入性不够，课程设置缺乏系统

性和科学性，忽视应用教学的开展等问题。我校上世

纪 80 年代的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的毕业生大多数从

事化妆品工作，在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化妆品

方向的专业课程近来十几年时间没有多大变化，导致

本专业的毕业生后继乏力。学生对行业没有太多了解，

对专业知识理解不深，存在“浮于面上”的理解 [4]。

(3) 学科体制和培养机制创新不够。化妆品方向

是一个多学科的方向，有生物、医学、化学、物理、

机械等多方面的需求，而现在的高校局限于“大学—

学院—系部”的组织结构中，缺少了各系部跨学科的

交流和融合 [5]。

（4）工程认证大背景下的专业学时分配不够。

各大高校都在对教育体系进行改革创新，工科专业的

工程认证也是大势所趋。总学分不变的情况下，当前

的专业教育课程学时比重 25%，学分比重 17%，而

工程认证前提下，专业课程的学时比重将会相对缩

小。如何进行相关教学和培养学生是下一步的研究课

题 [6]。

2 解决方案
 2.1 确定化妆品方向的办学定位

我院化妆品方向一直是省特色专业，2016 年省

内一本招生，2020 年当选省一流本科专业，学科优

势明显，科研实力强劲。学校毕业校友在上海和广东

分别成立日化校友会，企业资源丰富，为专业提供地

方支持。因此，化妆品方向应该如何定位尤其重要，

是偏重培养科学研究型人才还是偏重培养技术应用及

开发人才，亦或是培养兼而有之的复合型人才应充分

考虑 [7]。本专业的办学定位可根据以下方面进行改进：

①先确定本专业的教学定位和学生专业兴趣定位。此

方向可以通过在校学生和工作 2 年左右的毕业生开展

调查问卷或座谈会、了解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动

机、学习成效、就业意向等。跟踪调查毕业生就业动

向，进行分析总结，研究确定办学定位，培养目标，

提升学生学习成效；②再次确定专业特色定位。我们

可以通过对企业和其他高校实地考核和相关专业发展

会议，了解国内外日化专业人才需求情况，结合本专

业特色，以服务地方经济为导向，改进人才培养教育

体系，使学生专业性更强，更能满足日化行业高层次

人才需求。

改变教育理念和创新培养模式。理念主要指“理

论、观念”，通常指思想。培养模式是实施专业教育

的途径、方式、方法、规范、过程及关联关系的综

合。化妆品方向的建设和人才培养需要新的教育理念

和新的培养模式。从教育理念方面看，要根据学生

兴趣特点，结合校企特点，坚持多样化和个性化的

CDIO(Conceive 构思—Design 设计—Implement 实施—

Operate 运作 ) 工程教育模式，坚持和落实“以学生中

心、以成果为导向、持续改进”的工程教育认证理念，

要从以知识与技能传授为主逐渐转向以培养学生核心

能力为主，从而保障学生能够满足企业与未来社会对

高素质专业人才的需求。从培养模式方面看，应当构

建以高校、政府、企业、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等多主

体共同参与的软件工程人才培养共同体，通过校企联

合制定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共同建设课程体系、共

建实验实训实习基地、合作培养培训师资等方式，逐

步完善产教融合、科教结合、校企合作的协同育人模

式，真正培养有创新实践能力和产业需求的日化人才。

2.2 明确专业培养目标、完善课程体系设置

根据近几年对我校化学专业的学生生源、学习

态度和毕业去向跟踪调研表明，本专业学生在学习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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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发展规划、学习行为、对课程评价和教学评价以

及对教育满意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近些前本专业考

研录取率大约 15%，2020 年已达 40%，其余毕业生

一半左右进入与专业比较对口的企事业单位就业。由

此可见，学生群体构成的异质性增强，学习兴趣和学

习目标存在很大不同。其培养目标应该有两大类 : 一

类是研究性人才 ( 升学为导向 ) ，一类是实践型人才 ( 

就业为导向 ) 。当前普遍认为高等理科教育应该进一

步强调基础的重要性，同时也要兼顾当前理科教育实

际，加强分层、分类培养，激发学生兴趣，把“成才

的选择权交给学生”。要做到 : 保护基础、加强应用、

促进交叉、激发志趣、分流培养、分类发展。因此，

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提供合适的培养模式，确立分类

培养、分层教学理念并进行有效的实施。

在学校现有“平台 + 模块”培养模式下，注重

培养学生“两种态度，两种能力”，即 : 渴望学习求

知的态度和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 ; 尊重自己、他人、

社会、事业与世界的态度和交流、沟通、合作、协调

与组织的能力。在明确培养目标的前提下，以专业课

程设置和教学方式改革为着眼点，夯实基础，注重学

科交叉，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要根据学科发展新趋势、

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新特征，瞄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对新型人才的需求，进行化妆品课程体系及教学大纲

设置与优化。

2.3 改进学生实践环节教学模式，充分发挥第二

课堂的作用
能力是教不出来的，只能靠学生亲身实践才能获

得。将学校本科生导师制、班主任制、学院特色的学

生科研训练计划和学生毕业论文环节相结合，并开展

了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丰富学生素质教育。创新实践

活动范围有一定要求，要围绕学生专业开展，如 参

加专业学科竞赛、听学术报告、参与科研工作、撰写

学术论文、撰写创业计划书等，积极鼓励学生考取专

业相关证书，主动参加创新创业大赛（如“三井杯”、

“挑战杯”、“互联网 +”等）。通过这些活动不仅

培养了学生的科学素养，还为学生提供了宽松的环境

和自主选择的空间，使拔尖学生水到渠成脱颖而出。

除了开展校内第二课堂，还要积极与专业相关企

业合作，建立校外实习实践基地，让学生有一定时间

到企业单位去锻炼，让他们感受、体会和领悟一点解

决该领域实际问题的“门道”。教师要充分发挥自己

专业科研优势，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到实际科研工作中，

加强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同时促进

学生实践辅助理论的学习，增强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

的能力，真正达到产学研结合、“协同育人”的效果。

2.4 多维度评价体系，持续改进

任何一个形式的教学和实践都离不开效果评价，

工程认证大形势下，对学生和教师评价也要多元化发

展，使得考核内容更全面、评价结果更客观，更是对

教师的教学能力的一种督促。本专业可以由企业、学

校、教师、学生来共同组织质量评价，从人才培养的

环节进行指导和参与，构建教学质量全过程、多维度

综合评价控制机制，保障教学质量的持续改进。

主要评价措施可以大体分为以下几方面：

(1) 导师评价。根据学生参与专业比赛和科研情

况由指导教师进行评价，如学习程度、动手能力、思

考能力、创新能力等。

(2) 导传统试卷考试的改革。对于集中发展平台

的课程是学生专业课程的拓展和深化，可以增加学生

查阅相关文献的工作程度，考核内容可以摆脱定时试

卷考试的模式，尝试让学生查阅资料，自己总结答案，

使学生提高专业知识能力的同时，提高学生查阅科研

文献的能力和归纳总结能力。

(3) 导探究式考核模式。对于专业课程的考核模

式大多数还是试卷考试。学生应考能力比较死板，容

易出现作弊、不及格、基础不牢等情况。我们一直在

从事探究式考核模式的运行改革，即学生通过专业大

作业，分组完成资料查阅，利用所学知识分析完成课

题，并运用 ppt 向大家展示成果。此方式可以增加学

生小组团队合作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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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以上是对学生学习评价体系的几种模式，针对不

同的课程和教学要求，要积极探索多维度的综合评价

机制，以此督促教学发展和改进。

3 结语
在专业建设过程中，许多看似理所当然的工作，

实际执行起来还是困难重重，主要涉及 2 个方面：

(1) 实验教学的软硬件资源相对不足。虽然引进

了一定先进设备，但专业实验内容老旧和先进设备量

少导致了新设备使用率不高。因此需要改进实验内容，

同时尽可能争取资金加大新设备数量。

(2) 学生的校外实习实践比较难。由于学生在大

三和大四阶段的就业或考研压力大，大部分不愿意在

一个企业进行长时间实习工作；企业因为涉及员工岗

位和技术培训、安全和保密、协调管理等问题，一般

也不愿意接收短期实习生；化妆品企业洁净车间一下

子接收不了大量学生进行实习，只能分批分企业开展

实习；教师科研任务重，带队教师匮乏。因此，校外

实习基地签约容易，实施困难，能长期良好运作难上

加难。可争取杰出校友和政府支持，同时对学生要增

加专业兴趣和就业意向，引导学生积极去企业实习。

专业建设是一项需要紧跟大环境变化而进行及

时动态调整的工作，是一项没有止境的长期任务。工

程认证大形势下，更需要上下齐心、共同努力，才能

培养出更多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才，为国家经济建设和

科技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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