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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专、本”融通的精细化学品分析活页式教材建设
耿化梅　王雪香　郭艳亮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甘肃 兰州 730060）

摘要：精细化学品分析作为精细化工（专科）、现代精细化工（本科）专业的核心专业课，根据企业调研、市场需求和人才培养模式，

本教材采用模块化、活页式编排方式，以在精细化学品分析检验过程中常用仪器为模块，模块内容分为基础知识篇，技能训练篇和仿真

训练篇，不同模块、不同内容按照专业，培养层次活页编写，适用于化工类专业的专科、本科教学使用，也可适用于从事精细化化工检

验检测从业人员的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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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提出了“三教”改革的任务。教材是基础，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提升教材质量，对高职院校教育

教学质量的提高和优秀人才的培养关系重大。教材的改革，要按

照更新教学内容、完善教学大纲、编写或开发教材的顺序进行，

一是在教材内容上打破学科体系、知识本位的束缚，加强与生产

生活的联系，突出应用性与实践性，关注技术发展带来的学习内

容与方式的变化；二是完善教材形态，对经典的纸质教材，通过

配套数字化教学资源，形成“纸质教材﹢多媒体平台”的新形态

一体化教材体系。

2014 年 6 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决定》

提出“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近几年，多所职业院校转设、

“升格”。精细化学品分析课程作为精细化工专业核心专业课，

为满足精细化工（专科）、现代精细化工（本科）专业的人才培养，

由之前理论和实训分开教学到理实一体化教学再到现在模块化教

学改革实施中，本课程急需一本满足化工类不同专业，不同培养

层次的“活页式”模块化理实一体化教材，选择不同的内容教学

以适应高（职）、本（科）人才培养。

一、当前精细化学品分析教材情况分析

目前，精细化学品分析学科的教科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

以本校本课程现用教材《精细化学品分析与应用》为代表，主编：

张玉苍 . 冶金工业出版社。主要介绍了仪器分析在精细化学品分

析中的应用，侧重理论知识，只有极少篇幅说明应用实例，内容

选择如有机质谱和核磁共振氢谱和知识侧重点不适合职业技术专、

本科学生的知识和能力要求，无法满足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的培

养。第二类，以精细化学品品类为主题，介绍了对表面活性剂、医药、

农药、化妆品等精细化学品分析方法，着力以实训项目的形式体

现了实用性和实践性，对传统分析方法作了较多介绍，仪器分析

方法介绍不系统，部分内容与精细化工专业精细化学品生产技术

教材重复。第三类，少数教材主要介绍了精细化学品分析检验基础、

常用分离技术、质量控制常规项目检验技术等基础理论，简单介

绍了这些理论在复配型精细化学品分析检验中的运用，与分析化

学内容重叠多，对本专业实用性较差。

二、本课程新型活页式教材建设策略

（一）总体思路

本教材作为专、本通用教材，采用模块化、活页式编排方式，

主要以分析仪器在精细化学品分析中的应用为模块，每一模块活

页编写，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教学对象的层次不同，选择不

同的模块。每一模块理论知识以专科层次够用为基础，再活页加宽、

加深为原则，实践训练中的实训项目全部采用活页编写，满足不

同层次、同专业不同届、不同专业和个体差异化的教学需要。

表 1 精细化学品分析活页式教材拟建设目录

模块（章） 项目（节） 内容

知识储备

一、精细化学品分析基础

二、精细化学品分析检验的基本程序

三、相关概念及术语

四、精细化学品分析标准

五、精细化学品分析案例

模块一、气相

色谱在精细化

学品分析中的

应用

项目一、基

础知识篇

一、气相色谱法理论

二、色谱分析方法

三、气相色谱柱

四、气相色谱操作条件分析及选择

五、气质联用

六、气相色谱最新研究进展

项目二、气

相色谱实践

操作训练

一、气相色谱仪

二、气相色谱操作条件的设置

三、实训项目 1：

四、实训项目 2：

五、实训项目 3：

六、气相色谱仪日常维护、维修

项目三、气

相色谱仿真

操作

一、机理型通用气相色谱仿真软件

二、气相色谱 VR-SPOC 系统

三、3D 气相色谱仪检测仿真软件

模块二、液相

色谱在精细化

学品分析中的

应用

项目一、基

础知识篇

一、液相色谱法理论

二、液相色谱流动相和固定相

三、液相色谱操作条件分析及选择

四、液质联用

五、液相色谱在精细化学品分析中最

新研究进展

项目二、液

相色谱实践

操作训练

一、液相色谱仪

二、液相色谱操作条件的设置

三、实训项目 1：

四、实训项目 2：

五、实训项目 3：

六、液相色谱仪日常维护、维修

项目三、液

相色谱仿真

操作

一、液相色谱仿真软件

二、3D 液相色谱仪检测仿真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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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三、紫外 -

可见分度光度

计在精细化学

品分析中的应

用

项目一、基

础知识篇

一、紫外 - 可见吸收光谱的基本知识

二、紫外 - 可见吸收光谱的影响因素

项目二、紫

外 - 可见分

度光度计实

践操作训练

一、紫外 - 可见分度光度计

二、紫外 - 可见吸收光谱分析方法

三、样品制备

四、实训项目 1：

五、实训项目 2：

六、实训项目 3：

项目三、紫

外 - 可见分

度光度计仿

真操作

3D 紫外 - 可见吸收分光光度计

TU1901 仿真训练

现以模块一气相色谱在精细化学品分析中的应用为例说明具

体建设思路见图 1。

每一模块内容分为项目一基础知识篇、项目二技能训练篇和

项目三仿真训练篇，三个项目之间不是完全分离，理论中有实践，

实践中验证理论，相互之间紧密相连，逻辑严密（如图 1 箭头所示）。

具体内容包括基础内容、提高内容，活页式内容、提高活页式内容、

拓展内容和思政小卡片。基础内容是作为学习气相色谱在精细化

学品分析中最基础，也是必需的内容；提高内容作为专科加深、

加宽内容，本科必修内容；活页式内容和提高活页式内容教师根

据教学对象的层次、年级、专业不同，职场变化要求自行组装，

编者也会根据政策、方针，精细化工行业变化，人才培养需求逐

年增删，变化。拓展内容学生可自学；思政小卡片有利于培养新

时代有理想，有信念，高技能，高素质一线人才。

图 1 气相色谱在精细化学品分析中的应用建设思路

（二）具体建设策略

1. 编排活页式教材，专（科）、本（科）通用。

为适应不同层次、不同专业教学的需要，教材采用活页式编排，

可以随时增减、变更、重排教材的内容，满足不同难易程度要求，

学生和老师可以“快速组装”自己需要的教材；根据职场要求的

变化，教材内容可以实时同步变化，支持教师教学改革；学生可

以精准、便捷的选择自己喜欢、感兴趣的内容，更便于个性化教学。

2. 与课程改革并进，突出理实一体化

为了有效提升本专业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团队合作与协调

能力、创新创业能力以满足应用型和创新创业型人才的需求，为

理实一体化教学的需要，全书每一模块都涵盖了基础知识篇、仿

真训练篇和技能训练篇。书中列举大量实际案例和实训课题，突

出了技术应用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既可用于理实一体化教学，

也可指导学生进行实训、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

3. 与实际工作过程相匹配，提升教材实用性

教学项目来源于真实的工作岗位，是在真实情境中解决实际

问题，项目设计要与职业岗位任务有效对接，充分体现项目的实

用性。编排教材内容时，与企业实际工作过程相匹配，对接典型

工作岗位，结合工作流程，设计基于工作过程的学习内容，增加

仪器日常维护、保养，维修内容。

4. 坚持立德树人，发挥育人功能

为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对学生正确人生观、价值观

的引导，以“思政小卡片”的形式作为思政元素的切入点，插入

在课本醒目位置，确保专业课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实现全方位育人，“思政小卡片”可以是关于“工匠精神”的一句话，

也可以是“杰出校友”的一段励志故事，为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

潜移默化的注入理想、信念，并时时提醒他们要努力，奋斗，开拓，

创新。

5. 丰富信息化资源，保障教学实施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以教育

信息化促进教育现代化成为高教界的广泛共识。在现有信息化资

源（课件、视频、动画、文档等）的基础上扩展资源，完善资源，

配备教学资源包，为教学实施提供保障。

三、结语

鉴于对已有现有教材的分析，作者在长期的一线教学过程中，

发现目前的这些教材无法满足精细化工专业人才的培养和理实一

体化教学，编写一本活页式精细化学品分析与应用理实一体化势

在必行。最终出版后，希望本教材适用于精细化工专科培养层次，

也适合 3+2 专本贯通教学和 4 年制本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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