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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工科背景下工、商融合的“化工+”个性化人
才培养模式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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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工科背景下，高校需重点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逐渐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并取得了一定的优秀成果，学

校不妨从该角度入手，尝试建设工、商融合的“化工+”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提升学生素养，为社会培养优秀人才。基于此，本文简

要概述了化工专业建设现状及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并总结了一系列人才培养策略，希望能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一定的参考意见，提高高校

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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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engineeri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 to focus on improving students' innovative ability. Nowadays, more and 

mor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gradually promoting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have achieved some excellent results. Schools may wish to start 

from this perspective, try to build a "chemical +" personalized talent training model integrating industry and business,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students' 

literacy, and cultivate outstanding talents for the societ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briefly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emical major construction 

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alent training, and summarizes a series of talent training strategies, hoping to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 opinions for educator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llege tal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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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工专业建设现状及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一）化工专业建设现状 

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大高校也逐渐加强

人才培养机制，尝试建立专门的社会需求动态机制，调整人才培养

方向和计划，以此来适应社会对于人才的要求，共同构建产教融合

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新工科背景下，学科交叉融合教学模式开始广

泛出现，并取得了一定的优秀成绩，比如，催生了一批新的专业，

打造了地区的专项研究实验室或研究中心，取得了一系列卓越人才

培养模式创新研究的教学科研成果。因此，许多学校也尝试利用交

叉融合这一优势，与社会相关企业和单位共同构建教学平台。 

（二）化工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一是教学理念不明确，多数教师仍旧保持着传统教学观念，但这

些教师对于全新教学理念的认知并不明确，也不了解实际社会的人才

培养需求，因此导致化工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现实需求不符，在一定

程度上阻碍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二是人才培养方向发生了偏转，受

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各大学校并没有及时改革人才培养方案，并没

有意识到实践教学和综合能力提升教学的重要性，过于重视基础理论

和专业技能的教学，导致高校所培养的人才并不能满足社会对于人才

的要求。三是学生对于本专业缺乏学习兴趣，学习积极性普遍不高，

即使在毕业后也不愿意从事相关行业，整体的教学质量较差，学生并

不能掌握核心专业技能，学习效果较差，知识应用能力也不强。四是

社会对于化工专业存在一定的偏见，认为其并没有长远的发展趋势，

导致化工专业所招收的学生越来越少，无法满足社会需求。五是教学

资源相对匮乏，不管是专业教师还是交叉融合学科的教师，师资力量

普遍较差，老师的实践教学经验较少，教学方式比较单一，难以满足

课程教学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才培养质量。六是人才管理机

制存在弊端，多数学校要么就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要么就完全放松，

实行个性化人才发展，学校应当采用弹性的管理制度，以往的考核制

度过于片面，不能体现学生的综合提升和多样化成长发展，因此，不

能人才培养发展提供优质反馈信息。 

二、基于新工科背景下工、商融合的“化工+”个性化人才培养

模式 
（一）明确人才培养理念 

受传统教学理念的影响，各大高校为了保障本校的稳定发展，

通常会采用较为常规的办学方式，忽视了各专业的学科教学优势，

过于重视学生的共性培养，加之教学教师存在着一定的错误教学理

念，对于个性化人才培养理念认知不够，难以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

个人素养能力。针对以上问题，学校应当深入了解新工科建设要求，

充分调研各地行业产业的人才需求，对社会中的各个单位进行调研，

深入研究社会对于化工人才的具体需求，并且了解在新工科背景下

化工产业的发展方向，另外，学校还要深入调研其他大学的化工个

性化人才培养方案和理念，总结化工专业建设现状，总结各大高校

的教学经验，考察自身学校的不足之处，考察学生基本素养，以此

为依据明确新形势下“化工＋”个性化人才培养目标。同时也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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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解学生发展需求，深入研究化工专业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素养需

求，及时结合相关行业的发展趋势和人才要求，明确化工人才培养

定位，结合学生实际发展情况，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学目标为

导向，在实践教学中实现个性化人才培养。 

（二）创新课程教学体系 

学校在明确化工人才培养理念的基础上，建立明确的教学目标，

并以此为出发点，创新课程教学体系，结合以上调研，明确人才培

养方向，设置相对应的能力提升模块和基础理论课程模块，综合提

升学生的学科素养，逐步提升其化工专业能力、商科基本能力等，

有效融合商科专业课程和工科专业课程，构建统一的课程教学体系，

培养化工＋个性化人才。在具体的教学体系中，学校根据各个学段

的教学需求，设置不同的教学目标，实施“2.5+1.5”的学制模式，

前期学年主要负责教导学生完成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综合提

升学生的基础能力，后期主要负责学生的个性化发展，结合学生即

将毕业的实际情况，教师主要引导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规划，

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自主选择，从而完成培养多样化人才的教学目

标，并且在后期的教学深入研究专业课程，为学生个性化发展提供

广阔的平台，帮助其顺利完成毕业论文并毕业。在课程结构构成方

面，通识教育和基础教育模块不再做大的创新和调整，不断丰富化

工专业核心课程优化，为学生提供丰富的选择，同时又增添与其他

学科联合的课程，有效拓展专业课程内容。另外，学校还可以增添

实验实践课程体系，化工专业具有极强的应用性，为了有效提升学

生的能力，更为了帮助学生做出正确的择业选择，学校可以开始过

程系统工程实训等相关实验实践课程，共同创新课程教学体系。 

（三）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化工专业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其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起到

了重要推动作用，但在实际教学中，教学课程负担过重，课程结构设

置存在问题，大多设置了一些通用课程，但缺乏推动学生个性化发展

的教学课程，要设置全新的教学课程和人才培养模式。在新工科背景

下，要想构建全新的工商融合的化工加个性化育才培养模式，学校必

须以跨学科交融为目标，深度探索社会对于化工领域人才的需求，充

分利用商科优势和工科优势，建立全新的教学模式，设置各种融合课

程和实践课程，促进化工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构建协同发展教育体系，

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在具体的教学中，学校可以从化工能力和其

他学科的教学能力，有效结合金融能力、投资能力、贸易能力等，培

养学生具有以上学科能力，从而向社会输送化工物流、化工管理等方

面的人才。同时，学校作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主导者，应当有

效对接新工科教学要求，实行工商结合、产教融合等协同育人新模式，

促进工科与商科的深度融合，提出化工专业发展新方向，探索全新融

合发展模式，有效输送核心人才。 

（四）建设资源循环化工专业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的利用直接影响着化工专业教学改革的最终效果，因

此，学校领导应充分重视教学资源的循环利用，建设资源循环化工

专业教学资源。首先，教师资源是影响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在工

科与商科的融合背景下，学校应当通过一系列方式增强师资力量。

其次，学校应当充分发挥化工专业实验教学平台的资源价值，以省

级化工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为根据，整合校内已有的实验室资源，为

化工专业实验教学提供更高价值的教学平台。最后，教师也要具备

整合教学资源的意识，教师在教学中有效丰富教学资源，充分发挥

资源的价值，提高整体教学效果，比如教师可以利用互联网搜寻教

学资源，还可以将互联网应用于专业教学中，促进课堂教学创新，

还可以有效拓展教学内容，促使学生主动研究学科前沿知识，逐渐

强化学生学习能力，提升整体课堂教学效果。 

（五）建立人才培养的管理机制和评价标准 

为了提高整体教学效果，学校应当加强管理机制和评价标准的构

成，对校、院两级管理机构进行重构，明确各自职责，同时又能协同

合作，共同负责人才培养工作，其中，院级管理机构主要负责落实课

程教学，负责人才培养的具体运行和管理，校级管理机构主要负责协

调各学科之间的合作。为了加强人才培养管理，学校可以实行学业导

师制度，将学生分配给各个导师，导师负责辅导学生，帮助学生克服

各种难重点，为学生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通过一对一或者一对多

的指导制度，有效提高学生专业能力，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 

（六）进一步优化课程设置方式，突出个性化人才培养特色 

为了进一步强化课程设置，促使学生个性发展，学校可以从以

下三方面着重优化课程设置方式，提高学生综合能力。首先，在课

程分布设置方面，学校要深入研究和开发通识课程，挖掘其中与其

他学科融合重要内容，有效整合课程内容，通过细小的教学内容，

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使其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主动选择其他选修

课程，有效推动学生迈进跨专业的步伐，为之后不同领域的交叉融

合打好基础。其次，为了有效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

学校可以在化工课程中安排诸多实践环节。最后，为了加强课程的

探究性和趣味性，学校可以深度开发虚拟仿真实验平台，有效克服

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利用计算机仿真软件，有效提高学生的自主

探索兴趣和能力，帮助学生深入理解课程内容。 

（七）提高师资队伍的学科交叉融合水平 

首先，学校应当主动加强不同学科教师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要

让教师之间能够形成有效的思想碰撞，为之后实现交叉融合教学研

究打好基础，这些教师也是构成工商融合化工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

的重要组织成员。其次，学校还要开设专业的培训指导和交流，有

效提高教师的交叉融合科研水平，保障师资力量，促使人才培养方

案能够落实。最后，还要不断加强融合教师队伍的建设，为了推动

工商融合的“化工＋”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应用，学校可以通过

专业培训或者开设企业项目，不断增强教师的业务能力，建设专业

核心课程教学团队，有效提高师资队伍的学科交叉融合水平。 

（八）持续改进人才培养模式 

学校除了要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还应当持续改进人才培养模

式，对人才培养形成动态管理和改进，有效增强人才培养模式的灵活

度，保证人才培养质量。首先，学校对于已毕业的学生要保持跟踪，

及时了解这类学生的发展动态和发展方向，同时又要与用人单位和企

业保持密切联系，及时了解社会对于人才需求的转变，通过以上信息

反馈，调整化工专业人才培养方向，从而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总结： 
综上所述，为了提高整体教学质量，学校可以明确教学理念、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充分利用化工专业教学资源、构建全新的管理机制

和评价标准、进一步优化课程设置方式，提高师资力量、持续改进人

才培养模式，通过以上策略，促进工科与商科的融合，探索“新化工”

之路，为社会提供引领科学发展的化工人才，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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