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任务8 国际交流与合作

佐证材料目录

一、2022年佐证材料

8-1 引进国际优质职业教育理念，培养国际化人才

8-1-1 在应用化工技术专业推广IEET认证九个规范

8-1-1-1 在应用化工技术专业推广 IEET 认证九个规范

8-2 与德国教育集团合作，推进双元制本土化

8-2-1 启动“德国双元制职业技能培养标准本土化建设

8-2-1-1 编写 AHK 活页式、工作页教材 3 本

8-2-1-2 完成学生 AHK 化工国际班第一阶段考证工作

二、2023年佐证材料

8-1 引进国际优质职业教育理念，培养国际化人才

8-1-1 群内专业借鉴IEET认证开展建设

8-1-1-1 应用化工技术专业借鉴开展情况

8-2与德国教育集团合作，推进双元制本土化

8-2-1 成立中欧化工和安全联教联盟

8-2-1-1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德国科格努斯国际教育集团合作框架协议及成立中德

化工安全跨区域培训中心揭牌仪式

8-2-2 公开发表论文2篇



IEET 专业认证在应用化工技术专业的推广应用 

 

IEET 专业认证遵循《悉尼协议》，其以学生为中心、以结果为导向、以持续改善的理念

对我们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有借鉴、推广的价值。 

一、《悉尼协议》的理念 

1、以学生为中心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变革，是一种范式的改变，教育观念从以“教”为中心，向以

“学”为中心转变，围绕学生的培养去设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的方式方法。对教学

的评价也侧重于能反映学生学习状态、学习效果的指标，必须考虑到全体学生。 

2、以结果为导向 

   “以结果为导向”的评估系统，多维度可持续地对学生、专业、学校进行评估，一方面

对专业建设的现有成果进行检验，另一方面则为未来改革指明方向。专业可检验教育目标与

市场接轨的情况，也可考察专业的课程教学等是否能达到设定目标。 

3、倡导持续改进 

《悉尼协议》等工程专业教育认证体系是在推进动态的、开放的、持续改进的质量保证

体系。不断反馈和评价教育教学工作的效果，发现需要改进的教学环节并进行及时的修正，

从根本上保证培养质量的保持和提高。通过建立完善的持续改进体系，体现培养目标的质量

要求，并确实稳定实施此体系，辅以有效的跟踪与反馈机制来进行持续改进，才能真正推动

专业建设的内涵式发展。 

二、《悉尼协议》对学生的培养目标的要求 

    1、培养目标适应社会需求。 

      培养目标应该与实际职业相吻合，应该包含与专业相关工作需要的能力以及核心知识。

同时培养目标应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2、培养目标达成度的课程设计。 

      培养目标应提供相应材料证明专业课程能够支撑教育目标的达成，包括毕业生在毕业

一段时间后对核心课程的评价；同时应论证课程目标中提升的能力知识是否是培养目标中职

业所需的能力知识。 

   3、培养目标达成度的评价及修订。 

      需建立必要的制度定期评价培养目标的达成度，包括学生和社会对培养目标达成的反

馈；定期对培养目标进行修订。 

《悉尼协议》强调以学生学习成果为导向，规范各领域毕业生该有的核心能力，尊重各专

业的特点和特色，重视教师的教学成效而非研究成果。因而在应用化工技术专业推广时，我

们重点在课程教学环节的改进。 

三、《悉尼协议》理念在在应用化工技术专业的推广实践——以《仪器分析》课程教学为例 

1、合理设置课程体系达成教育目标 

本专业召开课程建设研讨会，依据课程支撑核心能力指标，分解课程教学目标，细化单

元教学目标，调整课程内容。课程团队与企业人员共同研讨，优化技能训练案例，以职业能

力为主线，构建了符合现代职教规律多元化工学结合、个性培养、基于化工产品质量分析岗

位工作过程的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构建流程如下图所示： 

 



 
 

 

2、以学生为中心实施课程教学。 

（1）按课程任务内容单元细化教学目标，针对单元教学目标的达成，明确各次课的教学

组织安排。针对单元教学目标，设计评价活动的组织、评价内容、评价形式、评分标准等。 

（2）按课次划分的任务工单（见案例），把学习任务具体化，在课前发给学生。学生分

小组讨论操作方案。 

（3）课堂上以小组为单位实施方案，培养学生团队协作能力。 

（4）小组分享，反思课程所学。 

3、持续改善——老师教学反思 

   任务工单上写清课前、课中及课后学生要学哪些内容，完成哪些练习或操作任务，让学

生学习时更有依据。我们还在任务单设置了每次课后的自我评价栏，以便了解学生个性化

的学习情况，及时关注到学生的学习问题。 

      在教学实施中，一方面我们及时回应学生在任务单自我评价栏的问题，让学生感

受到老师是真的关心他们；另一方面，因为有任务单的全程指导，我更有把握引入比较复

杂的教学活动，不需要担心学生乱成一团耽误时间，或沉溺于活动本身而忘记了学习目

标。 

    以前做课程，我们习惯于单箭头、直线型的建设路径，把课程建设每个关键节点做

的很扎实，这让我们的课程越来越成熟。但是，我们很少在某个节点停留、反思，再回头

审视之前的设计究竟是否合理。 

    本次改革，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实施路径，促使我们时刻关注学生的能力达成

度情况，不断调整教学策略。 

 

 

 

 

 

 

 

 

 

 

 

 

 

 



 

案例： 

《仪器分析》工作任务单 2-1 

任务名称 直接电位法测定溶液 pH 学时 4 

学生姓名  班级  

工作场地  日期  

任务目的 

知识目标： 

1、掌握直接电位法测定 pH 的原理；2、掌握 pH 实用定义。 

技能目标： 

1、正确使用 pH 计；2、正确使用电极；3、能选择合适的标准缓冲溶液并配制；

4、正确测定溶液的 pH。 



知识应用（应知） 

1. 在电位法中作为指示电极，其电位应与被测离子的活度的关系是（  ） 

    A.无关  B.成正比  C.与 lgα 待测成正比  D.符合能斯特方程 

2. 常用的参比电极是（  ） 

    A.玻璃电极  B.气敏电极  C.饱和甘汞电极  D.氟电极 

3. 关于 pH玻璃电极膜电位的产生原因，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氢离子在玻璃表面还原而传递电子 

    B．钠离子在玻璃膜中移动 

    C．氢离子穿透玻璃膜而使膜内外氢离子产生浓度差 

D．氢离子在玻璃膜表面进行离子交换和扩散的结果 

4. 当测定溶液的 pH 大于 10 是，玻璃电极产生碱差，检测所得 pH 会（  ） 

A.偏高      B.偏低     C.不变       D.时高时低 

5. 用玻璃电极测定溶液 pH 时，采用的定量方法为（  ）。 

    A.校正曲线法    B.直接比较法      C.一次加入法     D.增量法 

6. 用电位法测定溶液的 pH 值时，电极系统由玻璃电极与饱和甘汞电极组成，其中甘汞电极是

作为测定溶液中氢离子活度（浓度）的（  ）。 

A.金属电极     B.参比电极     C.指示电极     D.电解电极 

技能训练（应会） 

工作任务描述：  

    测定某未知溶液的 pH 值。 

要求：1.选择正确的电极和标准缓冲溶液；2.正确配制标准缓冲溶液；3.正确使用酸度计和电

极。 

一、小组成员分工 

小组

编号 
成员姓名 学号 任务分工 

 

   

   

   

   

   

   

 

 

  



二、试验方法 

 

三、仪器与试剂 

 

 

 

四、试验方案设计（要求按实际工作顺序进行设计） 

 

 

 

 

 

五、实验现象及数据记录（设计时应根据试验方案的步骤进行考虑，要考虑平行测

定的结果记录） 

实验现象： 

 

 

 

试验数据处理及结果 

第一次 pH 测定结果 第二次 pH 测定结果 平均 pH 

   

 

试验结果：该溶液的 pH为                 。 

 

六、总结 

实验中的问题： 

 

 

改进的方向和方式： 

 

 

 

评      价 

任务成绩 
自我评价 小组评价 教师评价 总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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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化工技术专业借鉴IEET认证开展建设（附《化学实验基础》

课程标准、及《仪器分析》课程标准） 

《化学实验基础》课程标准 

一、适用专业   应用化工技术专业 

二、课程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 

 

课程 

3.1 熟悉

应用化

工技术

专业应

用化工

技术专

业实务

所需的

知识、

技能及

工具等

技术能

力。 

3.2 确实执行

应用化工技

术专业类标

准作业程序

，并执行、

分析、解释

与应用实验

。 

3.3 参与

沟通与

团队合

作的能

力。 

3.4 确认

、分析

与解决

石油化

工实践

技术问

题能力

。 

3.5 认识

时事议

题，并

培养持

续学习

的习惯

与能力

。 

3.6 理解

及遵守石

油化工行

业职业道

德，认知

社会责任

及尊重多

元观点。 

化学实验基础 * * 

  

* 

 

 

三、课程定位 

本课程是应用化工技术专业的必修专业基础课。本课程通过模拟现实工作情境设置项目，并对

完成项目所需技能进行逐一的学习和规范，最终达到掌握完成化学实验室基本工作所需基本知识和

技能的目的，同时在学习过程中着重培养严谨、踏实、负责的职业素养。   

课程主要承担知识技能培养任务包括：实验室合成、提取、制备仪器的选择、安装及规范使用

；基本分析仪器的规范使用；实验数据的处理和实验报告的规范撰写；实验室安全的注意事项及基

本处理方法。 

 

四、课程内容及对应能力 

序号 项目内容 任务内容 专业能力 

1 项目一.认识化学

实验室 

任务1.化学实验室的设置 

任务2.化学实验室基本管理

规则 

了解实验室基本职能，初步具

备理解并严格执行实验室规章

制度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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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3.实验室安全常识 

2 项目二.实验室安

全教育 

任务1.实验室药品的摆放及

安全使用 

任务2.实验室安全设施的使

用 

任务3.实验室常见割伤、烫

伤等的处理 

具备实验室安全基本事务的处

理能力。 

3 项目三.玻璃管、

棒的简单加工 

任务1. 认识加热用仪器 

任务2. 酒精喷灯的规范使用 

任务3.玻璃管、棒的简单加

工 

任务4.塞子的钻孔 

任务5.仪器的连接与装配 

具备使用酒精喷灯及玻璃管、

棒自制各种型号滴管、搅棒的

能力。具备将各类型玻璃仪器

自由连接的能力。 

4 项目四.天然产物

的提取技术 

任务1.参考资料规范书写实

验方案 

任务2.玻璃仪器的选择及清

洗干燥 

任务3.回流提取技术及规范

操作 

任务4.过滤分离技术及规范

操作 

1.具备根据实验方案规范使用

仪器完成实验的能力。 

2.具备根据资料制定实验方案

、选择仪器的能力。 

5 项目五.产品的浓

缩、纯化技术 

任务1.了解各类型浓缩、纯

化方法特点选择适宜方法 

任务2.根据选择方法准备玻

璃仪器 

任务3.使用选择方法进行产

品浓缩、纯化 

任务4. 实验总结：分析找出

操作过程不规范的部分、分

析所选方法优劣  

1.具备规范使用各类型分离提

纯方法的能力。 

2.具备灵活选择各类型分离提

纯方法的能力。 

3. 具备具体产品浓缩纯化的实

际操作能力。 

6 项目六.产品物理

性质的测定—流

体粘度测定 

任务1.根据所给仪器分析安

装恒温槽 

任务2.恒温槽的规范使用 

任务3.乌氏粘度计的规范使

用及流体粘度的计算 

具备流体粘度测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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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项目七.物质化学

成分的检测 

任务1.电子天平的规范使用 

任务2.移液管和容量瓶的规

范使用 

任务3.酸碱式滴定管的规范

使用 

任务4.盐酸和氢氧化钠的标

定 

1.具备使用电子天平精确称量

的能力。 

2. 具备移液管和容量瓶的规范

使用能力。 

3. 具备酸、碱式滴定管的规范

使用能力。 

4.具备标准酸溶液的配置和标

定能力。 

8 项目八.工业乙酸

中乙酸含量的精

确测定（滴定玻

璃仪器的校准技

术） 

任务1.滴定玻璃仪器的校准

技术 

具备校准滴定仪器的能力。 

 

五、考核方式 

1.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方式注重过程评价，建立形成性评价体系。课程成绩分为3部分，分别为平时表现20%

，实验成绩20%，期末项目考核60%。其中平时表现这一项主要参考平时完成工作任务过程中综合能

力（包括：掌握有关知识、技术与技能的程度；运用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自学能力、计算

能力、查阅资料能力、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期末考核采取项目考核的形式，考核模拟企业真实

项目完成过程，将学生组成项目小组，给出参考资料，要求学生设计实验方案，并按照方案要求完

成实验，撰写实验报告，考核分数分为3部分，分别为实验过程合作情况20%，实验结果40%，实验

报告撰写20%，教师评价20%。 

2.考核的主要内容： 

学习任务名称 考核主要内容 

任务1 

认识化学实验室 知识点：化学实验室功能，化学实验室规章，实验方案的规

范撰写。 

技能点：知道什么类型的实验该在哪个实验室完成，遵守实

验室规范。 

任务2 

常见实验室安全事项

的处理 

知识点：实验室药品摆放及安全使用的方法；实验室安全设

施的名称及各自的作用和使用方法；常见割伤烫伤的处理方

法。 

技能点：实验室药品的正确摆放，实验室消防设施正确使用

；不同类型割、烫伤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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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3 

玻璃管、棒的简单加

工 

知识点：酒精喷灯的结构及性能，玻璃管棒的物理性质，打

孔器的结构特点。 

技能点：玻璃刀、酒精喷灯的使用方法，玻璃管棒的使用方

法，塞子打孔及连接仪器的方法。 

任务4 

天然产物提取实验方

案的制定及玻璃仪器

的选择 

知识：实验方案的组成及各部分的功用，各实验仪器的特点

及功能。 

技能点：根据资料设计实验方案，根据实验方案选择适宜仪

器。 

任务5 
天然产物提取方案实

施 

知识点：回流提取方法的原理及特点。 

技能点：规范使用回流提取装置。 

任务6 

了解产品浓缩、纯化

的方法 

知识点：简单蒸馏、简单分馏、减压蒸馏、水蒸气蒸馏的特

点及仪器构成。 

技能点：分清各类型分离提纯方法的不同之处及各自主要的

应用领域。 

任务7 

产品浓缩、纯化方法

所用仪器的操作技术 

知识点：各操作仪器组成的特点及连接方法。 

技能点：简单蒸馏、简单分馏、减压蒸馏、水蒸气蒸馏的仪

器的规范操作方法。 

任务8 

浓缩、纯化产品 知识点：产品的物理化学性质，所选浓缩纯化方法的特点。 

技能点：根据产品物理化学性质选择浓缩纯化方法，规范操

作的能力。 

任务9 
产品物理性质的测定

—流体粘度测定 

知识点：恒温槽的结构及特点，乌氏粘度计的结构及特点。 

技能点：恒温槽和乌氏粘度计的规范使用方法。 

任务10 
电子天平的规范使用 知识点：万分之一电子天平的功用及结构特点。 

技能点：万分之一电子天平的规范使用。 

任务11 
移液管和容量瓶的规

范使用 

知识点：移液管、容量瓶的功用及结构特点。 

技能点：移液管、容量瓶的规范使用。 

任务12 
酸碱式滴定管的规范

使用 

知识点：酸、碱式滴定管的功用及结构特点。 

技能点：酸、碱式滴定管的规范使用。 

任务13 

盐酸的标定 知识点：盐酸的物理化学性质，溶液的性质，指示剂的性质

。 

技能点：掌握盐酸标定的方法。 

任务14 

氢氧化钠的标定 知识点：盐酸的物理化学性质，溶液的性质，指示剂的性质

。 

技能点：盐酸标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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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15 
滴定玻璃仪器的校准

技术 

知识点：玻璃量器的特点及可能产生误差的原因。 

技能点：玻璃量器的温度校准和体积校准方法。 

 

六、参考学时与学分 

参考学时：52 

参考学分：3.0 

 

七、课程标准编制背景 

本门课程根据专业培养计划和人才培养规格，依据宽基础、多岗位的就业思路，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鉴定标准》，根据石油专业岗位群技能要求，确定典

型的工作任务，根据典型工作任务设定相应项目，根据完成项目所需要的知识、能力

、素质要求，开发课程，确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根据内容难度及学生综合情况确

定教学时数。 

课程重视内容与职业岗位任职要求的一致，将《化学实验基础》课程内容关联《

化学分析工》等职业资格考证内容，实现教学内容与职业资格证书内容的有机融合，

开展了“课证融合”的课程改革，为培养高素质高技能的职业人，增强学生就业竞争

力，打下基础。 

课程采用自编教材，教材编写参考实验室工作时间顺序安排课程内容，将实验知

识、技能体系模块化、单元化。每个单元以典型项目、案例为载体设计单元内容，编

写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做一体化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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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德国科格努斯国际教育集团合作框架协议及成立中德

化工安全跨区域培训中心揭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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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表论文2篇——录用通知及版面费转账记录（已录用，待发表） 

 

《2021年到2023年4月全国化工安全事故统计分析及防控措施》被中文核

心期刊工业安全与环保录用 

 

录用通知： 

 
 
 
 

您好： 

您的来稿拟被我刊录用，现作以下通知： 

1.文章于2024  年 5  月发表收取版面费 4500  元/篇，加急至23年11月发表收取加急费1000元

。即日起可直接银行汇款，本刊定期清收款项后（收到汇款2周左右）自动寄送录用通知和发票。

工行汇款信息如下： 

单位名称：中钢集团武汉安全环保研究院有限公司 

帐号：3202007509000190649 

开户银行：工行红卫路支行827518 

注：在备注栏请注明“第一作者姓名+姚编辑”，汇款后请回复此邮箱上传汇款凭证和提供发

票税号等具体开票信息。 

第一作者姓名 王丹菊+姚编辑 

普票（或专票）  

名称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纳税人识别号 12440900456408565M 

地址、电话 广东省茂名市文明北路232号 

开户行及账号   

3.请提供详细的邮寄地址和电话以便我刊邮寄发票、录用通知和发表后的样刊。 

邮编 525000 

详细地址 广东省茂名市西粤南路138号东信名苑 

收件人 王丹菊 

电话 13535917535 

 

4.有关事项咨询或告知情况请留言本邮箱：kuki_yyx@163.com，姚编辑，定时回复。 

 

mailto:kuki_yy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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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1244号《工业安全与环保》编辑部 

邮编：430081 

 

《工业安全与环保》编辑部 

    2023年6月28日 

 

 

《危险化学品工艺装置在线量计算探讨》被《广东化工》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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