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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融汇背景下高职化工类专业高技能
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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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科技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的重要驱动力。在此背景下，

如何围绕科教融汇来探索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已经成为高职化工类专业及广大教师亟待思考的问题。对此，本文在

解析科教融汇背景的同时，就科教融汇背景下高职化工类专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与模式构建策略进行了探讨，

仅供相关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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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promoting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Against this backdrop, how to explore the cultivation mode of high-skilled talents 

around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has become an urgent issue for vocational chemical 

engineering majors and teachers to consider.In this regard, while analyzing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and mode construction 

strategies of cultivating high-skilled talents in chemical engineering majors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for referenc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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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科技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科教融汇已经成为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化工作为国家支柱产业，其高质量发展需

要大量的知原理、懂技术、会操作的技术技能复合型人才的支撑，因此对于高职化工类专业来说，在科教融汇背景下，本专业人才培养

模式也迎来了新的改革机遇 [1]。这也要求我们要适应市场发展对于高技能化工类人才的需求，不断创新和改革职业教育育人模式，打造

基于科教融汇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新模式，从而在提升专业教学以及人才培养质量的同时，为社会输送更多优秀的化工类专业人才，同时

为学生更好地就业与发展保驾护航。

一、科教融汇背景解析

科教融汇本意指的就是科技和教育的有效融合。这里的融合

不单单指理念层面的融合，更是指的实践层面的深度融合 [2]。在

该理念与模式下，科技将成为教育事业的重要内容以及有效手

段，而教育则能够成为科技传播以及创新的有效助力。而这一理

念在职业教育领域往往被忽略抑或被误解，这恰恰正是职业教育

新时代取得更大更高发展所迫切需要的，即在密切服务产业发展

的驱动力作用下大力提升职业教育的科技支撑作用 [3]。

二、科教融汇背景下高职化工类专业高技能人才培养

的重要性

（一）适应产业升级的人才需求

在科教融汇背景下，化工类专业需要瞄准行业发展新动态和

新需求，进而引入一些高端化工和新材料方面的科技新成果、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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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不断更新教学内容以及课程体系，因此，通过科教融汇职

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将得到进一步优化，进而有效提升人才

培养质量，为化工行业的创新发展提供高质量、高技能人才动

力 [4]。此外，科教融汇理念与模式的融入还能够推动高职化工类

专业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提升，特别是在一些新科技、新

知识的助力下，学生们也能够掌握更多行业前沿技能，这也有助

于他们创新思维以及实践能力的培养，并为其后续更好地就业与

发展奠基 [5]。

（二）提升高职教育的核心竞争力

在科教融汇的助力下，高职教育可以引入先进的行业知识、

教育手段以及科技资源，这也有助于化工类专业教学内容与模式

的更新，从而有效提升教学质量。同时，在科教融汇中，化工类

专业教师队伍建设也将更加科学和高效，专业教师将接触到更多

行业前沿知识和技能，这也有助于师资队伍整体素质和水平的提

升 [6]。此外，对于高职化工类专业来说，科教融汇能够保证专业

发展的先进性与可持续性，让化工类专业能够紧跟时代发展步伐

和化工行业技术发展形势，不断优化教学以及人才培养工作，继

而打响品牌影响力，获得更高的社会认可度以及核心竞争力 [7]。

（三）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与终身学习

在科教融汇的背景下，高职化工类专业也将更加关注学生终

身学习能力的培养，着力推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从而使他们

全面成长与发展。具体来说，在该理念模式下，化工类专业将引

入更先进的科研资源和教育手段，进而在保证学生的理论学习趣

味性的同时，为他们提供丰富多彩的实践机会，从而有效推动他

们的实践与创新，使他们能够在未来更好地应对化工行业发展新

变化、新挑战 [8]。其次，科教融汇还能够促进学生更好地感受科

技变化，培养他们的科学素养和探究意识，并使他们能够更深

刻地理解科技改变生活、绿色化工、高端化工等的内涵，培养

他们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 

基础 [9]。

三、科教融汇背景下高职化工类专业高技能人才培养

模式的构建策略

（一）重构课程体系，强化科教融合

课程体系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其是否合理、是

否科学将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在科教融汇

背景下，化工类专业也要对课程体系进行重构，结合产业发展需

求，强化科教之间的深度融合。首先，要合理设计通用课程和专

业课程。例如，在通用课程中增加科学项目管理、化工科学研究

等课程内容，推动学生科学素养和探究意识的培养；在专业课程

方面要密切对接当前化工行业发展动态，引入一些与行业发展紧

密相连的一些新知识、新工艺与新技术，开展化工科技前沿等课

程 [10]。其次，要进一步加大实践环节的课程建设力度，如要增设

化学科研实训、实验以及实习等课程为化工类专业学生提供更为

现代化的实践平台，引领他们的理实结合，促进他们在做中思、

在做中学，让他们能够深刻理解化工反应与生产过程的每一个环

节与步骤。此外，我们也要立足校企合作平台，积极鼓励教师以

及学生参与到科研项目中来，同职业技能竞赛、实践训练、教育

教学研究、课程改革等同步并举，协同发展，以此来培养出更多

高技能、高素质化工专业人才 [11]。

（二）创新教学方法，提升实践能力

良好的教学方法是教学以及人才培养质量的基本保障。在科

教融汇背景下，高职化工类专业也要积极推动教学方法的创新工

作，突破以往传统教学模式桎梏，为学生们创设灵活、多样、有

趣和现代的教学模式，促进他们的学习与实践。具体来说，可从

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可以将案例教学法引入课堂。例如，

我们可以选取一些化工生产、化工科研方面的典型实际案例，引

发学生们的思考和探讨，通过此举来丰富教学内容，推动学生们

科学思维以及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12]。其次，我们可以将“科

研实验”引入到化工专业课程中来，一方面教授学生一些科研理

论、方法论，另一方面引导他们基于教学内容开展“化工科研实

验”从而推动其实践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的培养。再者，我们可以

将项目教学法引入到教学中来，结合实际教学内容，引入一些任

务项目，促进学生的思考与实践。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基于

行业发展新动态、新技术，开发一些基于化工岗位工作的实践项

目，采用学校课堂教学和企业现场实践教学相结合、穿插进行的

方式改革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全过程地参与到项目分析、项目设

计、项目实施等环节之中，培养他们良好的职业素养和综合素

质 [13]。此外，我们还可以立足教育信息化改革大背景，积极将

现代教育科技引入课堂，例如，我们可以运用微课技术来辅助教

学，简化学生们的学习难度；利用互联网来开展线上教学，突破

传统课堂的桎梏，引领学生不限时间与地点地学习和探究；运用

虚拟现实技术来为学生搭建沉浸式的化工科技实验平台，强化他

们的化工专业知识点认知，培养他们的科学素养 [14]。

（三）深化校企合作，拓宽培养路径

校企合作是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之一，深化校企合作可以拓

宽高职化工类专业高技能人才的培养路径。对此，化工类专业应

当发挥职业院校100%服务产业发展的特点，挖掘和创新校企合作

方式，全面拓宽人才培养路径。首先，应当充分拓宽校企合作的

广度，加强校企合作的深度，例如，可以结合科教融汇理念，利

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提升学生综合技能素养，培养新时代实用

技能人才，为学生搭建到企业岗位实习、实践机会，或者牵线企

业共同开发课程、教材，共同开展产业创新项目、工艺技术改造

项目研究等，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在此基础上，发挥彼此

在实践教育方面的优势，合作建立现代化的实践、实习基地，为

学生提供在基于实践岗位工作的氛围中学习和练习的机会，促进

他们职业素养的培养 [15]。其次，要共同推动双师工作建设，如学

校可以积极引进化工企业教师来校担当兼职教师，弥补专业教师

在实践教育方面的不足。在此基础上，积极推动双方教师共同参

与学校教研、科技研究等项目，促进双方教师的交流与沟通，提

升整体师资素养。此外，学校还可以联合企业为专业教师提供到

企业学习、实习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学习更多先进理念、先进知

识和先进化工技术，不断强化专业教师的专业认知和素养，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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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师的综合能力，为专业教育质量的提升奠基。

（四）完善评价体系，保障培养质量

评价体系建设是保障高职化工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一

环。对此，在科教融汇背景下，高职院校也要积极完善评价体

系，促进人才培养质量提升。首先，可以引入企业评价、行业评

价标准等，不断提高专业教学评价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例如，可

以牵线企业、行业，邀请企业以及行业专家来参与教学、人才培

养评价，从职业人角度提出更专业的建议，促进教学改革以及学

生能力提升。其次，要深入推进竞赛评价和期终评价的融合，积

极和企业、社会机构开展“化工科研”“化工技能大赛”等活动，

以赛评学、以赛促教，引领学生科学素养、专业综合能力培养。

在此基础上，结合日常课程教学及相关活动来完善评价标准，尤

其是注重学生科研实践能力、动手操作能力的日常评价和阶段性

评价，关注学生实践能力、科学素养以及创新能力的培养情况，

并做出针对性的评价和教育引导，以此来为他们的未来发展提供

有益的参考，促进他们综合素质与能力的提升。

总之，在新时期，积极围绕科教融汇来创新教学与人才培养

模式已经成为高职化工类专业教学改革的重要课题。对此，我们

要深刻把握基于科技融汇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的必要性，积极探

索有效的途径和方法，打造基于科技融汇的化工类专业人才培养

新模式，从而有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社会输送更多高技能化

工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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