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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9 级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安排表 

 工业分析技术（油品分析方向）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安排表 

  年级:2019 级 专业： 工业分析技术（油品分析方向） 培养层次: 专科           日期：2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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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职业素质类课

程 
必修课 020691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3 46 24 

  
22 

 
2 

    
考查 

 

22 为实践

环节，在第

一学年寒假

完成 

2 
职业素质类课

程 
必修课 020690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Ⅰ 
2 24 24 

     
2 

   
考查 

 
  

3 
职业素质类课

程 
必修课 020690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Ⅱ 
2 22 22 

      
2     考查 

 
  

4 
职业素质类课

程 
必修课 0206912 形势与政策 1 16 16 

      
2   

 
考查 

 
安排 8 周 

5 
职业素质类课

程 
必修课 0002902 职业素养 1 16 16 

     
√ 

   
考查 

 
尔雅通识课 

6 
职业素质类课

程 
必修课 180203 就业指导 1.5 22 22 

      
2 

  
考查 

 
  

7 
职业素质类课

程 
必修课 0503901 数学应用与实践 3 52 52 

   
4 

  
      考试 

 
  

8 
职业素质类课

程 
必修课 0705901 高职实用英语Ⅰ 5 78 78 

   
6 

 
  

   
考试 

 
  

9 职业素质类课 必修课 0705902 高职实用英语Ⅱ 3 48 48 
    

4 
    

考试 
 

  



程 

10 
职业素质类课

程 
必修课 0204910 体育与健康Ⅰ 1.5 26 26 

   
2 

 
        考查 

 
  

11 
职业素质类课

程 
必修课 0204911 体育与健康Ⅱ 1.5 24 24 

  
  

 
2   

  
  考查     

12 
职业素质类课

程 
必修课 0502901 计算机操作技术 4 78 

  
78 

 
6 

     
考试 

 
  

13 
职业素质类课

程 
必修课 0207910 大学语文 1.5 24 24   

   
2 

  
    考查 

 
  

14 
职业素质类课

程 
必修课 2602928 化工责任关怀 1 16 16   

   
  

 
√ 

  
考查 

 

智慧职教平

台课程 

15 
职业素质类课

程 
必修课 H303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1 16 16 

 
    √ 

    
  考查 

 
尔雅通识课 

16 
职业素质类课

程 
必修课 E069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类

课程 
1 16 16 

   
  √ 

  
    考查 

 
尔雅通识课 

17 
职业素质类课

程 
必修课 E036 创新创业类课程 1 16 16       

  
√  

   
考查 

 
尔雅通识课 

18 
职业素质类课

程 
必修课 180408 入学教育及军训 1       

 
  1 周 

   
  

 
考查 

 
  

19 
职业素质类课

程 
必修课 180410 劳动教育 1 

 
      

 
  1 周 

  
  

 
考查     

20 
职业素质类课

程 
必修课 180409 大学生国防教育 1 16 

  
  

 
√  

  
  

 
  考查 

 
尔雅通识课 

 小计一 37 556 440 
 

78 22 18 10 2 6 
   

    

1 专业知识类课程 限选课 0604903 无机化学 3 52 52   
 

  4       
  

考试     

2 专业知识类课程 限选课 0604908 有机化学(多) 4 78 78 
 

    6 
 

        考试     

3 专业知识类课程 限选课 0603905 化学分析 4 72 72 
   

  6 
  

  
 

考试   ★ 

4 专业知识类课程 限选课 0604907 物理化学（少） 3 48 48   
 

    4   
 

  
 

考试     

5 专业知识类课程 限选课 2603904 
化工单元操作技

术 
4 72 72         6 

 
  

 
  考试   ＊ 

6 专业知识类课程 限选课 0605902 炼油工艺基础 3 48 48 
 

  
   

4 
  

  考试   ＊ 



7 专业知识类课程 限选课 0606902 光谱分析技术 3 48 48           4       考试   ★ 

8 专业知识类课程 限选课 0606910 油品分析 4 72 72           6       考试   ★ 

9 专业知识类课程 限选课 0603901 电化学分析技术 3 48 48           4       考试     

10 专业知识类课程 限选课 0404918 油品计量 3 48 48           4 
  

  
    考试   ＊ 

11 专业知识类课程 限选课 0603911 
样品采集与处理

技术 
1 22 22             2     考查   ＊ 

12 专业知识类课程 限选课 0603918 
化学检验工中级

工取证理论辅导 
1 22 22             2     考查   ＊ 

13 专业知识类课程 限选课 0603907 色谱分析技术 3 44 44             4     考试   ★ 

14 专业知识类课程 限选课 0605908 
油品调合技术

（少） 
3 44 44           

  

  
4     考试   ★ 

15 专业知识类课程 限选课 0606907 
生物油脂检验与

分析 
3 44 44           

  

  
4     考试     

16 专业知识类课程 限选课 0603903 工业分析 3 44 44             4     考试   ＊ 

 小计二 48 806 806       10 16 22 20           

1 岗位能力类课程 限选课 0005947 石化厂认识实习 1 25   25 
 

    1 周         考查     

2 岗位能力类课程 限选课 0005956 有机化学实验技术 2 25   25 
 

    1 周         考查     

3 岗位能力类课程 限选课 0005949 无机化学实验技术 2 25   25 
 

  1 周           考查     

4 岗位能力类课程 限选课 0005931 化学分析实训 4 50   50 
 

    2 周         考查     

5 岗位能力类课程 限选课 0005950 物理化学实验技术 2 25   25 
 

      1 周       考查     

6 岗位能力类课程 限选课 0005924 
化工单元仿真实训

I 
2 25   25         1 周       考查   ＊ 

7 岗位能力类课程 限选课 0005918 光谱分析实训 2 25   25         1 周       考查     

8 岗位能力类课程 限选课 0005910 电化学分析实训 2 25   25       
  

  
1 周       考查     

9 岗位能力类课程 限选课 0005954 油品分析实训(多) 4 50   50       
  

  
2 周       考查     

10 岗位能力类课程 限选课 0005945 色谱分析实训 2 50   50           2 周     考查     

11 岗位能力类课程 限选课 0005953 油品调合实训 2 25   25           1 周     考查     

12 岗位能力类课程 限选课 0005932 化学检验工中级工 2 25   25         
 

1 周     考查     



取证实训（少） 

13 岗位能力类课程 限选课 0104939 油库生产实训 1 25   25             1 周   考查   ＊ 

15 岗位能力类课程 限选课 0005909 
大型分析仪器仿真

实训 
3 50   50             2 周   考查     

16 岗位能力类课程 限选课 0005917 工业分析实训 3 50   50           2 周     考查     

17 岗位能力类课程 限选课 0606921 
油品分析专业综合

实训 
6 100   100              4 周   考查     

18 岗位能力类课程 限选课 0606914 顶岗实习 12 300       
 

300  
        12 周 考查     

 小计三 52 900   600   300 1 周 4 周 6 周 6 周 7 周 12 周       

1 职业拓展类课程 任选课 
0005940

1 

炼油工艺装置实

训（少） 
1 25   25             1 周   考查     

2 职业拓展类课程 任选课 200594 煤化工工艺实训 1 25   25             1 周   考查     

3 职业拓展类课程 任选课 0606901 
分析仪器使用与

维护 
2 50   50             2 周   考查     

4 职业拓展类课程 任选课 0605914 化工软件及应用 1 25   25             1 周   考查     

5 职业拓展类课程 任选课 0608986 
污水处理 3d 仿真

实训 
1 25   25             1 周   考查     

6 职业拓展类课程 任选课 0606911 
化工实验方法选

择与方案设计 
1 20   20             1 周   考查 

 
  

7 职业拓展类课程 任选课 0608994 水处理技术实训 1 25   25             1 周   考查   ＊ 

8 职业拓展类课程 任选课 
060392

7 

现代仪器分析

技术及实训 
1 50   50             2 周   考查     

9 职业拓展类课程 任选课 0605916 
小型提升管催化

裂化装置实训 
1 25   25             1 周   考查     

10 职业拓展类课程 任选课 0005962 化工安全实训 1 25   25             1 周   考查   ＊ 

  小计四 11 295   295             12 周   考查     

  合计 148.0 2557 1246 1195 72 322 28 26 24 26 19 周         

总学时：2566                          理论课学时：实践课学时=806:1195=1:1.5                                     毕业学分（下限）：148.0 



2. 课程标准(2019) 

 
《现代仪器分析技术及实训》课程标准 

 

课程名称：《现代仪器分析技术及实训》    代码：0603927                                      

总学时数：50 

理论课学时数：    实践课学时数：   理实一体化教学时数：50 

学分数：1 

适用专业：工业分析技术、工业分析技术（油品分析方向） 

一、课程的性质 

1、任选课； 

2、职业拓展类课； 

3、理实一体化课； 

二、课程定位 

现代仪器分析实训是工业分析与检测及油品分析专业学生任选的一门职业能力拓展类

课程。本课程在学生完成分析化学、仪器分析、油品分析理论及实训等课程的学习后进行。

课程目标是让学生在原有的学习基础上，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得学生对一些比较先进仪器

的分析原理、分析方法及其应用有所掌握，并且熟悉仪器结构，掌握仪器使用方法，能够正

确选用分析仪器。本课程注重实践，立足实用，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加强学生素质教

育，激发学生创新精神，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把学生培养成为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型人才。 

三、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以培养学生使用现代仪器分析技术解决实际应用问题的能力为目的。基于工学结

合的教学模式，以实验室现有条件为基础，以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为依据，以大型仪器

为资源平台，结合具体的企业岗位实操项目或科研项目，分单元组织理实一体化教学。通过

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现代分析仪器的基本原理、操作方法和样品处理方法，形成使用分

析仪器解决分析问题的思路和能力。 

本课程设计的内容充实、知识面广、针对性和实用性强，课程考评形式灵活，力求全面

提升学生的创新和思考能力。 

针对仪器配置少，且价格昂贵等特点，实训过程包括教师讲解、教师演示、学生实操、

学生操作经验交流、教师讲评等环节。实训教学过程中通过提问，经验交流，学生互教互学

等环节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和操作的积极性。 

四、课程基本目标 

1、知识目标： 

①学习紫外荧光法测油品中硫、氮含量的工作原理，仪器结构及操作 

②学习质谱的原理，色-质联用仪器的结构、使用方法及操作 

③学习 ICP-MS 仪器的结构、使用方法及操作 

④了解 X 射线荧光光谱的原理 

⑤了解核磁波谱的原理及核磁谱图的分析方法 



⑥掌握基础专业英语词汇 

2、职业技能目标： 

①具备使用各种仪器解决物质的定性、定量分析中问题的能力 

②具备独立操作各种仪器的能力 

③针对具体样品能完成从试样制备到仪器操作，实验条件确定，数据处理，结果验证整

个过程 

④能对实验数据，分析方法做出科学的评价 

⑤能够操作英文软件 

3、职业素质养成目标 

通过实训学习，可以熟悉仪器结构，掌握仪器使用方法，能够正确选用分析仪器。能观

察分析过程中产生的异常现象，能对所使用仪器维护保养。锻炼专业语言表达能力，组织能

力，形成团队协作精神。具有控制成本，降低消耗，节约能源，减少污染物排放的环保意识

和行动能力。 

五、先修课程 

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仪器分析、有机分析等专业基础知识、计

算机操作知识、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化学实验技术、色谱实验技术、光谱实验技术等基本

操作技能课程。                     

六、教学内容及学时安排 

1、课程主要内容说明                                                                                           

本课程为理实一体化教学，主要针对油品、工业产品及水环境等检测中的典型项目，以

油品中紫外-荧光法测硫/化学发光法测氮、气质联用（GC-MS）、无机质谱（ICP-MS）为三个

主要的项目模块，能量色散 X 射线荧光光谱、核磁波谱为两个拓展项目模块，。以现有进口

仪器为基础，主要进行轻质石油产品硫、氮测定仪和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的仪器操作训练，

学习定性及定量测定及工作站软件操作。选用的内容参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相关分析步

骤，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实用性，知识难度适中，容易接受和掌握，能够有效锻炼学生的职

业能力，提高操作水平。课时安排和要求见下表。 

2、课程组织安排说明 

本课程教学过程贯彻工学结合能力为本的原则，接轨实际岗位需求和现状，着重建立分

析专业学生的仪器操作知识架构，拓展知识面，提升对大型仪器的认知水平，精心设计教学

内容和教学过程，选择代表性仪器，项目化教学，使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边学习边总结交流，

建立使用进口仪器的观念，巩固仪器分析知识，快速提升仪器的操作能力和水平。 

3、课程教学内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及要求 项目设计 学时安排 

1 
紫外荧光法测定

油品中的硫（氮） 

①熟悉硫/氮测定仪的组成及其结构； 

②气路系统的连接及检漏方法； 

③测定仪的启动、调试步骤和方法； 

④测定原理的介绍 

⑤工作站的操作方法 

⑥定性及定量方法 

⑦操作中的关键英文的学习 

理实一体化 15 



⑧仪器的维护和保养 

2 
气相色谱 -质谱

联用仪 

①气-质联用仪的组成及其结构； 

②质谱的原理介绍 

③气相色谱的使用方法强化； 

④GC-MS 的启动、调试步骤和方法； 

⑤工作站的操作方法 

⑥GC-MS 的定性和定量 

⑦操作中的关键英文的学习 

⑧GC-MS 的维护和保养 

⑨色谱-质谱联用仪的应用领域 

理实一体化 15 

3 等离子体质谱仪 

①等离子体质谱仪的组成及其结构； 

②ICP-MS 的启动、调试步骤和方法 

③工作站的操作方法 

④ICP-MS 的定性和定量 

⑤操作中的关键英文的学习 

⑥ICP-MS 的维护和保养 

⑦等离子体质谱联用仪的应用领域 

理实一体化 10 

4 X 射线荧光光谱 

①X 射线荧光光谱的原理； 

②定性及定量方法； 

③仪器的结构及操作简介； 

理实一体化 9 

5 核磁波谱 

①核磁波谱的原理； 

②定性及定量方法； 

③仪器的结构及操作简介； 

④谱图的解析 

理论讲解 机动 

考评 1 

总学时 50 

七、教学方法 

本实训采用理实一体化形式教学，因为时间短、仪器台套数少、内容多等原因，实训过

程采取以下方式进行。 

（1）对于三个项目的仪器操作方法，采用 366 模式进行教学，学生分组完成任务。 

（2）分析方法的学习以学生复习归纳为主，教师提问检查，并组织学生交流实训经验，

提高学生对知识点的整体掌握情况。 

（3）理论教学教师讲述原理，发动学生通过互联网查阅资料、互教互学，全面提升学生

的能力，锻炼学生职业能力。 

八、教学评价建议 

1、期末考核评价及方式： 

  考核方式：实训项目考核+理论考核 

①实训过程（40%）： 

序号 任务模块 评价目标 评价方式 评价分值 

1 紫外荧光法测定油品中的硫 
1.方法原理 

2.仪器结构和操作 
现场操作 100 



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3.数据处理 

4.注意事项 

5.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 

100 

注：以上两个项目二选一 

②笔试考核（30%） 

仪器的方法原理，核磁谱图的解析，实际测定项目的方法选择等题目进行笔试或进行论

文编写。 

2、教学过程评价：学生评价+同行评价+学院评价  

3、课程成绩形成方式： 

   总成绩=①平时成绩（占 30%）+②专项操作考核（占 40%）+③专业笔试考核（占 30%），

合计 100 分。 

九、课程主讲教师和教学团队要求说明 

主指导教师必须具备讲师（实验师）以上职称，具有高级工以上专业技能。     

副指导教师必须具备助教（助理实验师）以上职称，具有中级工以上专业技能。 

十、课程教学环境和条件要求 

实验或实训基地名称：分析测试中心 

主要设备如下表： 

序号 设  备  名  称 主要型号 

1 总硫/总氮分析仪 TS6000 

2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7890B/5977B 

3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 7900 

4 能量色散 X 射线光谱仪 X-SUPREME 8000 

十一、课程建设等级说明 

该课程为学院课改课程。 

十二、教学资源的利用 

实验教材： 自编 

参考书：《仪器分析实验》，甘黎明主编，中国石化出版社，2007 年第一版 

《仪器分析》，魏培海等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一版 

《仪器分析》武汉大学化学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一版 

《现代仪器分析》屠一锋等编，科学出版社，2011 年第一版 

多媒体资源：自编《现代仪器分析实训》多媒体课件 

实验（训）室利用：分析测试中心 

校外基地利用：无 

十三、其他说明 

（1）本实训实施时内容和进度可根据学生掌握的情况以及设备材料等情况适当调整。 

（2）本课程教学过程应包括教师讲解、学生分组实操、学生互教、学生操作经验交流、

教师讲评等环节。过程中应注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和操作的积极性。 

编制人：田华 

编制单位：石油化学工程学院油品分析教研室    



3.《现代仪器分析技术及实训》总课时计划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课时计划 

课程名称：现代仪器分析技术及实训             授课教师：田 华                        

授课日期  

授课班级  

授课地点 第四工业中心三楼  分析测试中心 

授课题目 现代仪器分析实训（总体计划） 

教学目的 

1． 学习紫外荧光法测定油品中总硫、化学发光法测油品中总氮含量的工作

原理，仪器结构及操作的方法； 

2． 学习质谱的原理，色-质联用仪器的结构、使用方法及操作； 

3． 了解现代大型仪器的种类及应用； 

4． 学习简单专业英语，着力提升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培养小组团结合作

精神。 

学情分析 

分析专业的学生具有了解大型现代仪器应用的必要性 

具备基本的理论基础，但不确定已掌握的情况 

缺少发现问题、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重点与难点 
重点：总硫/氮测定仪，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难点：质谱的学习 

教学设计 

由于实验室设备台数少，学生多，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提升课堂效率，

保证教师实时掌握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学生分组，锻炼团结合作能力 

课前：利用蓝墨云班课发布资源，进行知识拓展，并查看学生的预习情况。 

课上：教师用“多元化一体式”方法讲解，学生进行合作研讨，实操部分融

教于做，“做中学”“学中做”，可利用摄像机直播现场操作，确保每个学生

都能看到正确操作。学生分组现场操作，逐一完成实操任务，教师指导操作、

引导学生思考并解决需要注意的问题，保证重难点项目的学习效果。学生进

行归纳总结。 

课后：利用蓝墨云班课，要求学生及时归纳总结当天实训过程中的问题，教

师查阅，开讨论解答问题。教师安排知识点考核，及时掌握学生的情况。并

于第二天由学生自己讲解操作过程及注意事项，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及组织

和表达能力。 



授课形式 □多媒体   □普通课   ☑理实一体化   □实训课 

复习提问 翻转课堂，由学生自己讲，“传帮带” 

授课内容 

要点 

原理部分介绍；实训目标、内容、实训安全和要求；重点讲解总硫/氮测定

仪和 GC-MS 联用仪的原理、测定意义、仪器组成和部件结构、试验操作、

数 据处理、注意事项等，对于重难点问题要求该组同学现场操作，教师指

导，并进行过程考核，加强学生训练。每天保证思政三分钟教育，并穿插重

难点考察，运用蓝墨云班课发布测试题，实时考核，检查预习与复习情况。 

课外作业 实训报告，平台知识点总结，英文词汇学习 

教研室主任

审核意见 
 签名  

               

月     日 

                                                                                  

编制日期：     年     月     日  

 

 

 

 

 

 

 

 

 

 

 

 

 



4.《现代仪器分析技术及实训》授课计划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理实一体化环节授课计划 

20 /20 学年第二学期   授课教师 田华   课程名称 现代仪器分析技术及实训   班级  

周

 

次 

日 

期 

授

课 

节

次 

理实一体化教学

项目 
理实一体化教学内容 

需用时数 

讲

课 

实

践 

考

核 

第

周 

  

1.2 总硫/氮测定仪 
讲解紫外荧光法测硫的原理及仪器结

构 
1 0.5 0.5 

3.4 总硫/氮测定仪 
完成采样，确定样品物性并预估样品中

的硫含量范围，确定测定方法 
0.5 1 0.5 

5.6 总硫/氮测定仪 
①完成测硫仪的正常启动 

②完成测硫仪的工作站操作 
0.5 1 0.5 

  

1.2 总硫/氮测定仪 合作研讨 1 0.5 0.5 

3.4 总硫/氮测定仪 绘制标准曲线 0.5 1 0.5 

5.6 总硫/氮测定仪 检测实际样品中的硫含量 0.5 1 0.5 

  

3.4 总硫/氮测定仪 完成数据处理及报告 0.5 1 0.5 

5.6 总硫/氮测定仪 完成仪器的常规维护与保养 0.5 1 0.5 

7.8 总硫/氮测定仪 进行项目总结 1 0.5 0.5 

  

1.2 
能量色散 X 射线

荧光光谱仪 

讲解能量色散 X 射线荧光光谱仪的原理

及仪器结构 
1 0.5 0.5 

3.4 
能量色散 X 射线

荧光光谱仪 
完成仪器的启动 1 0.5 0.5 

5.6 
能量色散 X 射线

荧光光谱仪 
完成标准曲线的绘制 1 0.5 0.5 

  

1.2 
能量色散 X 射线

荧光光谱仪 
完成样品的测定 1 0.5 0.5 

3.4 
能量色散 X 射线

荧光光谱仪 
完成仪器的常规维护与保养 1 0.5 0.5 

5.6 
能量色散 X 射线

荧光光谱仪 
进行项目的总结 1 0.5 0.5 

第

周 

  

1.2 GC-MS 联用仪 气-质联用仪的组成及其结构 1 0.5 0.5 

3.4 GC-MS 联用仪 质谱的原理介绍 1 0.5 0.5 

5.6 GC-MS 联用仪 气相色谱的使用方法强化； 0.5 1 0.5 

  1.2 GC-MS 联用仪 GC-MS 的启动、调试步骤和方法 0.5 1 0.5 



3.4 GC-MS 联用仪 工作站的操作方法 0.5 1 0.5 

5.6 GC-MS 联用仪 GC-MS 的定性和定量 0.5 1 0.5 

  

3.4 GC-MS 联用仪 GC-MS 的维护和保养 0.5 1 0.5 

5.6 GC-MS 联用仪 
操作中的关键英文的学习及色谱-质谱

联用仪的应用领域 
0.5 1 0.5 

7.8 GC-MS 联用仪 该项目的总结 0.5 1 0.5 

  

1.2 ICP-MS 的应用 讲解 ICP-MS 的原理及仪器结构 1 0.5 0.5 

3.4 ICP-MS 的应用 完成 ICP-MS 的仪器启动 1 0.5 0.5 

5.6 ICP-MS 的应用 完成 ICP-MS 的软件操作 0.5 1 0.5 

  

1.2 ICP-MS 的应用 进行 ICP-MS 的仿真操作 0.5 1 0.5 

3.4 ICP-MS 的应用 进行该项目总结 0.5 1 0.5 

5.6 总结 整合课程的总结 1 0.5 0.5 

分组情况：  4-5 人/组     考核类型：□√过程考核 □√结果考核      总学时：50 

使用教材：自己组织材料                           

教研室主任（签字）                                         教学主任（签字）                                                                 

 

 

 

 

 

 

 

 

 

 

 

 



5.《现代仪器分析技术及实训》教案内容 

（1）气质联用仪的操作 

（2）ICPMS 的操作 

（3）总硫/氮仪的操作 

 



 



 

 

 



 

 

 
 





 

 



 



 



 



 



 

 



 

 



 



 

 

 

 

 

 

 

 



 

 



 



 



 





 



 

 





 





 





 





 

 

 

 



6. 网络及媒体教学素材 

（1）安捷伦 GCMS 和 ICPMS 微课 

 

 



（2）仿真软件 

      



7．上课图片资料 

 

 

 
 



 
 

 
 



 



 



 











 

 



8. 分析测试中心图片 

 

 





 

 



9. 教师获奖部分证书 

 

 

 



 







 

 



 







 

 

 



 

 







 

 

 

 



10. 学生获奖证书 





 

 

 











 

 

 



11. 教科研论文汇总表 

论文题目 发表时间 第一作者 

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即课程体系构建研究——以工

程类专业为例 

2017 李薇 

不同活性炭功能化材料富集分离痕量铅的应用性能对比 2017 田华 

硝基乳清酸的硝化工艺优化 2019 田华 

乳清酸硝化产物的分析方法研究 2020 田华 

新型负载型催化剂加氢还原制备氨基乳清酸 2020 田华 

钴掺杂的四氧化三铁纳米颗粒的制备及表征 2018 甘黎明 

玉米芯介孔对兰州段黄河水的吸附研究 2017 于娇娇 

玉米芯介孔炭对实验室有机废水的吸附研究 2018 于娇娇 

化学沉积法制备超疏水表面的研究进展 2017 代学玉 

超疏水-超疏油表面的研究进展 2018 代学玉 

改良多元醇法制备磁性四氧化三铁纳米颗粒 2017 汪永丽 

 

 

 

 

 

 

 

 

 

 

 

http://nvsm.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1&CurRec=4&recid=&FileName=SDHG201803015&DbName=CJFDLAST2018&DbCode=CJFQ&yx=&pr=&URLID=


12. 文莱学生培养全英文课程教学资料（示例） 





 

 

 







 

 

 



 

 







 

 

 



13. 团队国家级成果 

（1）2019 年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2）2018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附件 1 

首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立项建设单位 

 

序号 专业领域 学校名称 所在省份 专业方向 

1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 机电一体化技术 

2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 工业机器人技术 

3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山西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山西 电气自动化技术 

4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辽宁 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 

5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吉林 机电一体化技术 

6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工业机器人技术 

7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电气自动化技术 

8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工业机器人技术 

9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机电一体化技术 

10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电气自动化技术 

11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山东工业职业学院 山东 机电一体化技术 

12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淄博职业学院 山东 电气自动化技术 

13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 机电一体化技术 

14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工业机器人技术 

15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机电一体化技术 

16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电气自动化技术 

17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 工业机器人技术 

18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 机电一体化技术 

19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 工业机器人技术 

20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 机电一体化技术 

21 Web 前端开发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软件技术 

22 Web 前端开发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 软件技术 

23 Web 前端开发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山东 软件技术 

24 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 
计算机应用技术（高速

列车智能运维） 

25 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软件技术 

26 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广东 软件技术 

27 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软件技术 



28 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重庆 软件技术 

29 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 软件技术 

30 云计算与大数据运用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31 云计算与大数据运用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 计算机网络技术 

32 云计算与大数据运用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计算机网络技术 

33 云计算与大数据运用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34 云计算与大数据运用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计算机网络技术 

35 航空装备技术与应用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飞行器维修技术 

36 航空装备技术与应用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37 航空装备技术与应用 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 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38 
汽车运用与维修 

（含新能源汽车） 
天津市职业大学 天津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39 
汽车运用与维修 

（含新能源汽车）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40 
汽车运用与维修 

（含新能源汽车）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辽宁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41 
汽车运用与维修 

（含新能源汽车）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吉林 新能源汽车技术 

42 
汽车运用与维修 

（含新能源汽车） 
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43 
汽车运用与维修 

（含新能源汽车）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44 
汽车运用与维修 

（含新能源汽车） 
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45 
汽车运用与维修 

（含新能源汽车） 
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湖南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46 
汽车运用与维修 

（含新能源汽车）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47 
汽车运用与维修 

（含新能源汽车）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48 
汽车运用与维修 

（含新能源汽车）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49 
汽车运用与维修 

（含新能源汽车） 
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贵州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 

50 建筑信息模型制作与应用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 建筑工程技术 

51 建筑信息模型制作与应用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内蒙古 建筑设计 

52 建筑信息模型制作与应用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黑龙江 建筑设备工程技术 

53 建筑信息模型制作与应用 绍兴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建设工程管理 

54 建筑信息模型制作与应用 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建筑工程技术 



55 建筑信息模型制作与应用 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 建筑工程技术 

56 建筑信息模型制作与应用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 建筑工程技术 

57 建筑信息模型制作与应用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 建筑工程技术 

58 建筑信息模型制作与应用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 建筑工程技术 

59 建筑信息模型制作与应用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重庆 建筑工程技术 

60 建筑信息模型制作与应用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 建筑工程技术 

61 建筑信息模型制作与应用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 建筑工程技术 

62 物联网技术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物联网应用技术 

63 物联网技术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64 物联网技术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应用电子技术 

65 物联网技术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应用电子技术 

66 物联网技术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电子信息工程技术 

67 物联网技术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重庆 物联网应用技术 

68 化工与制药技术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 药品生产技术 

69 化工与制药技术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辽宁 石油化工技术 

70 化工与制药技术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吉林 应用化工技术 

71 化工与制药技术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江苏 药品生产技术 

72 化工与制药技术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应用化工技术 

73 化工与制药技术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应用化工技术 

74 化工与制药技术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精细化工技术 

75 化工与制药技术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广东 中药制药技术 

76 化工与制药技术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重庆 药品生产技术 

77 化工与制药技术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甘肃 石油化工技术 

78 新能源与环保技术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 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 

79 新能源与环保技术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 环境工程技术 

80 新能源与环保技术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山东 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 

81 新能源与环保技术 湖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 

82 新能源与环保技术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风电系统运行与维护 

83 新能源与环保技术 广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 
电厂热能动力装置（新

能源发电方向） 

84 新能源与环保技术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重庆 新能源装备技术 

85 新能源与环保技术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甘肃 风力发电工程技术 

86 电子商务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黑龙江 电子商务 

87 电子商务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电子商务 



88 电子商务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电子商务 

89 电子商务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电子商务 

90 电子商务 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电子商务 

91 电子商务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浙江 电子商务 

92 电子商务 河南经贸职业学院 河南 电子商务 

93 电子商务 广西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 电子商务 

94 电子商务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云南 电子商务 

95 现代物流管理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北京 物流管理 

96 现代物流管理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天津 物流管理 

97 现代物流管理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 物流管理 

98 现代物流管理 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辽宁 物流管理 

99 现代物流管理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物流管理 

100 现代物流管理 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 江西 物流管理 

101 现代物流管理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山东 物流管理 

102 现代物流管理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湖北 物流管理 

103 现代物流管理 湖南现代物流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物流管理 

104 现代物流管理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 物流管理 

105 养老服务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北京 老年服务与管理 

106 养老服务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北京 老年服务与管理 

107 养老服务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天津 护理 

108 养老服务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吉林 护理 

109 养老服务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护理 

110 养老服务 滨州职业学院 山东 护理 

111 养老服务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 护理 

112 养老服务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老年服务与管理 

113 养老服务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 护理 

114 家政服务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护理（母婴护理方向） 

115 幼儿保育与学前教育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江苏 学前教育 

116 幼儿保育与学前教育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学前教育 

117 幼儿保育与学前教育 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安徽 学前教育 

118 幼儿保育与学前教育 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福建 学前教育 

119 幼儿保育与学前教育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福建 学前教育 

120 幼儿保育与学前教育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四川 学前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