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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独立设置的实践课） 

物理化学实验课程 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物理化学实验 
课程

代码 

0713315012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课程负

责人 
苏志忠 

开课学期 第   5 学期 学时/学分 48/1.5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

续 

课程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物理学、电工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 

后续课程：化工热力学、化学反应工程、化工分离工程、系统与过程分析、化工过程开发

与设计 

 

 

B 

课程描述 

 

物理化学实验为化工相关专业本科生开设的一门重要的基础实验课程，它与无机化学实验、

分析化学实验和有机化学实验等相互衔接，构成化学化工专业完整的实验体系。 

物理化学实验课程在理解、检验化工学科的基本理论，掌握、运用化学化工中用到的基本

物理方法和技能，设计科学的实验方法，培养科学思维和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引导

学生自觉学习，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有着重要的作用。 

 

 

 

 

 

 

C 

课程目标 

目标1：掌握基本实验方法和实验技能，加深对物理化学的重要理论和概念的理解； 

目标2：针对过程开发和研究，能处理实验数据、分析与归纳实验现象和表达实验结果。 

目标3：具备化工实践所需技术、技巧及使用工具的能力，具备学习及掌握化工设备、流程

及系统的能力；针对化工现场具体工艺及过程问题，能综合运用热力学或动力学基础知识

和原理，找出解决问题的难点和关键，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 

目标4：具备有效沟通与团队合作的能力和初步的项目管理能力； 

目标5：具备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工程职业道德、专业伦理及社会责任，在解决化

工过程工艺及技术中能综合考虑项目对环境、社会及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D 

课程目标

对 

毕业要求

指标点的

毕业要求 
支撑强

度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4 科学研究 H 
4.3 能够根据实验方案构建实验系统，

安全地开展实验，正确地采集实验数据； 

课 程 目 标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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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 毕业要求 9 个人和团队 

L 

9.2 具备多学科背景下的思想交流、团

队合作能力，能够在团队中独立承担任

务，合作开展工作，完成工程实践任务； 

课程目标

4,5 

E 

教学方式 

□√课堂示范 □√讨论实操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F 

评价方式 
实验预习（10%）；实验操作、团队合作（40%）；实验报告、结果分析与讨论（50%） 

G 

课程目标 

达成途径 

实验项目与实验主要内容 

（重难点、课程思政融入点） 
学时 

实验性质/  教学

方式 
评价方式 

课程 

目标 

恒温水浴的组装及性能的测试 
4 

实验操作 预习、操作、

实验报告 

目标1，

2，3 

燃烧热的测定 
4 

实验操作 
预习、操作、

团队合作、实

验报告 

目标1，

2，3，4 

液体饱和蒸气压的测定 
4 

实验操作 
预习、操作、团

队合作、实验报

告 

目标1，

2，3 

偏摩尔体积的测定（比重法） 
4 

实验操作 预习、操作、

实验报告 

目标1，

2，3 

凝固点降低法测摩尔质量 
4 

实验操作 
预习、操作、

团队合作、实

验报告 

目标1-5 

双液系气-液平衡相图的测绘 
4 

实验操作 
预习、操作、团

队合作、实验报

告 

目标1-5 

氯离子选择性电极的测试和应

用 
4 

实验操作 预习、操作、

实验报告 

目标1，

2，3 

旋光法测定蔗糖转化反应的速率常

数 
4 实验操作 

预习、操作、

实验报告 目标1-4 

电导法测定乙酸乙酯皂化反应的速

率常数 4 
实验操作 

预习、操作、团

队合作、实验报

告 

目标1-5 

最大气泡法溶液表面张力的测定 

4 
实验操作 预习、操作、

实验报告 

目标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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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评价方式与

达成度评价 

 

 

 1. 课程评价方式与达成权重  

该课程目标（i）共设有 5 个，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为 Pi。课程目标评价方式（j）

包含预习、实验操作、团队合作、实验报告等 4 个评价方式。每个评价方式成绩占比（权

重）为 Ki,j。各课程目标、评价方式成绩占比，以及对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权重如表 H-1所

示。 其中，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i=1,2,3…n）。 

表 H-1 各评价方式对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的权重 

课程 

目标 i 

支撑 

指标点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1）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课前预习 Ki,1 实验操作 Ki,2 团队合作 Ki,3 实践报告 Ki,4 

1 4.3 0.4 0.05 0.1 0.05 0.2 

2 4.3 0.2 0.05 0.05 0.0 0.1 

3 4.3 0.2 0.0 0.1 0.0 0.1 

4 4.3，9.2 0.1 0.0 0.05 0.05 0.0 

5 9.2 0.1 0.0 0.05 0.0 0.05 

考核环节对课程目标成绩权重（Mj） 0.1 0.35 0.1 0.45 

2. 课程成绩评定方法 

成绩百分制计分，学生课程综合成绩=∑（每个评价方式实际成绩平均值×Mj）。

Mj= 。其中，课前预习、课堂操作、实验报告等评价方式为过程

性评价。 

2.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法 

课程目标（i）达成度= 计算数据如表

H-2。 

表H-2 每项评价方式的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课程目标 i 

课程目

标达成

权重 Pi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课前预习 Ki,1 
实验操

作 Ki,2 
团队合作 Ki,3 实践报告 Ki,4 

1 0.4 0.05 0.1 0.05 0.2 

2 0.2 0.05 0.05 0.0 0.1 

3 0.2 0.0 0.1 0.0 0.1 

4 0.1 0.0 0.05 0.05 0.0 

5 0.1 0.0 0.05 0.0 0.05 

表H-3 实验实践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关注点 80%-100% 60%-79% 0-59% 

实验预习 

（权重

0.1） 

对实验目的

和原理的熟

悉程度 

完成预习报告，回

答问题正确，实验

方案有创新 

完成预习报告，回

答问题基本正确，

实验方案可行 

能基本回答

问题正确，

有实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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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操作

与团队合

作 

（权重

0.45） 

实验态度 
按时参加实验，原

始数据记录完整 

按时参加实验，原

始数据记录基本

完整 

实验迟到，

原始数据记

录不完整 

操作技能 

实验过程熟练，操

作规范，动手能力

强 

实验过程较熟练，

能完成基本操作 

需在指导下

完成基本操

作 

协作精神 

主动做好分配任

务，并能协助同组

成员 

完成分配任务，能

与小组成员配合 

被动参与实

验 

实验报告 

（权重

0.45） 

数据分析 

处理能力 

实验数据整理规

范，计算结果正确 

实验数据整理规

范，计算结果基本

正确 

实验数据整

理和结果均

有明显错误 

综合应用 

知识能力 

能综合实验数据分

析规律，结论正确 

结论基本正确，但

缺乏实验数据综

合分析 

结论有错误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

料 

建议教材：物理化学实验（复旦大学编 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自编实验讲义（苏志忠、戈芳编写） 

学习资料： 

[1]《物理化学实验》，北京大学化学学院物理化学实验教学组，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第四版。  

[2]《物理化学实验》，孙尔康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J 

教学条件 

需求 

基本的实验室水、电、通风条件和实验所需的仪器设备装置。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学工作指

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4 年 07 月 25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同意：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4 年 0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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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同意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4 年 0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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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理论课程） 

《物理化学（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物理化学（二） 课程代码 
0711320011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课程负责人 苏志忠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2 

开课学期 第5学期 总学时（实践学时） 32（0） 

混合式 

课程网址 

https://mooc1.chaoxing.com/mycourse/teachercourse?moocId=236283366&clazzid=8

0580702&edit=true&v=0&cpi=14030997&pageHeader=0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物理学、电工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 

后续课程：化工热力学、化学反应工程、化工分离工程、系统与过程分析、

化工过程开发与设计 

 

 

B 

课程描述 

《物理化学》是化学工程与工艺、化学、环境工程、制药工程等专业本科生

的专业基础课程，也是化工专业的核心课程。本课程的目的是在先行课的基

础上，系统掌握物理化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运用物理和数学的有关理论和

方法研究物质化学变化的普遍规律。 

  物理化学是从物质的物理现象和化学现象的联系入手来探求化学变化基

本规律的一门科学。其主要内容是化学热力学、化学动力学、电化学、胶体

与界面化学等。主要从宏观和微观结合的角度了解热力学状态的变化和反应

的本质。通过教学的各个环节使学生达到各章中所提出的基本要求，为化工

类专业的后续课程学习和进一步掌握新的科技成果打下必要的基础。 

 

 

 

 

 

 

C 

课程目标 

目标1：掌握电化学、化学动力学基础理论、界面现象中的科学原理，及其

在化工过程中的应用。 

目标2：能运用物理和微积分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过程热力学性质的变化、

能量转化原理和化学动力学基础，并阐明其应用条件和范围。 

目标3：能运用电化学知识和原理、界面科学和动力学基础，分析化工过程

原理并描述化工过程的工艺因素。 

目标4：重视把化工过程热力学和动力学知识原理与提升化工职业伦理意识

相结合。养成终身学习的良好习惯，自觉把获取知识的手段和工具转化成终

身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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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课程目标对 

毕业要求指

标点的支撑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支撑 

强度 
课程目标 

1 工程知识 能够将

数学、自然科学、工

程基础和专业知识

解决化工过程热力

学和动力学的原理

分析及化学工程与

技术领域复杂工程

问题。 

指标点 1.3 能够将化工学科

相关工程专业知识和数学分

析方法用于推演、分析化工

专业工程问题； 

 

H 课程目标 1 

2 问题分析 能够应

用数学、自然科学和

工程科学的基本原

理，识别、表达、并

通过文献研究分析

复杂工程问题，以获

得有效结论。 

指标点 2.2 

能基于相关科学原理和数学

模型方法正确表达化工复杂

工程问题； 

H 课程目标 2 

4 科学研究 能够基

于科学原理并采用

科学方法对复杂工

程问题进行研究，包

括设计实验、分析与

解释数据，并通过信

息综合得到合理有

效的结论。 

指标点4.4 

能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

和解释，通过信息综合得到

合理有效的结论。 
H 

课程目标1、3，4 

E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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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评价方式 

(1)笔试：期中笔试、期末笔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大作业（PPT及口头汇报） 

 

G 

课程目标达

成途径 

章节内容 
教学内容 

（重难点、课程思政融入点） 
学时 教学方式 评价方式 

课程 

目标 

§7.1、§7.2 离子

的迁移数； §7.3

电导、电导率和摩尔

电导率；§7.4 电解

质的平均离子活度

因子及德拜-休克尔

极限公式 

重点围绕电解质溶液开展教

学。离子导电、电导、电导率

和摩尔电导率、离子强度、活

度因子等基本概念的理解、掌

握到熟练计算。重点是离子独

立运动定律、离子导电能力测

试、德拜-休克尔极限公式应

用。思政元素：具有科学精神、

人文修养、职业素养、社会责

任感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4 
讲授、课堂讨

论、翻转课堂。 

作业、

期中、

期末、

课堂讨

论 

课程目标

1 

§7.5可逆电池及其

电动势测定；§7.6

原电池热力学；§

7.7电极电势和液体

接界电势；§7.8原

电池设计举例。 

重点围绕原电池设计主线，从

电池电动势、原电池热力学到

原电池设计开展教学。 

思政元素：新能源-石墨烯电

极材料-地方资源优势与服务

地方。 

6 

讲授、课堂讨

论、翻转课堂。

石墨烯与新

能源电极项

目口头PPT汇

报 

作业、

期中、

期末、

课堂讨

论、大

作业 

课程目标

1 

§8.1界面张力； 

§8.2弯曲液面的附

加压力；§8.3 固体

表面；§8.4 液-固

表面；§8.5溶液表

面。 

从界面张力概念出发，重点围

绕弯曲液面的附加压力、拉氏

方程、开尔文公式、固体表面

吸附、溶液表面吸附的概念、

原理进行分析、计算，并应用

举例。思政元素：超疏水表面

-亲水表面知识点引入水性溶

剂，体现环境友好，工程伦理

与职业伦理 

6 

讲授、课堂讨

论、翻转课堂。

大作业：超疏

水表面仿生设

计项目口 头

PPT汇报 

作业、期

中、期末、

课 堂 讨

论、大作

业 

课程目标

2、4 

§9.1化学反应的

反应速率及速率方

程；§9.2速率方程

的积分形式；§9.3

速率方程的确定；

§9.4温度对反应

速率的影响；§9.5

典型复合反应；§

重点围绕基元反应与质量作

用定律、化学反应速率方程的

确定、温度对反应速率的影

响，以及复合反应速率的近似

处理为主要内容开展教学。思

政元素：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科学前沿与经济社会和职业

12 

讲授、课堂讨

论、翻转课堂。

数理工程基础

与公式推导专

题。 

作业、期

末、课堂

讨论 

课程目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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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复合反应速率

的近似处理。 

规划的关系。 

第10章 胶体系统

的制备 

胶体的概念、分类、制备方法；

胶体结构、特性；胶体的聚沉。

纳米制备引入思政科技是第

一生产力，科学前沿与经济社

会和职业规划的关系。 

4 

讲授、课堂

讨论、翻转

课堂。工业

废 渣 资 源

化 利 用 设

计 项 目 口

头PPT汇报 

作业、

期末、

课堂讨

论、大

作业 

课程目

标3 

H 

评价方式与

达成度评价 

 

 1. 课程评价方式与达成权重  

该课程目标（i）共设有 4个，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为 Pi。课程目标评价方式（j）

包含课堂讨论、课后作业、大作业、期中测试、期末考试等 5 个评价方式。每个评价方

式成绩占比（权重）为 Ki,j。各课程目标、评价方式成绩占比，以及对课程目标达成的评

价权重如表 H-1所示。 其中，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i=1,2,3…n）。 

表 H-1 各评价方式对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的权重 

课程 

目标 i 

支撑 

指标点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1）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课堂讨论与课

后作业 Ki,1 
大作业 Ki,2 

阶段测试
Ki,3 

期末考试 Ki,4 

1 1.3 4.4 0.3 0.05 0.05 0.15 0.1 

2 2.2 0.3 0.05 0.0 0.15 0.1 

3 4.4 0.3 0.05 0.0 0.05 0.2 

4 4.4 0.1 0.05 0.05 0.0 0.05 

考核环节对课程目标成绩权重（Mj） 0.2 0.1 0.35 0.45 

2. 课程成绩评定方法 

成绩百分制计分，学生课程综合成绩=∑（每个评价方式实际成绩平均值×Mj）。

Mj= 。其中，课堂讨论、课后作业、阶段测试等评价方式为过程

性评价。 

2.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法 

课程目标（i）达成度= 计算数据如

表H-2。 

表H-2 每项评价方式的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课程目标 i 课程目标达成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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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 Pi 

课堂讨论与课后作

业 Ki,1 
大作业 Ki,2 阶段测试 Ki,3 期末考试 Ki,4 

1 0.5 0.05 0.05 0.1 0.1 

2 0.3 0.05 0.05 0.1 0.1 

3 0.1 0.05 0.0 0.05 0.2 

4 0.1 0.05 0.00 0.0 0.05 

 

表 H-3-1 课堂提问讨论评价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得分 

80-100 分 
观点正确、概念准确、逻辑通顺、层次分明、表达流畅、积

极思考，主动参与。 

 

70-79 分 
观点正确、概念准确、能够提供有效的证据或论证，较积极

思考，能主动参与。 

 

60-69 分 
观点及概念基本正确、能够提供有效的证据或论证，基本能

积极思考和主动参与。 

 

0-59 分 
观点及概念不正确，无法提供解释，不能积极思考和主动参

与。 

 

 

表 H-3-2 课后作业评价表 

观测点 80-100 分 70-79 分 60-69 分 0-59 分 得分 

作业完成进

度（权重 0.1） 

按时提交，全

部完成 

按时提交，部

分完成 

补交，全部完

成 

补交，部分完

成 
 

基本概念掌

握程度（权重

0.3） 

理论理解，分

析得当 

主要理论理

解，但部分分

析有误 

部分理论理

解，分析错误 

基本理论不

理解 
 

解决问题的

方案正确性

（权重 0.5） 

思路清晰，过

程明了，计算

正确 

思路、过程和

计算基本正

确 

思路、过程和

计算部分正

确 

思路、过程和

计算少数正

确 

 

作业完成态

度（权重 0.1） 

书写工整、清

晰、符号、单

位等按规范

执行。 

书写清晰，主

要符号、单位

等按照规范

执行。 

能够辨识，部

分符号、单位

等按照规范

执行 

不能辨识，符

号，单位等均

不按照规范

执行。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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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3-3 课程大作业（读书报告或小论文）评分标准 

评价项目 评分内容 备注 

1 字数要求 要求字数在 3000～5000 字之间，低于或高于酌情减分； 不含摘

要、参考

文献 

2 创新性 1、内容具有明显的创新性，新颖独到，90 分以上； 

2、内容具有一般创新性，80-90 分； 

3、具有创新性，但不是很突出（有 1 个与众不同的观点、

看法、做法、措施）,70-80 分； 

4、内容观点平凡从众，不高于 70 分。 

每增加一

个创新点

加 10 分，

可以超过

100 分。 

3 规范性 1、符合规范，具有逻辑、表达清晰、层次分明，80 分以上； 

2、基本符合规范，具有逻辑、表达清晰、层次分明，60-80

分； 

3、不符合规范，不具有逻辑、表达清晰、层次分明特点，

不高于 60 分。 

 

4 充实性 1、内容充实，有独到的见解之外，有数据或证据支撑，85

分以上； 

2、内容基本充实，60-80 分； 

3、空洞无物，低于 60 分。 

 

 

表 H-3-4 课程大作业（小组 PPT 和口头汇报、答辩）评分标准 

完成情况 得分 

资料的查阅、知识熟练运用、积极参与讨论、能阐明自己的

观点和想法、能与其他同学交流、合作，共同分析回答问题 80-100 分  

基本做到资料的查阅、知识的运用、能参与讨论、能阐明自

己的观点和想法、能与其他同学交流、合作，共同分析回答

问题 

60-79 分  

做到一些资料的查阅和知识的运用、参与讨论一般、不能阐

明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与其他同学交流、合作、共同回答问

题的能力一般 
40-59 分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建议教材：天津大学物化教研室编《物理化学》下册第六版 

学习资料: 

物理化学教程》周鲁主编  科学出版社  2002 

《物理化学学习指南》—例题解析、习题简解、考研试卷  高盘良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物理化学解题思路和方法》李支敏、王保怀、高盘良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物理化学典型题解析及自测试题》胡小玲、苏克和、张新丽编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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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化学考研重点热点导引与综合能力训练》傅玉普主编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的物理化学——学科前沿与展望》梁文平等主编  科学出版社  2004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多媒体教室、学习通平台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学工作指

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4 年 07 月 25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同意：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4 年 07 月 27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同意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4 年 0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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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专业(理论课程) 

《化工原理（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化工原理（二） 课程代码 0711330014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课程负责人 罗菊香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3 

开课学期 第5学期 总学时（实践学时） 48(0)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工程制图、大学物理、物理化学、化工原理(一) 

 

后续课程：化工原理课程设计、化工设计、化工分离过程、化工热力学 

 

 

B 

课程描述 

化工原理（二）是化工及其相关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基础技术课程，它在基础课与

专业课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基础课向工程科学的专业课过渡

的入门课程。其主要任务是介绍传热和传质的基本原理及主要单元操作的典型设备构

造、操作原理、过程计算、设备选型及实验研究方法等。培养学生应用基本原理分析和

解决化工单元操作中各种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专业课学习和今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

基础。 

 

 

 

 

 

 

C 

课程目标 

知识目标1.掌握化工过程单元操作的基本原理，能够运用“三传”的基本原理，并

结合数学、物理、化学、物理化学等相关专业知识对单元操作过程的极限进行分析判断，

同时具备对单元操作过程进行操作调优与设计优化的能力；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

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 

能力目标2.通过课程学习，在化工单元操作遇到问题时，能够进行合理判断，综合

应用所学业知识进行分析并给予解决。 

能力目标3.通过课程学习，掌握化工单元操作的工艺设计计算以及主要单元设备结

构设计；能够灵活应用各个单元操作的技术特点，处理较为复杂的操作性问题或由多个

单元操作并存的复杂工程问题；能够根据各单元操作在技术和经济上的特点，进行“过

程和设备”的选择，以适应特定物系的特征，经济而有效地满足工艺要求。 

能力目标4.通过课程学习，掌握因次分析法、数学模型法、当量法等工程研究方法，

能够综合应用化工单元操作基本理论，针对实际化工过程，建立适宜的研究方法和实验

方案开展工程研究；培养具有开拓进取的科学精神。 



 

17 

 

D 

课程目标对 

毕业要求指

标点的支撑 

课程目标 
支撑 

强度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 
H 

指标点 1.2 能够针对化工过程具体的对象

建立合理的数学模型，并利用恰当的边界条

件求解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 
H 

指标点  2.1 能够运用相关科学原理，识别

和判断化工复杂工程问题中的关键环节 

课程目标2 

毕业要求 

3.设计/开发

解决方案 

H 

指标点 3.1 掌握化学工程设计和化工产品

开发全周期、全流程的设计/开发方法和技

术，了解影响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的各种因

素 

课程目标3 

毕业要求 

4.研究 
H 

指标点 4.1 能够基于科学原理，通过文献研

究或相关方法，调研和分析化工复杂工程问

题的解决方案 

课程目标4 

E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F 

评价方式 

  平时考核：课堂活动、课后作业、期中一页纸考试 

期末考核：期末纸笔考试 

G 

课程目标达成

途径 

章节内容 
教学内容 

（重难点、课程思政融入点） 
学时 教学方式 评价方式 

课程 

目标 

第 8 章  

气体吸收 

8.1 概述（提出问题：如何去除工业

废气中的 SO2）       

8.2 气液相平衡 

8.3 扩散和单项传质 

8.4 相际传质 

8.5 低浓度气体吸收 

重点：气体吸收的原理 

难点：低浓度气体吸收的计算 

10 

1.课堂讲授

（PPT+板书）  

2.使用启发式

和案例教学模

式 

平时、期

中、期末 

1、2、 

3、4 

第 9 章  

液体精馏 

 

9.1 精馏概述 

9.2 双组分溶液的气液平衡 

9.3 平衡蒸馏与简单蒸馏（观看视

频：科学家瑞利的故事） 

9.4 精馏 

9.5 双组分精馏设计型计算 

9.6 双组分精馏操作型计算 

重点：精馏原理及应用 

难点：双组分精馏的计算 

12 

1.课堂讲授

（PPT+板书）  

2.使用启发式

和案例教学模

式 

平时、期

中、期末 

1、2、 

3、4 

第 10 章  

 气液传质

设备  

10.1 板式塔 

10.2 填料塔 

重点：塔设备的结构特点 

难点：塔设备的设计要求 

4 
1.课堂讲授

（PPT+板书）  

2.使用启发式

和案例教学模

平时、期

中、期末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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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第11章  

液液萃取 

11.1 概述 （分析案例：萃取及恒沸

精馏提浓醋酸流程） 

11.2 液液相平衡 

11.3 萃取过程计算 

重点：萃取原理 

难点：萃取过程计算 

4 1.课堂讲授

（PPT+板书）  

2.使用启发式

和案例教学模

式 

平时、期

中、期末 

1、2、 

3 

第12章  

其他传质

分离方法 

12.1 溶液结晶  

12.2 吸附分离 

12.4 常规分离方法的选择 

4 
1.课堂讲授

（PPT+板书）  

2.使用启发式

和案例教学模

式 

平时、期

中、期末 

1、2、 

 

第14章  

固体干燥 

14.1 概述 

14.2 干燥静力学 

14.3 干燥速率与干燥过程计算 

14.4 干燥器 

重点：干燥原理 

难点：干燥过程计算 

10 1.课堂讲授

（PPT+板书）  

2.使用启发式

和案例教学模

式 

平时、期

中、期末 

1、2、 

3、4 

其它 

期中考试 

期末复习 
4 

1.一页纸考试  

2. 课 堂 讲 授

（PPT+板书） 

期中、 

期末 

1、2、 

3、4 

H 

评价方式与达

成度评价 

1. 课程评价方式与达成权重  

该课程目标（i）共设有 4 个，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为 Pi。课程目标评价方式（j）

包含课堂活动、课后作业、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等 4 个评价方式。每个评价方式成绩占

比（权重）为 Ki,j。各课程目标、评价方式成绩占比，以及对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权重

如表 H-1 所示。 其中，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i=1,2,3,4）。 

表 H-1 各评价方式对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的权重 

课程 

目标 i 

支撑 

指标点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1）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课堂活动 Ki,1 课后作业 Ki,2 期中考试 Ki,3 期末考试 Ki,4 

1 1-2 0.25 0.073 0 0.033 0.144 

2 2-1 0.20 0.040 0 0.016 0.144 

3 3-1 0.35 0.046 0.1 0.042 0.162 

4 4-1 0.20 0.041 0 0.009 0.150 

考核环节对课程目标成绩权重（Mj） 0.20 0.10 0.10 0.60 

2.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法 

课程成绩评定方法。成绩百分制按照计分，学生课程综合成绩=∑（每个评价方式

实际成绩平均值×Mj）。Mj= 。其中，课堂活动、课后作业、期中考

试等评价方式为过程性评价。 

课程目标（i）达成度= 计算数据如表

H-2。 

 

表H-2 每项评价方式的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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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i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课堂讨论 Ki,1 课后作业 Ki,2 期中考试 Ki,3 期末考试 Ki,4 

1 0.25 0.073 0 0.033 0.144 

2 0.20 0.040 0 0.016 0.144 

3 0.35 0.046 0.1 0.042 0.162 

4 0.20 0.041 0 0.009 0.150 

3.评分标准 

                     表 H-3 课堂活动评分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90-100 
灵活正确应用“三传”理论知识分析、判断、解决化工单元操作中的

一般性问题；课堂活动积分达到总积分的 90%以上 

70-89 
正确应用“三传”理论知识分析、判断、解决化工单元操作中的一般

性问题；课堂活动积分达到总积分的 70%以上 

60-69 
基本正确应用“三传”理论知识分析、判断、解决化工单元操作中的

一般性问题；课堂活动积分达到总积分的 60%以上 

0-59 
不能正确应用“三传”理论知识分析、判断、解决化工单元操作中的

一般性问题；课堂活动积分为总积分的 60%以下 

                           

表 H-4 课后作业评分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90-100 
按时提交，全部完成；思路清晰，计算正确；书写工整、规范；能

合理、正确运用物料衡算和热量衡算对化工单元操作进行计算 

70-89 

按时提交，全部完成；思路清晰，计算过程正确，结果有误；书写

工整、规范；能正确运用物料衡算和热量衡算对化工单元操作进行

计算 

60-69 

补交，全部完成；思路基本清晰，计算过程正确，结果有误；书写

潦草、不规范；能基本正确运用物料衡算和热量衡算对化工单元操

作进行计算 

0-59 
部分完成，思路不清晰，计算过程和结果不正确；书写不工整、不

规范；不能正确运用物料衡算和热量衡算对化工单元操作进行计算 

 

 

 

 

 

 

 

 

表 H-5 期中考试评分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90-100 
在一页纸开卷情况下，灵活应用吸收和精馏操作的基本原理，分析、

解决生产过程中单元操作的基本问题；合理、正确运用物料衡算和



 

20 

 

热量衡算对单元操作计算、设计和选型；熟练应用工程研究方法，

针对实际化工过程，建立适宜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案开展工程研究 

70-89 

在一页纸开卷情况下，能应用吸收和精馏操作的基本原理，分析、

解决生产过程中单元操作的基本问题；能正确运用物料衡算和热量

衡算对单元操作计算、设计和选型；能应用工程研究方法，针对实

际化工过程，建立适宜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案开展工程研究 

60-79 

在一页纸开卷情况下，基本能应用吸收和精馏操作的基本原理，分

析、解决生产过程中单元操作的基本问题；基本正确运用物料衡算

和热量衡算对单元操作计算、设计和选型；基本能应用工程研究方

法，针对实际化工过程，建立适宜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案开展工程

研究。 

0-59 

在一页纸开卷情况下，不会应用吸收和精馏操作的基本原理，分析、

解决生产过程中单元操作的基本问题；不会运用物料衡算和热量衡

算对单元操作计算、设计和选型；不会应用工程研究方法，针对实

际化工过程，建立适宜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案开展工程研究。 

 

表 H-6 期末考试评分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90-100 

在闭卷情况下，灵活应用化工过程单元操作的基本原理，分析、解

决生产过程中单元操作的基本问题；合理、正确运用物料衡算和热

量衡算对单元操作计算、设计和选型；熟练应用工程研究方法，针

对实际化工过程，建立适宜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案开展工程研究。 

70-89 

在闭卷情况下，能应用化工过程单元操作的基本原理，分析、解决

生产过程中单元操作的基本问题；能正确运用物料衡算和热量衡算

对单元操作计算、设计和选型；能应用工程研究方法，针对实际化

工过程，建立适宜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案开展工程研究。 

60-79 

在闭卷情况下，基本能应用化工过程单元操作的基本原理，分析、

解决生产过程中单元操作的基本问题；基本正确运用物料衡算和热

量衡算对单元操作计算、设计和选型；基本能应用工程研究方法，

针对实际化工过程，建立适宜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案开展工程研

究。 

0-59 

在闭卷情况下，不会应用化工过程单元操作的基本原理，分析、解

决生产过程中单元操作的基本问题；不会运用物料衡算和热量衡算

对单元操作计算、设计和选型；不会应用工程研究方法，针对实际

化工过程，建立适宜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案开展工程研究。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建议教材：  

陈敏恒主编，《化工原理》（下）（第 5版），化学工业出版社，2021 

学习资料： 

[1]谭天恩主编，《过程工程原理》，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2]丛梅编著：《化工原理详解与应用》，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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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 L. McCabe, J. C. Smith. Unit Operation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8th ed. New York: 

McGraw. Hill Inc., 2012.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多媒体教室+学习通教学平台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学工作指

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4 年 07 月 26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同意：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4 年 07 月 27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同意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4 年 0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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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专业（独立设置的实践课） 

《化工原理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化工原理实验 课程代码 074280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课程负责人 罗菊香/高超鸿/程德书 

开课学期 第  5  学期 学时/学分 48/1.5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物理化学、化工原理 

 

后续课程：专业综合实验 

 

 

B 

课程描述 

本课程是面向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通过实验课程的教学

和实验训练，使学生熟悉和掌握主要化工单元操作的工艺流程、操作条件及参数的测定

方法，加深对化工原理课程中基本概念和理论的理解，培养学生在解决实际复杂工程问

题时应具有的运用工程理念观察实验现象、处理与分析实验数据以及撰写规范的实验报

告等方面的能力，为学生今后从事化学化工行业的工作打下良好的专业基础。 

 

 

 

 

 

 

C 

课程目标 

 

目标1.理解并掌握流体流动的流线、流体流动阻力计算、流量计校正、离心泵特性

曲线方程、恒压过滤基本方程、换热器传热速率计算、筛板塔精馏原理、填料塔吸收原

理、物料干燥特性曲线测定原理等化工原理单元操作的基本原理。 

目标2.通过实验操作和对实验现象的观察，能够掌握化工基础实验设备的操作方

法，能够调节工艺参数以适应生产要求，能够分析及排除操作故障，同时具备从事实验

研究的创新能力 

目标3.通过实验数据的测定、分析、整理，能够掌握相关化工单元操作工艺实验数

据获取的方法及有关计算；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良好的职业素养和高度社会

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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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课程目标对 

毕业要求指

标点的支撑 

课程目标 
支撑 

强度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1 M 

3.1 掌握化学工程设计和化工产品开发全

周期、全流程的设计/开发方法和技术，了

解影响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的各种因素 

毕业要求 3.设计/开发解

决方案 

课程目标 2 H 
4.3 能够根据实验方案构建实验系统，安

全地开展实验，正确地采集实验数据 
毕业要求 4.研究 

课程目标 3 L 

指标点 9.1 具有良好的自我控制、约束与

协调能力，具备团队合作意识，愿意与团

队其他成员共享信息，并给予他人帮助 

毕业要求 9.个人和团队 

E 

教学方式 

☑课堂示范 ☑讨论实操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F 

评价方式 

平时考核：实验预习、操作、报告 

 

期末考试：理论考试 

G 

课程目标 

达成途径 

实验项目与实验主要内容 

（重难点、课程思政融入点） 
学时 

实验性质/  

教学方式 
评价方式 

课程 

目标 

实验一、实验理论与安全教育 

重点：化工安全知识 

难点：化工安全知识 

思政融入点：观看安全教育警示视频（思政

目标：培养学生的安全职业素养） 

2 

必做/讲授 期末考试 1 

实验二、流线演示实验 

重点：湍流漩涡、边界层分离等现象 

难点：湍流漩涡、边界层分离等现象 

1 
必做/指导 

平时考核/

期末考试 
1、2、3 

实验三、流体流动阻力测定实验 

重点：管件和阀门的阻力系数 

难点：摩擦系数 ζ 与雷诺数 Re 的关系 

4 
必做/指导 

平时考核/

期末考试 
1、2、3 

实验四、离心泵特性曲线测定实验 

重点：离心泵性能曲线的测定 

难点：离心泵性能曲线的测定 

4 
必做/指导 

平时考核/

期末考试 
1、2、3 

实验五、对流传热系数测定实验 

重点：对流传热系数α的测定 

难点：应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确定关联式

中常数值 

4 

必做/指导 
平时考核/

期末考试 
1、2、3 

实验六、板框过滤实验 

重点：过滤常数的测定方法 

难点：影响过滤速率的因素 

4 
必做/指导 

平时考核/

期末考试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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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七、填料吸收塔的操作及吸收传质系数

的测定 

重点：吸收传质系数的测定 

难点：吸收传质系数的测定 

思政融入点：雾霾的形成原因、危害及应对

措施（思政目标：培养社会责任感）                            

4 

必做/指导 
平时考核/

期末考试 
1、2、3 

实验八、筛板精馏塔的操作与塔效率的测定 

重点：图解法求取全回流时的理论板数 

难点：图解法求取全回流时的理论板数 

思政融入点：如何提高精馏产品的质量 

（思政目标：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5 

必做/指导 
平时考核/

期末考试 
1、2、3 

实验九、液液萃取实验 

重点：萃取分离系数的计算 

难点：萃取分离系数的计算 

思政融入点：如何选择萃取剂（思政目标：

培养社会责任感） 

4 

必做/指导 
平时考核/

期末考试 
1、2、3 

实验十、干燥实验 

重点：测定干燥速度曲线的方法 

难点：测定干燥速度曲线的方法 

4 
必做/指导 

平时考核/

期末考试 
1、2、3 

实验十一、流体过程综合仿真实验 

重、难点：流体过程综合仿真实验的操作 
2 必做/指导 

平时考核/

期末考试 
1、2、3 

实验十二、气气传热仿真实验 

重、难点：气气传热仿真实验的操作 
2 必做/指导 

平时考核/

期末考试 
1、2、3 

实验十三、二氧化碳吸收与解吸仿真实验 

重、难点：二氧化碳吸收与解吸仿真实验的

操作 

2 
必做/指导 

平时考核/

期末考试 
1、2、3 

实验十四、精馏仿真实验 

重、难点：精馏仿真实验的操作 
2 必做/指导 

平时考核/

期末考试 
1、2、3 

实验十五、萃取仿真实验 

重、难点：萃取仿真实验的操作 
2 必做/指导 

平时考核/

期末考试 
1、2、3 

实验十六、干燥速率曲线测定仿真实验 

重、难点：干燥速率曲线测定仿真实验的操

作 

2 
必做/指导 

平时考核/

期末考试 
1、2、3 

H 

评价方式与达

成度评价 

 

 

 1. 课程评价方式与达成权重  

该课程目标（i）共设有 3个，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为 Pi。课程目标评价方式（j）

包含课前预习、课堂操作、实践报告与期末考试等 4个评价方式。每个评价方式成绩占

比（权重）为 Ki,j。各课程目标、评价方式成绩占比，以及对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权重

如表 H-1所示。 其中，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i=1,2,3,4）。 

 

 

表 H-1 各评价方式对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的权重 

课程 支撑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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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i 指标点 （ 1） 课前预习 Ki,1 课堂操作 Ki,2 实践报告 Ki,3 期末考试 Ki,4 

1 3-1 0.37 0.05 0.05 0.00 0.27 

2 4-3 0.43 0.00 0.10 0.10 0.23 

3 9-1 0.20 0.05 0.05 0.10 0.00 

考核环节对课程目标成绩权重（Mj） 0.1 0.2 0.2 0.5 

2.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法 

课程成绩评定方法。成绩百分制计分，学生课程综合成绩=∑（每个评价方式实际

成绩平均值×Mj）。Mj= 。其中，课前预习、课堂操作、实验报告

等评价方式为过程性评价。 

课程目标（i）达成度= 计算数据

如表H-2。 

表H-2 每项评价方式的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课程目标 i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课前预习 Ki,1 课堂操作 Ki,2 实践报告 Ki,3 期末考试 Ki,4 

1 0.37 0.05 0.05 0.00 0.27 

2 0.43 0.00 0.10 0.10 0.23 

3 0.20 0.05 0.05 0.10 0.00 

 

3.评分标准 

表 H-3 课前预习评分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90-100 预习报告内容完整，熟悉实验目的、原理、内容、方法 

70-89 预习报告内容完整，比较熟悉实验目的、原理、内容、方法 

60-69 预习报告内容不完整，不熟悉实验目的、原理、内容、方法 

0-59 未完成预习报告，不熟悉实验目的、原理、内容、方法 

 

 

 

 

 

 

 

表 H-4 实验操作评分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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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00 
按时参加实验，原始数据记录完整；实验过程熟练，操作规范，动手能力强；

主动做好任务分配，并能协助同组成员 

70-89 
按时参加实验，原始数据记录基本完整；实验过程较熟练，操作基本规范，能

完成实验操作；完成分配任务，能与小组成员配合 

60-69 
按时参加实验，原始数据记录不完整；操作基本规范，需在指导下完成实验操

作；被动参与实验 

0-59 
实验迟到，原始数据记录不完整；操作不规范，需在指导下完成基本操作；被

动参与实验 

 

表 H-5 实验报告评分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90-100 
实验数据整理规范，计算结果正确；有完整的计算范例；能综合实验数据分析

规律，结论正确 

70-89 
实验数据整理规范，计算结果基本正确；有完整的计算范例；能综合实验数据

分析规律，结论基本正确   

60-69 
实验数据整理规范，计算结果基本正确；计算范例不完整；结论基本正确，缺

乏实验数据综合分析 

0-59 实验数据整理和结果均有明显错误；无计算范例；结论有错误 

表 H-6 期末考试评分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90-100 
熟练掌握并灵活应用化学工程基础原理和实验技术，熟悉常用的化学工程实验

研究方法 

70-89 
熟练掌握并会应用化学工程基础原理和实验技术，比较熟悉常用的化学工程实

验研究方法 

60-79 
熟悉并会应用化学工程基础原理和实验技术，比较熟悉常用的化学工程实验研

究方法 

0-59 不熟悉化学工程基础原理和实验技术，不熟悉常用的化学工程实验研究方法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建议教材：林明穗，李奇勇，肖旺钏. 《化学工程基础实验与仿真训练》，厦门大学

出版社，2024年，第1版 

学习资料： 

[1] 郭庆丰，彭勇.《化工原理实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第1版 

[2] 史贤林，田恒水，张平.《化工原理实验》，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第1版 

  

J 

教学条件 

需求 

仿真实验系统+化工原理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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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学工作指

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4 年 07 月 25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同意：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4 年 07 月 27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同意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4 年 0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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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专业(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化工设备机械基础 课程代码 0711320018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孙政 

杨静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2 

开课学期 第5学期 总学时 32 其中实践学时 0 

混合式 

课程网址 
非必填，根据实际填写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化工导论、高数、大学物理、无机化学、工程制图及 CAD、化工原

理。 

后续课程：化学反应工程、化工工艺学、化工过程开发与设计、课程设计、毕

业设计。 

 

 

B 

课程描述 

本课程是综合性机械类课程，目的是使学生了解常用化工设备材料的性能、牌

号及选用，掌握压力容器设计方法、零部件的结构和选用，熟悉典型化工设备的构

造及其机械设计方法。为从事化工过程的研究、开发、设计、生产等工作打下必需

的基础。 

 

 

 

 

 

 

 

 

 

 

 

 

C 

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了解化工设备材料的性能、牌号，能够根据介质特性和工艺条件，

针对化工过程所用的压力容器合理选择材料，并根据实际操作条件进行零部件的选

用与替换。 

课程目标 2：熟悉典型化工设备的构造及工作原理，具备化工设备选型设计所

需的相关知识和技术，能够应用所学知识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分

析、解决相关化工复杂工程问题。 

课程目标 3：能够针对常见单元操作，完成化工过程单元涉及典型化工设备的

选用及设计。 

课程目标 4：能够选择与使用恰当的设计软件和模拟软件，对化工复杂工程问

题进行化工设备分析、强度计算与机械设计。 

D 

课程目标对 

毕业要求指

标点的支撑 

课程目标 
支撑 

强度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1 H 

指标点 1.1 能系统理解数学、自然科学、计

算、工程科学理论基础并用于对化工专业工

程问题进行恰当地表述；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

具备相关数理科学、工

程基础和专业知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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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将这些知识用于解决

化工复杂工程问题。 

课 程 目

标2 
M 

 

指标点2.2 能基于相关科学原理和数学模型

方法正确表达化工复杂工程问题；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

能够应用数学、 自然科

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

理，识别、表达、并通

过文献研究分析化工复

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

效结论。 

课程目标 3 M 
指标点 3.2 能够针对特定需求，完成化工过

程单元（部件）的设计； 

毕业要求 3.设计/开发

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

对化工复杂工程问题的

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

定需求的系统、化工过

程单元、工艺及控制或

工艺流程，并能在设计

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

考虑社会、健康、安全、

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

因素。 

课程目标 4 M 

指标点 5.2 能够选择与使用恰当的仪器、信

息资源、工程工具和化工模拟软件，对化工

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分析、计算与设计； 

 

毕业要求 5.使用现代

工具：能够针对化工复

杂工程问题，开发、选

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

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

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

化工复杂工程问题的预

测与模拟，并能理解其

局限性。 

E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F 

评价方式 

平时考核：课堂考勤、课堂活动、课后作业。 

期末考核：期末纸笔考试。 

G 

课程目标达

成途径 

章节内容 
教学内容 

（重难点、课程思政融入点） 
学时 教学方式 评价方式 

课程 

目标 

第 1章  

化工设备

材料及其

1.1 概述 

1.2 材料的性能 

1.3 金属材料的分类及牌号 

10 课堂讲授 
平时、期

末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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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1.4 碳钢与铸铁 

1.5 低合金钢 

1.6 有色金属材料    

1.7 非金属材料 

1.8 化工设备材料的选择 

课程思政融入点：选材要了解国

情、立足本国，引导培养学生低碳

环保的意识。 

教学重点：材料的力学性能；化工

设备材料的选择。 

教学难点：材料的性能。 

第 2章  

容器设计

的基本知

识 

2.1 容器的分类 

2.2 容器的结构及零部件标准化 

2.3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及法规标

准 

2.4 压力容器机械设计的基本要

求 

教学重点：容器分类及特点，压力

容器的设计要求。 

教学难点：对容器的基本感性认

识，压力容器的设计要求。 

课程思政融入点：培养学生遵守标

准规范的职业素养，创新、绿色、

安全化工的理念。 

2 
课 堂 讲

授 
平时、期末 

1.2.3

．4 

第3章  

内压薄壁

容器的应

力分析 

3.1 回转壳体的应力分析 

3.2 薄膜理论的应用 

3.3 内压圆筒的边缘应力 

教学重点：应力分析，薄膜理论。   

教学难点：应力分析，薄膜理论及

其应用。  

   

4 课堂讲授 平时、期末 1.2.3．4 

第 4章 

内压圆筒与

封头的强度

设计 

 

4.1 强度设计的基本知识 

4.2 内压薄壁圆筒与球壳强度设计 

4.3 封头的设计 

教学重点：内压薄壁圆筒的厚度计

算。 

教学难点：厚度的概念和设计参数

的确定。 

思政融入点：培养学生树立化工生

产“安全至上”意识。 

4 课堂讲授 平时、期末 1.2.3.4 

第 5章 

外压圆筒

与封头的

5.1 概述 

5.2 临界压力 

5.3 外压圆筒的工程设计 

4 课堂讲授 平时、期末 
1.2.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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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5.4 外压球壳与凸形封头的设计 

5.5 外压圆筒加强圈设计 

教学重点：失稳和临界压力的概

念，影响临界压力的因素，外压容

器的图算法设计。 

教学难点：图算法的原理。 

第 6 章 

容器零部

件 

6.1 法兰联接 

6.2 容器支座 

6.3 容器的开孔补强 

6.4 容器附件 

6.5 容器设计举例 

教学重点：各零部件标准的选用。 

教学难点：标准法兰的选用。 

6 课堂讲授 平时、期末 
1.2.3

．4 

其他 期末复习 2 
课 堂 讲

授 
期末  

H 

评价方式与

达成度评价 

 

 1. 课程评价方式与达成权重  

《化工设备机械基础》课程目标（i）共设有 4 个，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为 Pi。

课程目标评价方式（j）包含课堂表现、课后作业、期末纸笔考试 3 个评价方式。每个

评价方式成绩占比（权重）为 Ki,j。各课程目标、评价方式成绩占比，以及对课程目标

达成的评价权重如表 1-1所示。 其中，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i=1,2,3,4）。 

表 1-1 各评价方式对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的权重 

课程 

目标 i 

支撑 

指标点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1）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课堂表现 Ki,1 课后作业 Ki,2 期末考试 Ki,4 

1 1.1 0.4 0.05 0.05 0.30 

2 2.3 0.25 0.05 0.05 0.15 

3 3.2 0.20 0.05 0.05 0.10 

4 5.2 0.15 0.05 0.05 0.05 

考核环节对课程目标成绩权重（Mj） 0.2 0.20 0.60 

2.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法 

成绩百分制计分，学生课程综合成绩=∑（每个评价方式实际成绩平均值×Mj）。

Mj= )。其中，课堂表现和课后作业等评价方式为过程性评价。 

课程目标（i）达成度= 计算数据

如表1-2。 

表1-2 每项评价方式的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课程目标 i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课堂表现 Ki,1 课后作业 Ki,2 纸笔考试 K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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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4 0.05 0.05 0.30 

2   0.25 0.05 0.05 0.15 

3   0.20 0.05 0.05 0.10 

4 0.15 0.05 0.05 0.05 

3.评分标准 

期末考试采用闭卷考试，成绩按百分制进行量化评分，按照卷面分×60%计入总成

绩。 

过程性考核包括课堂表现（课堂考勤和课堂活跃度）和课后作业，占总成绩的40%，

其评分标准如1-3、1-4所示。 

表 1-3 课堂表现评分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90-100 课堂表现非常活跃，能高质量完成随堂小测，无无故旷课情况。 

80-89 
课堂表现较活跃，可以完成随堂小测任务的 80%，无故旷课次数不

超过 1 次。 

70-79 
课堂表现较一般，可以完成随堂小测任务的 70%，无故旷课次数不

超过 3 次。 

60-69 
课堂活跃度一般，可以完成上随堂小测任务的 60%，无故旷课次数

不超过 3 次。 

0-59 
课堂活跃度较差，随堂小测任务的完成度小于 60%，无故旷课次数

超过 3 次。  

表1-4 作业评价标准 

得分 评定标准 

90-100 
作业严格按要求并及时完成；书写清晰、逻辑性强，正确率 90%以上，

没有抄袭情况。 

80-89 作业按要求并及时完成；书写清晰，正确率 80%至 89%，没有抄袭情况。 

70-79 不能按照作业要求，未及时完成次数少于三次，但改正及时，态度端正。 

60-69 
不能按照作业要求，未及时完成，未及时完成次数大于三次，老师指出

后改正，态度端正并补充完成。 

0-59 不能按照作业要求，未及时完成，老师指出仍不改正次数达三次以上。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建议教材： 《化工设备机械基础》（第八版）刁玉玮 王立业 喻健良 编著，大连理工

大学出版社（“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学习资料： 

[1]《化工设备设计基础》（第 3 版）谭蔚  主编， 天津大学出版社 

[2]《化工设备机械基础课程设计指导书》 蔡纪宁 张莉彦 编，化学工业出版社 

[3]《化工设备机械基础》（第二版）汤善甫 朱思明 主编，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4]《化工设备机械基础》（第四版）董大勤 高炳军 董俊华 编，化学工业出版社  

[6]《化工单元过程及设备课程设计》匡国柱等编著，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33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多媒体教室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学工作指

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4 年 07 月 26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同意：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4 年 07 月 27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同意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4 年 0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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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材料化学 专业(理论课程)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课程代码 0811320012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课程负责人 杨川宁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3 

开课学期 第 1学期 总学时（实践学时） 32 

混合式 

课程网址 
非必填，根据实际填写http://i.mooc.chaoxing.com/space/index?t=1602248986079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 

后续课程： 

 

 

B 

课程描述 

 

本课程是非数学专业继《高等数学》、《线性代数》之后的又一重要的数学基础

课。该课程是研究随机现象及其统计规律的数学课程，其理论与方法已广泛的应用于

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生活中。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处理随机现象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能较好地

掌握概率论特有的分析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应用概率论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

方法；对数理统计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基本结果有所了解，并能运用其概率论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为后继专业课程学习、进一步深造及从事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工作

奠定必要的基础。同时对隐藏在课程内容后面的数学思想、数学思维、数学文化以及

辩证唯物主义观，对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树立良好的人

文数学和科学精神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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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课程目标 

结合毕业要求，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达成如下目标： 

1．知识目标 

通过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基本知识的学习，能形成比较系统的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知

识体系，具备“从事经济学研究和贸易活动必须的数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思想”。 

    通过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在实际应用分析，会利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分析、整理数

据；会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观点分析社会现象、评价经济行为；会用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解决实际问题，具有“数据分析、数据整理”的能力。 

2．能力目标 

通过专业案例的学习，具有利用建模思想对经济活动进行分析的能力；通过参加

学习活动，获得获取知识、整合与运用知识的能力；具有独立思考，主动探索、发现

与提出问题、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在观摩同伴学习活动中，对学习成效进行合

理评价与分析，具备“自主学习、持续发展”的能力，具备良好的沟通、协作能力，

具有良好的“尊重多元观点和团队合作”能力。 

3．素质目标 

通过参加课程学习活动，通过数学史和数学文化中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的介绍，

具有求真求实、敢于质疑的科学精神，坚持不懈的坚强意志，能用辩证唯物主义观分

析问题，能形成客观、自信的人格魅力，具有良好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 

D 

课程目标对 

毕业要求指

标点的支撑 

课程目标 
支撑 

强度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1 H 

指标点 1.1 能系统理解数学、自然科学、计

算、工程科学理论基础并用于对化工专业工

程问题进行恰当地表述； 

毕业要求 1. 工程知识 

课程目标 2 

H 

指标点 1.1 能系统理解数学、自然科学、计

算、工程科学理论基础并用于对化工专业工

程问题进行恰当地表述； 

毕业要求 1. 工程知识 

课程目标 3 M 
指标点 2.1 能够运用相关科学原理，识别和

判断化工复杂工程问题中的关键环节 
毕业要求 2. 问题分析 

E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F 

评价方式 

参考方式：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中纸笔考试、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G 

课程目标达成

途径 

章节内容 
教学内容 

（重难点、课程思政融入点） 
学时 教学方式 评价方式 

课程 

目标 

第一章 随

机事件及

第§1.1 随机事件及其运算§1.2 频率

与概率§1.3 古典概率(1)§1.3 古典
6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纸笔考

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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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运算 概率(2)§1.4 条件概率§1.5 事件的独

立性 

实际推断原理(小概率事件)勿以善

而不为，勿恶小而为之。帮助学生树

立文化自信  

问题导向学习

探究式学习 

口语评

价 

第二章 随

机变量 

§2.1 随机变量的概念及分布函数

§2.2 离散型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1)§2.3 连续型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2.4 随机变量的函数分布、习题课§3

静态与动态的观点研究随机现象，

辩证唯物主义联系观 

4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纸笔考

试 

口语评

价 

2 

第三章 二

维随机变

量及其分

布函数 

§3.1 二维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函数

§3.2 边缘分布§3.4 随机变量的独立

性§3.5 两个连续随机变量的函数分

布、习题课 

8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纸笔考

试 

口语评价 

3 

第四章 数

学期望 
§4.1 数学期望§4.2 方差(1) 6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纸笔考

试 

口语评价 

3 

第五章 大

数定律 
§5.1 大数定律§5.2 中心极限定 4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纸笔考

试 

口语 评

价 

6 

第六章 总

体、样本与

统计量 

§6.1 总体、样本与统计量§6.2 抽样

分布(1)复习 
4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纸笔考

试 

口语 评

价 

6 

H 

评价方式与达

成度评价 

 

 1. 课程评价方式与达成权重  

该课程目标（i）共设有 n个，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为 Pi。课程目标评价方式（j）

包含课堂讨论、课后作业、阶段测试、…、期末考试等 m个评价方式。每个评价方式成

绩占比（权重）为 Ki,j。各课程目标、评价方式成绩占比，以及对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

权重如表 H-1所示。 其中，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i=1,2,3…n）。 

表 H-1 各评价方式对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的权重 

课程 

目标 i 

支撑 

指标点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1）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课堂讨论 Ki,1 课后作业 Ki,2 阶段测试 Ki,3 期末考试 Ki,4 

1 1-1 0.5 0.10 0.00 0.00 0.4 

2 1-1 0.3 0.10 0.00 0.00 0.2 

3 2-1 0.2 0.10 0.00 0.00 0.1 

考核环节对课程目标成绩权重（Mj） 0.3 0 0 0.7 

2. 课程成绩评定方法 

成绩百分制计分，学生课程综合成绩=∑（每个评价方式实际成绩平均值×Mj）。

Mj= 。其中，课堂讨论、课后作业、阶段测试等评价方式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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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性评价。 

2.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法 

课程目标（i）达成度= 计算数据

如表H-2。 

表H-2 每项评价方式的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课程目标 i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课堂讨论 Ki,1 课后作业 Ki,2 阶段测试 Ki,3 期末考试 Ki,4 

1 0.5 0.10 0.00 0.00 0.4 

2 0.3 0.10 0.00 0.00 0.2 

3 0.2 0.10 0.00 0.00 0.1 

表H-3 作业评价标准 

得分 评定标准 

90%-100% 
作业严格按要求并及时完成；书写清晰、逻辑性强，正确率 90%以上，

没有抄袭情况。 

80%-89% 
作业按要求并及时完成；书写清晰，正确率 80%至 89%，没有抄袭情

况。 

70%-79% 
不能按照作业要求，未及时完成次数少于三次，但改正及时，态度端

正。 

60%-69% 
不能按照作业要求，未及时完成，未及时完成次数大于三次，老师指

出后改正，态度端正并补充完成。 

0-59% 不能按照作业要求，未及时完成，老师指出仍不改正次数达三次以上。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建议教材：郑书富，王佑恩等，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 2 版）厦门大学出版社. 

学习资料： 

[1]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编，《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2]魏宗舒编,《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3 年 

[3]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编，《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简明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多媒体教室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学工作指

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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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

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4 年 07 月 26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同意：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4 年 07 月 27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同意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4 年 0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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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理论课程） 

《无机化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有机化学 课程代码 0711330007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课程负责人 李福颖 牛玉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3 

开课学期 第  3  学期 总学时（实践学时） 48（0）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无机化学》、《分析化学》 

后续课程：《物理化学》、《化工原理》 

 

 

B 

课程描述 

引领学生熟悉或掌握本门学科的基本规律，即熟悉有机化合物基本结构、性能、合 成

方法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的规律和理论知识 (目的)。通过PPT多媒体授课与案例

教 学等教学方式，以可熟练运用相关理论基础（历程），最后能利用本课程知识

解释或解 决相关专业之工艺中或生产中关于有机化合物变化及转化问题（预期结

果）。 

 

C 

课程目标 

知识目标 1：能够理解有机化合物基本结构、性能、合成方法， 归纳有机化合物之 间

相互联系的规律和理论知识，运用官能团的性能，提出简单有机化合物的鉴别方法、 合

理选择简单有机化合物的合成路线和方法。 

能力目标 2：能运用有机化学的思维方法分析讨论实验设计、数据处理及结果， 评 价

或解决化工过程中有机化合物的优化及开发、化工工艺设计和化工新技术应用等实际 中

遇到的问题。 

能力目标 3 ：具备团队协作能力，能与成员团结协作、迅速响应、共享成果。在社 会发

展中，培养环保和清洁生产意识，树立正确价值观、科学方法论、人文关怀

和社会 责任感，以及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实事求是态度。 

D 

课程目标对 

毕业要求指

标点的支撑 

课程目标 
支撑 

强度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 1.

工程知识 

 

 

H 

指标点 1.4  能够利用系统思维的能力，将工 

程知识用于对化工专业工程问题的解决

方  案进行比较与综合，并体现化工专业领

域先 进的技术。 

 

课程目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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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2.问题分

析 

 

 

M 

指标点 2.4  能够应用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原 

理以及化工专业知识，借助文献研究，并从 

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析化工过程的影响

因  素，获得有效结论。 

 

课程目标 2 

毕业要求 

12.   终 身 学 

习 

 

M 

指标点 12.2  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包括对 

技术问题的理解能力、归纳总结的能力、提 

出问题的能力，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能力； 

 

课程目标 3 

E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F 

评价方式 

平时考核：课堂活动、课后作业、章节纸笔测试 

期末考核：期末纸笔考试 

G 

课程目标达

成途径 

章节内容 
教学内容 

（重难点、课程思政融入点） 
学时 教学方式 评价方式 

课程 

目标 

 

 

 

第一章 

结构与

性 能概

论 

1.正确书写简单有机物构造式； 

2.辨识常见有机官能团； 

3.判别简单有机物分子中碳原子
的 杂化类型。 

思政：有机化学发展史 

重点：有机物的结构表示方法、杂 

化轨道理论及有机物分类方法 

难点：杂化轨道理论、价键理论与 

分子轨道理论，σ 键、π 键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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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堂讲授 

（ PPT+ 板

书） 2.使用

启发式  和

案例教学模 

式 

 

 

 

平时、 

期中、 

期末 

 

 

 

 

1,2,3 

 

 

 

第二章 

分类及

命 名 

1.用普通命名法和系统命名法给
简 

单和较复杂化合物命名； 

2.准确写出较复杂化合物构造式； 

3.正确阐述和运用命名规则。 

思政：百家姓、家谱 

重点：化合物的系统命名规则，原 

子序数优先规则， Z 、 E  命名法 

难点：多官能团化合物的命名，官 

能团的优先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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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堂讲授 

（ PPT+ 板

书） 2.使用

情景教  学

法 

 

 

 

平时、 

期中、 

期末 

 

 

 

 

1,2,3 

 

 

 

第三章 

同分异

构 现象 

1.有机化合物立体结构概念； 

2.手性化合物旋光性与结构的关系。 

思政：反应停事件 

重点：有机化合物立体结构的概念， 手

性化合物的旋光性与结构的关连  难

点：烷烃的构象（透视式与纽曼 

式）、环己烷优势构象，对映体、非 对

映体、内消旋体、外消旋体之间 的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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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堂讲授 

（PPT+板书） 

2.使用案例教  

学法 

 

 

 

平时、 

期中、 

期末 

 

 

 

 

 

1,2,3 

 

 

1. UV, IR,HNMR, MS  基本原理； 

2.利用图谱及数据正确解析简单
有 机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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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结构

的表  

征 

思政：化合物结构与光谱的关系 

重点：UV 、 IR 、 HNMR、 Ms  的 

基本原理和应用 

难点：UV 电子跃迁类型及其吸收特 

征，IR 原理及应用，HNMR 基本原 

理、化学位移、自旋偶合和裂分， 

Ms 基本原理、分子结构与碎片离子 

的形成关系 

 

 

6 

1.课堂讲授 

（PPT+板书） 

2.使用情景教  

学法 

 

平时、 

期中、 

期末 

 

 

1,2,3 

 

 

 

第五章 

饱和烃 

1.同系列烷烃物理性质变化规律； 

2.烷烃自由基取代反应规律及反
应 机理； 

3.推导游离基取代反应历程。 

思政：烷烃取代反应的历程 

重点：烷烃的系统命名规则，原子 

序数优先规则 

难点：饱和碳原子上的游离基取代 

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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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堂讲授 

（ PPT+ 板

书） 2.使用

模型演  示

法 

 

 

 

平时、 

期中、 

期末 

 

 

 

 

1,2,3 

 

 

 

 

 

 

 

 

第六章 

不饱和

烃 

1.推断烯烃马氏加成反应产物； 

2.描述亲电加成反应机理； 

3.阐述碳正离子的稳定性规律； 

4.炔烃加成、成盐的反应方程式； 

5.描述离域键和共轭效应现象； 

6.丁二烯型化合物 1,4-加成和双
烯 合成反应的反应方程式。 

思政：齐格勒-纳塔催化剂、狄尔斯 

-阿尔德反应 

重点：烯烃的马氏加成规则、亲电 

加成概念；常见的马氏加成反应； 

烯烃的氧化反应，及其应用；丁二 

烯型化合物的 1，4-加成和双烯合成 

反应 

难点：烯烃的马氏加成规则；

丁二 烯型化合物的共轭效应与双

烯合成 反应产物结构式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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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堂讲授 

（ PPT+ 板

书） 2.使用

模型演  示

法 

 

 

 

 

 

 

 

平时、 

期中、 

期末 

 

 

 

 

 

 

 

 

 

1,2,3 

 

 

 

 

第七章 

芳香烃 

1.用价键理论分析苯环结构； 

2.依据命名规则为芳香烃命名； 

3.推断亲电取代反应的主产物； 

4.运用取代苯的定位基定位规则
设 计目标物合理合成路线； 

5.利用休克尔规则判断芳香性。 

思政：凯库勒与苯的结构 

重点：取代苯的定位基定位规则   

难点：取代苯的定位基定位规则； 

芳香性及休克尔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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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堂讲授 

（ PPT+ 板

书） 2.使用

模型演  示

法 

 

 

 

平时、 

期中、 

期末 

 

 

 

 

 

1,2,3 

 

 

1.卤代烃, 卤代烯烃, 卤代芳烃的基本 

知识； 

2.亲核取代反应机理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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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卤代烃 

3.卤代烃的亲核取代反应历程。 

思政：科研动态-Science  文章重新 

思考 SN2 反应历程 

重点： 卤代烃的化学性质； 卤代烃 的

亲核取代反应历程 

难点：亲核取代反应历程 

 

 

6 

1.课堂讲授 

（ PPT+ 板

书） 2.使用

案例教  学

法 

平时、 

期中、 

期末 

 

1.2,3 

H 

评价方式与

达成度评价 

1.  课程评价方式与达成权重 

该课程目标（i）共设有 3 个，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为 Pi。课程目标评价方式（j） 包

含课堂讨论、课后作业、章节测试、期末考试等 4 个评价方式。每个评价方式成绩占  比

（权重）为 Ki,j。各课程目标、评价方式成绩占比，以及对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权重  如

表 H-1 所示。 其中，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表 H-1  各评价方式对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的权重 

课程目

标 

 

支撑指

标点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1） 

课后作业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期中考试 期末考试 阶段测试 Ki,3 期末考试 Ki,4 

1 1.4 0.5 0.05 0.05 0.1 0.3 

2 2.4 0.3 0.05 0.0 0.05 0.2 

3 12.2 0.2 0 0.05 0.05 0.01 

考核环节对课程目标成绩权重（Mj） Σ 1 ki,j  

=0.1 

0.1 0.2 0.6 

2.  课程成绩评定方法 

成绩百分制计分，学生课程综合成绩=Σ（每个评价方式实际成绩平均值×Mj）。 

Mj 1 ki,j (j = 1,2,3, … m) 。其中，课堂讨论、课后作业、章节测试等评价方式为过程 

性评价。 

3.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法 

课程目标（i）达成度= 计算数据

如表H-2。 

表H-2  每项评价方式的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课程目标 i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课堂活动 Ki,1 课后作业 Ki,2 期中考试 Ki,3 期末考试 Ki,4 

1 0.5 0.05 0.05 0.1 0.3 

2 0.3 0.05 0.0 0.05 0.2 

3 0.2 0.0 0.05 0.05 0.1 

4.评分标准 

课堂活动、课后作业、章节小测、期末考试等各评价方式的评分标准分别如 H-3、 H-4、

H-5、H-6 所示。表 H-3课堂活动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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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3 课堂活动评分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90-100 
灵活正确应用有机化学理论知识分析、判断、解决化工单元操作中 

的一般性问题；课堂活动积分达到总积分的 80%以上 

70-89 
正确应用有机化学理论知识分析、判断、解决化工单元操作中的一 

般性问题；课堂活动积分达到总积分的 70%以上 

60-69 
基本正确应用有机化学理论知识分析、判断、解决化工单元操作中 

的一般性问题；课堂活动积分达到总积分的 60%以上 

0-59 
不能正确应用有机化学理论知识分析、判断、解决化工单元操作中 

的一般性问题；课堂活动积分为总积分的 60%以下 

表 H-4 课后作业评分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90-100 

按时提交，全部完成；思路清晰，合成路线设计正确；书写工整、 规

范；能合理、正确运用有机化学反应原理对化工单元操作进行设 计 

 

70-89 

按时提交，全部完成；思路清晰，合成路线设计不够合理；书写工 整

、规范； 能合理、正确运用有机化学反应原理对化工单元操作进 行

设计 

 

60-69 

补交，全部完成；思路基本清晰，合成路线设计不合理；书写潦草、 不

规范；能基本正确运用有机化学反应原理对化工单元操作进行设 计 

0-59 
部分完成，思路不清晰，合成路线设计不合理；书写不工整、不规 范

；不能正确运用有机化学反应原理对化工单元操作进行设计 

 

表 H-5 章节小测评分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90-100 

在一页纸开卷情况下，灵活应用有机化学的基本原理，分析、解决 生

产过程中单元操作的基本问题；合理、正确运用高选择性的绿色 合

成路线对单元操作进行设计；熟练应用工程研究方法，针对实际 化

工过程，建立适宜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案开展工程研究 

 

 

70-89 

在一页纸开卷情况下，应用有机化学的基本原理，分析、解决生产 过

程中单元操作的基本问题；正确运用高选择性的绿色合成路线对 单

元操作进行设计；应用工程研究方法，针对实际化工过程，建立 适

宜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案开展工程研究 

 

 

60-79 

在一页纸开卷情况下，基本能应用有机化学的基本原理，分析、解 决

生产过程中单元操作的基本问题；基本正确运用高选择性的绿色 合

成路线对单元操作进行设计；基本能应用工程研究方法，针对实 际

化工过程，建立适宜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案开展工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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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9 

在一页纸开卷情况下，不会应用有机化学的基本原理，分析、解决 生

产过程中单元操作的基本问题；不会运用高选择性的绿色合成路 线

对单元操作进行设计；不会应用工程研究方法，针对实际化工过 程

，建立适宜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案开展工程研究 

表 H-6 期末考试评分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90-100 

在闭卷情况下，灵活应用有机化学的基本原理，分析、解决生产过 程

中的基本问题；合理、正确运用加成、取代等反应原理对有机合 成路

线进行设计；熟练应用有机化学研究方法，针对实际化工过程， 建立适

宜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案开展工程研究。 

 

 

70-89 

在闭卷情况下，应用有机化学的基本原理，分析、解决生产过程中 的

基本问题；正确运用加成、取代等反应原理对有机合成路线进行 设计；

应用有机化学研究方法，针对实际化工过程，建立适宜的研 究方法和

实验方案开展工程研究。 

 

 

60-79 

在闭卷情况下，基本能应用有机化学的基本原理，分析、解决生产 过

程中的基本问题；基本正确运用加成、取代等反应原理对有机合 成路

线进行设计；基本能应用有机化学研究方法，针对实际化工过 程，建

立适宜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案开展工程研究。 

 

 

0-59 

在闭卷情况下，不会应用有机化学的基本原理，分析、解决生产过 程

中的基本问题；不会正确运用加成、取代等反应原理对有机合成 路线

进行设计；不会应用有机化学研究方法，针对实际化工过程， 建立适

宜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案开展工程研究。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建议教材： 

高占先主编，《有机化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2月第三版 

学习资料： 

[1]  邢其毅，裴伟伟，徐瑞秋，裴坚，《基础有机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 7 月 第

四版 

[2]  裴伟伟，裴坚，《基础有机化学习题解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 1 月第一版 

[3]  汪小兰，《有机化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9 月第五版 

[4]  王长凤，曹玉蓉，《有机化学例题与习题》,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10月

第二版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多媒体教室+学习通教学平台+分子模型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学工作指

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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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

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4年 07 月 26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同意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4 年 7 月 27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4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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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理论课程） 

《无机化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无机化学 课程代码 0711340003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课程负责人 张建汉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4 

开课学期 第  1  学期 总学时（实践学时） 64（0）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 高中化学、数学、物理、高等数学 

 

后续课程： 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仪器分析 

 

 

B 

课程描述 

无机化学是化学的一个分支，是高等学校化工、轻工、材料、纺织、环保、冶金地质

等类有关专业的第一门化学基础课。本课程的任务是：提供化学反应的基本原理、物

质结构的基础理论、元素及其化合物的基本知识。其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解决一般无

机化学问题、自学无机化学书刊的能力。因此它是培养上述各类专业工程技术人才的

整体知识结构及能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为后继化学课程打下基础。  

 

C 

课程目标 

1 知识目标：掌握无化学相关的基本概念和理论。  

2 能力目标：运用无机化学理论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锻造学生的综合技能、思维方法

和工匠精神。  

3 素养目标：以三明氟硅产业、天然染料等工艺的可持续发展为实例，让一线人员现身

说法，线上线下谈学术，立德树人融课堂，实现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统一。 

D 

课程目标对 

毕业要求指

标点的支撑 

课程目标 
支撑 

强度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1 知识目标 H 

指标点 1.1 恰当表述：能够运用数学、自然

科学、工程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对化学工程

与工艺原理及工程技术应用领域的复杂工

程问题进行恰当地表述。 

毕业要求 1.工程知识 

2能力目

标 
H 

指标点 3.1 能够针对化工过程问题确定解决

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过程单元、工艺

技术及技术革新，在解决工程问题方案中能

够体现创新意识。 

毕业要求 3.设计/开发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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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素养目标 M 

指标点 6.2 落实法规：能够正确认识化工实

践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并能在工程实践中

予以避免，理解违反相关法规应承担的责

任。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 

E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F 

评价方式 

平时考核：课堂活动、课后作业、期中考试 

期末考核：期末纸笔考试 

G 

课程目标达

成途径 

章节内容 
教学内容 

（重难点、课程思政融入点） 
学时 教学方式 评价方式 

课程 

目标 

绪论 

知识点：化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化学发展简史、无机化学简介、如

何学好无机化学 

重点及难点：无机化学简介 

思政教育融入点：介绍化学史的演

变过程,历代伟大化学家的巨大贡

献,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科学热

情。 

1 讲授 
课堂表

现 
3 

气体和

溶液 

知识点：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式

及其应用；道尔顿分压定律。溶液

的依据性及其应用。 

重点：  

（1）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式及其应用 

（2）道尔顿分压定律 

（3）溶液的依据性及其应用 

难点：溶液的依据性及其应用 

思政教育融入点：介绍近代化学之

父-道尔顿；利用分压定律解释为什

么冬天在浴室洗澡会有窒息气闷的

感觉教育学生注意观察生活,利用

科学知识解决生活中问题的能力。 

3 
讲授、课堂

发言答题  

课堂表

现、线上

评价、课

后作业 

1、2 

热力学 

知识点：热力学能、焓等状态

函数。盖斯定律、热力学第一定律、

第二定律和第三定律的基本内容。

化学反应的标准摩尔焓变的各种计

算方法。 

重点：（1）热力学第一定律、第二

定律和第三定律 

（2）化学反应的标准摩尔焓变

的各种计算方法 

难点：化学反应的标准摩尔焓变的

各种计算方法 

思政教育融入点：在讲述自发过程

时,把人生比喻为某种意义上的自

发过程,与学生一起背诵曹操《龟虽

寿》诗,解说自然规律,赞叹豁达的

生死观,激励学生思考人生意义和

4 

讲授、课堂发

言答题、翻转

课堂 

课堂表

现、线上

评价、课

后作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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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人生选择、向“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的人生态度学习；讲授永

动机是不可能实现的,教育学生既

要创新、更要遵循科学规律。 

化学反

应速率

和化学

平衡 

知识点：化学反应速率、化学

反应速率方程（质量作用定律）和

反应级数的概念，活化能、活化分

子、催化剂的概念，影响反应速率

的因素，反应速率在实际应用。 

重点：（1）化学反应速率方程（质

量作用定律）和反应级数的概念。 

（2）影响化学反应速率的因

素。 

难点：（1）运用活化能和活化分子

概念说明浓度、分压、温度、催化

剂对反应速率的影响。 

（2）有关化学速率的处理与计

算 

思政教育融入点：生产实践案例:如

果你(指学生)是新上任的合成氨工

厂的经理,从合成氨反应条件本身

来考虑,你将采取哪些措施来增大

氨的产率。此案例将学生角色转化,

很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培

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 

4 

讲授、课堂发

言答题、翻转

课堂、学习通

随堂测试 

课堂表

现、线上

评价、课

后作业 

1、2 

化学平

衡、熵和

Gibbs函

数 

知识点：热化学平衡及平衡移

动规律，标准平衡常数的意义及表

达式的书写；平衡移动原理，平衡

体系组成的计算。温度、浓度（压

力）对化学平衡的影响。熵和吉布

斯自由能等状态函数。标准摩尔吉

布斯自由能变的计算方法。ΔG来判

断化学反应方向，温度对ΔG 的影

响。 

重点：（1）化学平衡及平衡移动规

律，能用平衡常数（K0）计算平衡的

组成 

（2）平衡常数 Kө的意义及其与吉布

斯自由能（ΔrGm

ө
）的关系，ΔrGm

ө
＝－RTln 

Kө，利用公式计算平衡常数 Kө或ΔrGm

ө
 

（3）掌握化学反应等温式，Van’t 

Hoff 方程ΔrG＝ΔrGm

ө
 ＋RTln Q 的意义及

其相关的计算与应用。利用函数ΔrGm

ө
或Δ

rG 判断标准态及非标准态下化学反应的方

向性。 
（4）掌握 Q/Kө作为过程判据的方

法。 

难点：（1）平衡常数 Kө的意义及其与

吉布斯自由能（ΔrGm

ө
）的关系，ΔrGm

ө
＝

－RTln Kө，利用公式计算平衡常数 Kө或
ΔrGm

ө
 

（2）掌握化学反应等温式，Van’t 

7 

讲授、课堂

发言答题、

翻转课堂、

学习通随堂

测试 

课堂表

现、线上

评价、课

后作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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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ff 方程ΔrG＝ΔrGm

ө
 ＋RTln Q 的意义及

其相关的计算与应用。利用函数ΔrGm

ө
或Δ

rG 判断标准态及非标准态下化学反应的方

向性。 

思政教育融入点：通过案例将学生

角色转化,很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并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 

酸碱反

应和配

位反应 

知识点：电解质溶液和酸碱理

论的发展；掌握酸碱质子理论的定

义、理解共轭酸碱对的概念。掌握

弱电解质的电离度、稀释定律、溶

液的离解平衡、分布系数、质子条

件式、盐效应和同离子效应的概念。

掌握用质子理论计算一元弱酸、一

元弱碱、一元弱酸盐和一元弱碱盐

溶液的 pH值。熟悉用质子理论计算

多元弱酸的离解平衡组成，多元弱

酸盐及两性物质溶液酸度的计算。

掌握酸碱缓冲溶液的组成、缓冲原

理及缓冲溶液的配制。理解酸碱指

示剂的变色范围和选择原则，理解

常用指示剂在酸碱滴定中的使用。

配位化合物的定义、组成、命名和

分类。配位化合物的价键理论，配

位平衡和配位平衡常数的意义及其

有关计算，配位平衡的移动及与其

它平衡的关系。螯合物形成的条件

和特殊稳定性。 

重点：（1）弱电解质的离解度、稀

释定律、溶液的酸碱性和 pH 值、离

解平衡、同离子效应、缓冲溶液等

内容及有关计算 

（2）熟悉配位化合物的基本概

念：配合物的定义、组成、命名、

类型、异构现象(几何异构及旋光异

构)，掌握配位平衡的有关计算；多

重平衡及配合物的应用。 

难点：（1）弱电解质的离解度、稀

释定律、溶液的酸碱性和 pH 值、离

解平衡、同离子效应、缓冲溶液等

内容及有关计算 

（2）掌握配位平衡的有关计

算；多重平衡及配合物的应用。 

8 

讲授、课堂

发言答题、

翻转课堂、

学习通随堂

测试 

课堂表

现、线上

评价、课

后作业 

1、2 

沉淀反应 

 

知识点：溶度积的概念、溶度

积和溶解度的换算。影响沉淀溶解

平衡的因素，用溶度积规则判断沉

淀的产生与溶解。沉淀溶解平衡的

有关计算。沉淀的形成，影响沉淀

纯度的因素，沉淀条件的选择。 

重点：（1）沉淀溶解平衡及影响平

衡的因素、溶度积规则 

5 

讲授、课堂

发言答题、

翻转课堂、

学习通随堂

测试 

课堂表

现、线上

评价、课

后作业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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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用溶度积规则判断沉淀

的产生和溶解，熟悉同离子效应、

盐效应及沉淀的转化和分步沉淀。 

难点：（1）沉淀溶解平衡及影响平

衡的因素、溶度积规则 

（2）同离子效应、盐效应及沉

淀的转化和分步沉淀。 

思政教育融入点：根据溶度积规则

解决一个企业出现的重金属污染问

题,培养学以致用的能力以及关注

环境和保护环境的思想;介绍我校

的国家重金属污染防治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开展的一些研究工作,培养

学生热爱学校、热爱科研的思想。 

氧化还

原反应 

知识点：氧化还原反应的本质、

氧化数的概念、氧化还愿反应方程

式的配平。原电池的概念、电极电

势、标准电极电势、条件电极电位

的概念。用电极电势来判断氧化剂、

还原剂的相对强弱和氧化还原反应

的方向；氧化还原反应进行的方向

和程度；元素电势图讨论元素的有

关性质。能斯特方程式，并掌握用

能斯特方程进行相关的计算；条件

电极电势。影响氧化还原反应速度

的因素。 

重点：（1）氧化还原平衡、电极电

势等内容及有关计算。 

（2）电极电势讨论元素不同氧化态

下的氧化还原性的强弱 

（3）判断氧化还原反应的方向及平

衡常数的计算 
（4）原电池的表达方式；能斯特

（Nernst）方程式及其应用（有关计

算）；利用元素电位图来判断元素价态的

稳定性。 
难点：（1）电极电势讨论元素不同氧化

态下的氧化还原性的强弱 

（2）断氧化还原反应的方向及平衡

常数的计算 

（3）能斯特方程式相关的计

算，利用元素电位图来判断元素价态的稳

定性。 

7 

讲授、课堂

发言答题、

翻转课堂、

学习通随堂

测试 

课堂表

现、线上

评价、课

后作业 

1、2 

原子结

构 

知识点：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

性、原子轨道（波函数）和电子云

等概念。四个量子数的符号、表示

的意义及其取值规律。原子轨道和

电子云的角度分布图。原子核外电

子排布的一般规律及方法，核外电

子排布和元素周期系之间的关系。 

重点：（1）四个量子数对核外电子

运动状态的描述 

7 

讲授、课堂

发言答题、

翻转课堂、

学习通随堂

测试 

课堂表

现、线上

评价、课

后作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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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子核外电子排布的一般

规律及主族元素、过渡元素价电子

结构特征。 

（3） s、p、d原子轨道的形状

和方向。 

难点：（1）原子核外电子运动的近

代概念、原子能级、几率密度和电

子云、原子轨道和波函数。 

（2）四个量子数对核外电子运

动状态的描述 

 

 分子结

构 

知识点：化学键的本质、离子

键与共价键的特征及它们的区别；

键参数的意义；掌握 O2、 N2、F2 的

分子轨道，成键轨道、反键轨道、

σ键、π键的概念以及杂化轨道、

不等性杂化等概念。从价键理论理

解共价键的形成、特性（方向性、

饱和性）和类型（σ键、π键）。

分子或离子的构型与杂化轨道常见

类型的关系。分子间作用力的特征

与性质；氢键的形成及对物质物理

性质的影响。 

重点：（1）四个量子数对核外电子

运动状态的描述 

（2）原子核外电子排布的一般

规律及主族元素、过渡元素价电子

结构特征。 

（3） s、p、d原子轨道的形状

和方向。 

（4）从价键理论理解共价键的

形成、特征（方向性、饱和性）和

类型（σ键、π键）。 

（5）杂化轨道类型（sp、sp2、

sp3）与分子构型的关系 

难点：（1）杂化轨道理论的要点，

并说明一些分子的构型 

（2）同核双原子分子和异核双

原子分子的分子轨道式及能级图；

应用同核双原子分子的分子轨道能

极图说明分子的磁性、稳定性和键

级。 

思政教育融入点：介绍伟大的化学

家--鲍林,获得过两次诺贝尔奖(化

学奖与和平奖),特别是和平奖,培

养学生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 

7 

讲授、课堂

发言答题、

翻转课堂、

学习通随堂

测试 

课堂表

现、线上

评价、课

后作业 

1、3 

固体结

构 

知识点：晶体结构和类型：晶体与

非晶体，七大晶系，晶格与晶胞；

金属晶体：金属晶体的紧密堆积(简

单立方堆积，体心立方堆积，面心

立方堆积，六方密堆积) 金属键理

7 

讲授、课堂

发言答题、

翻转课堂、

学习通随堂

测试 

课堂表

现、线上

评价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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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由电子理论，能带理论）。；

离子晶体：Born-Haber 循环与晶格

能离子半径，CaC1型晶胞，NaCl型

晶胞，ZnS 型晶胞，CaF2 型晶胞，

TiO2 晶胞，半径比规则，离子极化

概念及其应用。分子晶体；层状晶

体。 

重点：（1）掌握四种典型的离子晶

体的结构特征和晶格配位数。理解

离子极化对晶体键型、配位数、溶

解度和颜色的影响。 

（2）掌握分子晶体的结构特

征；认识分子间作用力（分子的极

性，偶极矩，极化率；分子间力；

氢键等）；学会用分子间力说明和

判断分子晶体的一些基本性质及其

变化。 

（3）熟悉层状晶体的结构特点

及其结构与性质的关系 

难点：（1）掌握四种典型的离子晶

体的结构特征和晶格配位数。理解

离子极化对晶体键型、配位数、溶

解度和颜色的影响。 

（2）掌握分子晶体的结构特

征；认识分子间作用力（分子的极

性，偶极矩，极化率；分子间力；

氢键等）；学会用分子间力说明和

判断分子晶体的一些基本性质及其

变化。 

思政教育融入点：介绍准晶体的发

现者-谢赫特曼及其科研经历,教育

学生不畏艰难的科研精神。 

配合物

结构 

知识点：配合物空间结构和磁性：

异构现象(几何异构及旋光异构)；

配合物的电子结构与磁性关系；配

合物价键理论：配合物的杂化轨道

理论；内、外轨型配合物及其磁性

和相对稳定性；配合物晶体场理论：

晶体场概念；在不同中中心离子 d

轨道的能级分裂；分裂能Δ，晶体

场稳定化能 CFSE；应用晶体场理论

讨论配合物的性质。 

重点及难点：VB 法讨论配合物

的形成过程，配合物的几何构型与

中心原子所采取的杂化轨道类型的

关系，内轨型、外轨型配合物形成

条件及差别，中心原子价电子排布

与配离子稳定性、磁性的关系，能

5 

讲授、课堂

发言答题、

翻转课堂、

学习通随堂

测试 

课堂表

现、线上

评价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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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解释一些实例。 

H 

评价方式与

达成度评价 

 

 1. 课程评价方式与达成权重  

该课程目标（i）共设有 3个，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为 Pi。课程目标评价方式（j）

包含课堂讨论、课后作业、阶段测试、期末考试等 m个评价方式。每个评价方式成绩占

比（权重）为 Ki,j。各课程目标、评价方式成绩占比，以及对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权重

如表 H-1所示。 其中，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i=1,2,3…n）。 

表 H-1 各评价方式对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的权重 

 

课程 

目标 i 

支撑 

指标点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1）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课堂讨论 Ki,1 课后作业 Ki,2 阶段测试 Ki,3 期末考试 Ki,4 

1 1.1 

0.4 
0.05 0.1 0.1 0.35 

2 3.1 0.4 0.05 0.0 0.05 0.2 

3 6.2 0.2 0.0 0.0 0.05 0.05 

考核环节对课程目标成绩权重（Mj） 
0.

1 

0.1 0.2 0.6 

2.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法 

 课程成绩评定方法 

成绩百分制计分，学生课程综合成绩=∑（每个评价方式实际成绩平均值×Mj）。

Mj= 。其中，课堂讨论、课后作业、阶段测试等评价方式为

过程性评价。 

课程目标（i）达成度= 计算数据如

表H-2。 

表H-2 每项评价方式的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课程目标 i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课堂讨论 Ki,1 课后作业 Ki,2 阶段测试 Ki,3 期末考试 Ki,4 

1 1.1 0.05 0.1 0.1 0.35 

2 3.1 0.05 0.0 0.05 0.2 

3 6.2 0.0 0.0 0.05 0.05 

3.评分标准 

     课堂活动、课后作业、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等各评价方式的评分标准分别如H-3、

H-4、H-5、H-6所示。 

表 H-3课堂活动评分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90-100 
灵活正确应用无机化学理论知识分析、判断、解决一般性问题；课

堂活动积分达到总积分的 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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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9 
正确应用无机化学理论知识分析、判断、解决一般性问题；课堂活

动积分达到总积分的 70%以上 

60-69 
基本正确应用无机化学理论知识分析、判断、解决一般性问题；课

堂活动积分达到总积分的 60%以上 

0-59 
不能正确应用无机化学理论知识分析、判断、解决一般性问题；课

堂活动积分为总积分的 60%以下 

 

表 H-4课后作业评分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90-100 
按时提交，全部完成；思路清晰，计算正确；书写工整、规范；能

合理、正确运用无机化学知识对相关问题进行计算 

70-89 
按时提交，全部完成；思路清晰，计算过程正确，结果有误；书写

工整、规范；能正确运用无机化学知识对相关问题进行计算 

60-69 
补交，全部完成；思路基本清晰，计算过程正确，结果有误；书写

潦草、不规范；能基本正确运用无机化学知识对相关问题进行计算 

0-59 
部分完成，思路不清晰，计算过程和结果不正确；书写不工整、不

规范；不能正确运用无机化学知识对相关问题进行计算 

 

表 H-5期中考试评分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90-100 

在闭卷情况下，灵活应用无机化学基本知识，分析、解决基本问

题；合理、正确运用无机化学知识对相关问题进行计算；可以

应用工程研究方法，针对实际过程，建立适宜的研究方法和实验

方案开展工程研究 

70-89 

在闭卷情况下，应用无机化学基本知识，分析、解决基本问题；正

确运用无机化学知识对相关问题进行计算；熟练应用工程研究方

法，针对实际过程，建立适宜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案开展工程研究 

60-79 

在闭卷情况下，基本可以应用无机化学基本知识，分析、解决基本

问题；基本可以正确运用无机化学知识对相关问题进行计算；基本

可以应用工程研究方法，针对实际过程，建立适宜的研究方法和实

验方案开展工程研究 

0-59 

在闭卷情况下，不能够应用无机化学基本知识，分析、解决基本问

题；不能够正确运用无机化学知识对相关问题进行计算；不能够应

用工程研究方法，针对实际过程，建立适宜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案

开展工程研究 

 

表 H-6期末考试评分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90-100 

在闭卷情况下，灵活应用无机化学基本知识，分析、解决基本问

题；合理、正确运用无机化学知识对相关问题进行计算；可以

应用工程研究方法，针对实际过程，建立适宜的研究方法和实验

方案开展工程研究 

70-89 
在闭卷情况下，应用无机化学基本知识，分析、解决基本问题；正

确运用无机化学知识对相关问题进行计算；熟练应用工程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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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针对实际过程，建立适宜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案开展工程研究 

60-79 

在闭卷情况下，基本可以应用无机化学基本知识，分析、解决基本

问题；基本可以正确运用无机化学知识对相关问题进行计算；基本

可以应用工程研究方法，针对实际过程，建立适宜的研究方法和实

验方案开展工程研究 

0-59 

在闭卷情况下，不能够应用无机化学基本知识，分析、解决基本问

题；不能够正确运用无机化学知识对相关问题进行计算；不能够应

用工程研究方法，针对实际过程，建立适宜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案

开展工程研究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建议教材： 大连理工大学无机教研室编，《无机化学》第六版。 

学习资料： 

 [1] 无机化学，（上、下册）第四版，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

无机化学教研室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 无机化学，（上、下册）第五版，武汉大学、吉林大学等校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3] 《无机化学丛书》编委会、戴安帮、张青莲、申泮文等编，无机化学丛书，第一卷～

第十二卷，科学出版社 

[4] 周公度，《结构和物性》，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5] Umland J B.et al.Genral Chemistry.2nd ed.,West Publishing Company,1996 

J 

教学条件 

需求 

网络及多媒体；教材及图书资料；分子结构、晶体结构等教学模型；学习通教学平台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学工作指

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4年 07 月 26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同意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4 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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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4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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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独立设置的实践课） 

《无机化学实验》 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无机化学实验 课程代码 
0713310004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课程负责人 李增富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分 1 

开课学期 第 1 学期 实践学时 32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

续课程 

先修课程：高中化学基础知识，无机化学 

后续课程：有机化学实验、分析化学实验、物理化学实验、仪器分析实验等 

 

 

B 

课程描述 

无机化学实验是基础化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习基础化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是

高等学校化学工程与工艺、材料化学、应用化学等专业学生必修的基础课程之一，它的主

要目的是：通过实验，巩固并加深对基础化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理解；掌握基础化学

实验的基本操作和技能，学会正确地使用基本仪器测量实验数据，正确地处理数据和表达

实验结果；掌握一些化合物的制备、提纯和分析检验方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整洁、卫生的良好习惯，

为学生继续学好相关课程（无机、分析、有机、物理和各类专业化学及实验等）及今后参

加实际工作和开展科学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C 

课程目标 

知识目标1：理解无机化学实验课程中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规范掌握无机化学实验的

基本操作与基本技能，能正确使用无机化学实验中的各种常见仪器。 

能力目标2：能正确记录实验现象与结果，掌握有效数字的取舍、运算规则、作图、列表、

误差分析等数据处理方法，能正确地运用化学语言进行科学表达，独立撰写实验报告。 

素养目标3：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

相互协作的团队精神、勇于开拓的创新意识等科学品德和科学精神，重视培养学生终身学

习、自主学习与创新精神。 

D 

课程目标

对 

毕业要求

指标点的

支撑 

毕业要求 支撑强度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工程知识 

 
L 

1.1能系统理解数学、自然科学、计

算、工程科学理论基础并用于对化

工专业工程问题进行恰当地表述； 

课程目标 1 

3.设计/开发解

决方案 
M 

3.4 在化工系统、单元或工艺流程

设计中，能够正确考虑公共健康与

安全、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法律

与伦理，以及社会与文化等制约因

课程目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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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4.研究 M 4.3 能够根据实验方案构建实验系

统，安全地开展实验，正确地采集

实验数据； 

课程目标 3 

E 

教学方式 

■课堂示范 ■讨论实操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F 

评价方式 
实验预习（10%）；实验操作（20%）；实验报告（10%）；期末考试（60） 

G 

课程目标 

达成途径 

实验项目与实验主要内容 

（重难点、课程思政融入点） 
学时 实验性质/  教学方式 评价方式 

课程 

目标 

实验 1 化学实验基本操作练习 

（实验室安全教育，熟悉并整理无机

实验常用仪器，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

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引导学生牢固

树立实验室安全意识） 

4 

课堂讲授 

实验操作 

预习、操

作 

课程目

标1、2、

3 

实验 2 电子天平称量练习 

（电子天平的差减称量法，具备精益

求精的科学精神） 

4 
课堂讲授 

实验操作 

预习、操

作、实验

报告 

课程目

标1、2、

3 

实验 3 粗食盐的提纯 

（掌握无机实验基本操作技能，培养

吃苦耐劳，攻坚克难的精神） 

4 

课堂讲授 

实验操作 

预习、操

作、实验报

告 

课程目

标1、2、

3 

实验 4 醋酸解离度和解离常数的测

定 

（酸度计的使用和数据的记录分析，

培养良好的实验素养和实事求是的

科学态度） 

4 

课堂讲授 

实验操作 
预习、操

作、实验

报告 

课程目

标1、2、

3 

实验 5 酸碱标准溶液的配制与比较

滴定 

（熟悉酸碱滴定管的作用方法，

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4 

课堂讲授 

实验操作 

预习、操

作、实验

报告 

课程目

标1、2、

3 

实验 6 酸碱标准溶液的标定 

（掌握用基准物质标定酸碱标准溶

液浓度的原理和操作方法，培养认真

细致的工作作风） 

4 

课堂讲授 

实验操作 

预习、操

作、实验报

告 

课程目

标1、2、

3 

实验 7 食醋中总酸度的测定 

（掌握移液管、容量瓶等玻璃仪器的

正确使用，培养勇于开拓的创新精

神） 

4 

课堂讲授 

实验操作 

预习、操

作、实验

报告 

课程目

标1、2、

3 

实验 8 硫酸亚铁铵的制备及纯度分

析 
4 

课堂讲授 预习、操

作、实验 课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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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分光光度计的使用方法，培养

相互协作的团队精神） 
实验操作 

报告 标1、2、

3 

H 

评价方式

与达成度

评价 

 

 

 1. 课程评价方式与达成权重  

该课程目标（i）共设有 4 个，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为 Pi。课程目标评价方式（j）

包含实验预习、实验操作、实验报告、期末考试等 4 个评价方式。每个评价方式成绩占比

（权重）为 Ki,j。各课程目标、评价方式成绩占比，以及对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权重如表

H-1所示。 其中，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i=1,2,3…n）。 

表 H-1 各评价方式对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的权重 

课程 

目标 i 

支撑 

指标点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1）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实验预习 Ki,1 实验操作 Ki,2 实验报告
Ki,3 

期末考试 Ki,4 

1 1.1 

0.4 
0.0 0.1 0.1 0.2 

2 3.4 0.3 0.05 0.05 0.0 0.2 

3 4.3 0.3 0.05 0.05 0.0 0.2 

考核环节对课程目标成绩权重（Mj） 
0.1 

0.2 0.1 0.6 

2. 课程成绩评定方法 

成绩百分制计分，学生课程综合成绩=∑（每个评价方式实际成绩平均值×Mj）。

Mj= 。其中，课前预习、课堂操作、实验报告等评价方式为

过程性评价。 

2.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法 

课程目标（i）达成度= 计算数据如表

H-2。 

表H-2 每项评价方式的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课程目标 i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实验预习 Ki,1 
实验操作

Ki,2 
实验报告 Ki,3 期末考试 Ki,4 

1 0.4 0.0 0.1 0.1 0.2 

2 0.3 0.05 0.05 0.0 0.2 

3 0.3 0.05 0.05 0.0 0.2 

表H-3 实验实践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关注点 80%-100% 60%-79% 0-59% 

实验预习 

（权重

0.1） 

对实验目的

和原理的熟

悉程度 

完成预习报告，回

答问题正确，实验

方案有创新 

完成预习报告，回

答问题基本正确，

实验方案可行 

能基本回答

问题正确，

有实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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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操作 

（权重

0.5） 

实验态度 
按时参加实验，原

始数据记录完整 

按时参加实验，原

始数据记录基本

完整 

实验迟到，

原始数据记

录不完整 

操作技能 

实验过程熟练，操

作规范，动手能力

强 

实验过程较熟练，

能完成基本操作 

需在指导下

完成基本操

作 

协作精神 

主动做好分配任

务，并能协助同组

成员 

完成分配任务，能

与小组成员配合 

被动参与实

验 

实验报告 

（权重

0.4） 

数据分析 

处理能力 

实验数据整理规

范，计算结果正确 

实验数据整理规

范，计算结果基本

正确 

实验数据整

理和结果均

有明显错误 

综合应用 

知识能力 

能综合实验数据分

析规律，结论正确 

结论基本正确，但

缺乏实验数据综

合分析 

结论有错误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

料 

参考教材：石建新,巢晖.无机化学实验（第四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6 

学习资料： 

1．大连理工大学无机教研室编,无机化学实验（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12. 

2．赵新华.无机化学实验（第四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7 

3．姜文凤,刘志广.化学实验室安全基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6 

J 

教学条件 

需求 

无机化学实验相关仪器及设备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学工作指

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4年 07 月 26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同意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4 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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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4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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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理论课程） 

《专业导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专业导论 课程代码 0711310001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课程负责人 任士钊等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1 

开课学期 第  1  学期 总学时（实践学时） 16（0） 

混合式 

课程网址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K411w72w?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0

2807a442b8e021fd0135b280bf6cb53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本课程为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新生前导性课程； 

后修课程包含本专业的各专业课。 

B 

课程描述 

本课程为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的前导性课程，对学生了解自己所学专业的背景、

课程设置、毕业生能力和素质要求及未来工作去向起到引导性作用，引导学生逐步了

解化工专业并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确立自己的学习目标和努力方向。 

C 

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1.了解本专业的发展历史及现状、人才培养定位、毕业生必须具备的能力

和素质。课程设置、专业核心课程的基本内容、本专业就业基本形势、本校本专业师资

队伍建设情况等。明确大学阶段专业学习目标，掌握化工专业课程的学习思路和办法。 

课程目标2.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明确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的人才培养定位、

毕业生去向。 

课程目标3.注重培养学生健康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具有积极向上的学习、

就业和择业心态，具有终身学习、自主学习的能力，充分满足高校立德树人的要求。 

D 

课程目标对 

毕业要求指

标点的支撑 

毕业要求 
支撑 
强度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

会 

L 

指标点 6.2 能分析和评价化工专业工程实

践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的影响，

以及这些制约因素对项目实施的影响，并理

解应承担的责任。 

课程目标 1 

毕业要求 

8.职业规范 
H 

指标点 8.2 具备化学工程师的工程职业道

德，恪守工程伦理，在工程实践中尊重相关

国家和国际通行的法律法规，遵守职业道德

规范，自觉履行化学工程师对公众的安全、

健康和福祉的社会责任，理解包容性、多元

化的社会需求。 

课程目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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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12.终身学

习 

M 

指标点 12.2 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包括对

技术问题的理解能力、归纳总结的能力、提

出问题的能力，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能力 

课程目标3 

E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F 

评价方式 

平时考核：课堂表现（考勤+课堂提问等）30% 

期末考核：期末报告70% 

G 

课程目标达

成途径 

章节内容 
教学内容 

 
学时 教学方式 评价方式 

课程 

目标 

专业概况 

重点：化工专业的历史发展及其在

工业中的重要性。化工专业的核心

课程设置及其学习内容。化工行业

的主要领域及其应用前景。 

难点：化工专业与其他工程学科的

区别与联系。化工过程的基本原理

及其实际应用。化工技术的最新发

展趋势及其未来方向。 

思政元素：强调化工行业对国家经

济建设的重要作用，培养学生的爱

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3 

1.课堂讲授

（PPT+板

书）  

2.使用启发

式和案例教

学模式 

平时、期

末 

1、2、

3 

专业特色、

本院人才

培养模式 

 

教学重点：本院化工专业的办学特

色及其优势。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

理念。实验室和实训基地的建设及

其使用情况。 

教学难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

学方法的实施。跨学科知识的整合

与应用。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的培

养途径。 

思政元素：结合校史校情教育，增

强学生对母校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创新意

识。 

3 

1.课堂讲授

（PPT+板

书）  

2.使用启发

式和案例教

学模式 

平时、期

末 

1、2、

3 

化工概

况和福

建省化

工发展

概况 

重点：化工行业的基本概念和分类。 

福建省化工行业的发展历史和现

状。福建省化工产业的主要企业及

其代表性产品。 

难点：化工行业的环境保护与可持

续发展问题。福建省化工产业的竞

争优势与挑战。化工技术在地方经

济中的作用和影响。 

思政元素：强调绿色化工和环保意

识，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和

3 

1.课堂讲授

（PPT+板

书）  

2.使用启发

式和案例教

学模式 

平时、期

末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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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感。 

化学安

全相关 

重点：化学品的分类及其危害性。

化学实验室的安全操作规程。化工

企业的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 

难点：化学事故的预防和应急处理

方法。化学品安全使用和存储的具

体措施。安全文化的建立与实践。 

思政元素：强调职业道德和责任感，

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和社会责任

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 

4 

1.课堂讲授

（PPT+板

书）  

2.使用启发

式和案例教

学模式 

平时、期

末 
1、2、3 

学涯与

职涯规

划 

重点：化工专业的就业方向和职业

前景。 

学生学涯规划的基本步骤和方法。 

职业生涯发展的关键要素和路径。 

教学难点：学生自我认知和职业兴

趣的准确定位。职业规划与市场需

求的匹配。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

培养与提升。 

思政元素：强调职业理想和社会责

任，培养学生的事业心和使命感，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 

3 

1.课堂讲授

（PPT+板

书）  

2.使用启发

式和案例教

学模式 

平时、期

末 

1、2、

3 

H 

评价方式与

达成度评价 

1. 课程评价方式与达成权重  

该课程目标（i）共设有 3个，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为 Pi。课程目标评价方式（j）

包含课堂表现、期末报告等 2 个评价方式。每个评价方式成绩占比（权重）为 Ki,j。各

课程目标、评价方式成绩占比，以及对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权重如表 H-1所示。 其中，

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i=1,2,3）。 

表 H-1 各评价方式对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的权重 

课程 

目标 i 

支撑 

指标点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1）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课堂表现 期末报告 

1 6.2 0.2 0.10 0.10 

2 8.2 0.5 0.10 0.40 

3 12.2 0.3 0.10 0.20 

考核环节对课程目标成绩权重（Mj） 0.30 0.70 

 

2.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法 

课程成绩评定方法。成绩百分制按照计分，学生课程综合成绩=∑（每个评价方

式实际成绩平均值×Mj）。Mj= ）。其中，课堂活动、课后作业、期中

考试等评价方式为过程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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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i）达成度= 计算数据如表

H-2。 

表H-2 每项评价方式的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课程目标 i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课堂表现 Ki,1 期末考试 Ki,2 

1 0.2 0.10 0.10 

2 0.5 0.10 0.40 

3 0.3 0.10 0.20 

3.评分标准 

     课堂课堂表现、期末报告等各评价方式的评分标准分别如H-3、H-4所示。 

表 H-3课堂活动评分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80-100 分 观点正确、概念准确、逻辑通顺、层次分明、表达流畅、积极思考，

主动参与。 

70-79 分 观点正确、概念准确、能够提供有效的证据或论证，较积极思考，

能主动参与。 

60-69 分 观点及概念基本正确、能够提供有效的证据或论证，基本能积极思

考和主动参与。 

0-59 分 观点及概念不正确，无法提供解释，不能积极思考和主动参与。 

 

表 H-4期末报告评分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90-100 报告严格按要求并及时完成；书写清晰、逻辑性强，表述流畅，没

有抄袭情况。 

80-89 报告按要求并及时完成；书写清晰，表述流畅，没有抄袭情况。 

70-79 不能按照报告要求，但改正及时，态度端正。 

60-69 不能按照报告要求，未及时完成，老师指出后改正，态度端正并补

充完成。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教材： 

[1]王成扬、张毅民、唐韶坤主编.现代化工导论（第4版）[M].化学工业出版社，2021. 

[2]邹长军.化工导论[M].石油工业出版社，2018 

[3]李淑芬、王成扬、张毅民主编.现代化工导论（第三版）[M].化学工业出版社，2016. 

学习资料：天津大学《化工导论》，中国慕课。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多媒体教室+学习通教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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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学工作

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4年 07 月 26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同意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4 年 7 月 27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4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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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专业(理论课程) 

《化工安全与环保》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化工安全与环保概论（HSE） 课程代码 0711320017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课程负责人 杨静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2 

开课学期 第  5 学期 
总学时（实践学

时） 
32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化工原理-5；化工原理课程设计 

 

后续课程：化工设计 

 

 

B 

课程描述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了解并掌握学生了解化工安全工程、环境保护的基本理论和知识，

掌握化工安全工程的基本理论和技术方法及有关法规的内容。并让学生了解当前的化

工安全、环境保护问题，认识人类与安全、环保发展的关系，为学生奠定后续所开设

之专业技能课之基础。通过本课程的理论教学和实训教学，使学生具有一定的理论基

础，同时具有实际操作技能，树立为化工安全、环境保护事业立志成才的志向。 

 

 

 

 

 

 

C 

课程目标 

1. 知识 

理解与化工安全工程、环境保护相关的安全与环境标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

识；理解化工安全工程、环境保护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归纳我国的安全

法律法规政策，环境污染保护法律法规、安全与环境管理等内容。 

2. 能力 

分析化工安全工程、环境保护的专业技能及相关基本技能；评价化工安全工

程、环境保护的基本方法与程序对企业、政府及个人等提出化工安全与环保

预防与监督措施；具备有效沟通协作能力。 

3. 素质 

重视学生自主学习与创新精神；养成学生对化工安全与环境保护的责任意

识。 

D 

课程目标对 
课程目标 

支撑 

强度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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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指

标点的支撑 
课程目标 1 H 

指标点 3.1 掌握化学工程设计和化工

产品开发全周期、全流程的设计/开发方

法和技术，了解影响设计目标和技术方

案的各种因素； 

毕业要求 3 设计/开发解决

方案 

课程目标 2 M 

指标点 6.1 了解化工行业相关领域的

技术标准体系、知识产权、产业政策和

法律法规，理解不同社会文化对工程活

动的影响 

毕业要求 6 工程与社会 

课程目标 3 M 

指标点 7.1 能充分认识并合理评价针

对化工复杂工程问题的化工工程实践

对生态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等产生的

影响 

毕业要求7 环境和可持续发

展 

E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F 

评价方式 

平时成绩（40%）: 1.考勤 

2.课堂表现 

期末成绩（60%）： 采取闭卷作答的形式，主要考评方向：对课程理论知识体系的掌

握；运用理论知识评价、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G 

课程目标达

成途径 

章节内容 
教学内容 

（重难点、课程思政融入点） 
学时 教学方式 

评价方

式 

课程 

目标 

模块一 化工

生产与安全

认知 

化工企业生产安全，化工企业生

产管理，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

科学方法与科学态度教授安全生

产管理基本概念、事故致因及安

全管理、安全心理学与人的行为

安全生产管理基本理念。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人命关天，发展

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

这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

线。” 

5 
课堂讲授、问题

导向学习 

课堂

小测 

1.1、1.2、

1.3、2.1、

2.2、2.3、

3.1、3.2 

模块二 人的

安全生产行

为控制 

职业卫生“三同时”，职业卫生

管理机构的设置，工作场所职业

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培养学

生正确的人生观 

5 
课堂讲授、问题

导向学习 

随机

抽查

提问 

1.1、1.2、

1.3、2.1、

2.2、2.3、

3.1、3.2 

模块三 职业

卫生管理 

职业卫生的重要性，培养学生社

会责任感、科学方法与科学态度 
3 

课堂讲授、问题

导向学习 

随机抽

查提问 

1.1、1.2、

1.3、2.1、

2.2、2.3、

3.1、3.2 

模块四 正确

使用个人防

护用品 

职业病危害因素，职业病危害防

护技术措施，培养学生正确的价

值观 
2 

课堂讲授、问题

导向学习 

随机抽

查提问 

1.1、1.2、

1.3、2.1、

2.2、2.3、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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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五 危险

化学品管理 

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基础知识，

危险化学品安全标签与安全技术

说明，培养学生团队精神和自我

保护意识 

3 
课堂讲授、问

题导向学习 

随 机

抽 查

提问 

1.1、1.2、

1.3、2.1、

2.2、2.3、

3.1、3.2 

模块八 火灾

与爆炸认知 

 预防火灾爆炸，燃烧和爆炸的解

析，增强学生安全意识 

 

4 
课堂讲授、问

题导向学习 

随 堂

练习 

1.1、1.2、

1.3、2.1、

2.2、2.3、

3.1、3.2 

模块十 坏境

保护 

坏境管理、检测，增强环保意识

化工废气、废水、固废治理技术 

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 

2 
课堂讲授、问

题导向学习 

随 机

抽 查

提问 

1.1、1.2、

1.3、2.1、

2.2、2.3、

3.1、3.2 

H 

评价方式与

达成度评价 

 

 1. 课程评价方式与达成权重  

该课程目标（i）共设有 n个，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为 Pi。课程目标评价方式（j）

包含课堂讨论、课后作业、阶段测试、…、期末考试等 m个评价方式。每个评价方式成

绩占比（权重）为 Ki,j。各课程目标、评价方式成绩占比，以及对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

权重如表 H-1所示。 其中，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i=1,2,3…n）。 

表 H-1 各评价方式对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的权重 

课程 

目标 i 

支撑 

指标点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1）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课堂讨论 Ki,1 课后作业 Ki,2 阶段测试 Ki,3 期末考试 Ki,4 

1 3-1 0.5 0.05 0.05 0.1 0.3 

2 6-1 0.3 0.05 0.0 0.05 0.2 

3 7-1 0.2 0.0 0.05 0.05 0.1 

考核环节对课程目标成绩权重（Mj） 0.1 0.1 0.2 0.6 

2. 课程成绩评定方法 

成绩百分制计分，学生课程综合成绩=∑（每个评价方式实际成绩平均值×Mj）。

Mj= 。其中，课堂讨论、课后作业、阶段测试等评价方式为过

程性评价。 

2.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法 

课程目标（i）达成度= 计算数据

如表H-2。 

表H-2 每项评价方式的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课程目标 i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课堂讨论 Ki,1 课后作业 Ki,2 阶段测试 Ki,3 期末考试 Ki,4 

1 0.5 0.05 0.05 0.1 0.3 

2 0.3 0.05 0.0 0.05 0.2 

3 0.2 0.0 0.05 0.05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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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H-3 作业评价标准 

得分 评定标准 

90%-100% 
作业严格按要求并及时完成；书写清晰、逻辑性强，正确率 90%以上，

没有抄袭情况。 

80%-89% 
作业按要求并及时完成；书写清晰，正确率 80%至 89%，没有抄袭情

况。 

70%-79% 
不能按照作业要求，未及时完成次数少于三次，但改正及时，态度端

正。 

60%-69% 
不能按照作业要求，未及时完成，未及时完成次数大于三次，老师指

出后改正，态度端正并补充完成。 

0-59% 不能按照作业要求，未及时完成，老师指出仍不改正次数达三次以上。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建议教材：韩宗，《化工HSE》，化学工业出版社，2021年 

 

学习资料：环球网校注册安全工程师考试研究院，《安全生产管理》2021全新版，中

国石化出版社，2021。 

汪大翠，《化工环境工程概论》，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年 

          范剑明，《化工HSE》，化学工业出版社，2019年。 

J 

教学条件 

需求 

1.多媒体或智慧教室，活动桌椅； 

2.满足基本学习需求的教学环境； 

3.安全生产上的辅佐课程道具，如安妮、AED、灭火筒等。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学工作指

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4 年 07 月 26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同意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4 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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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4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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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方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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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理论课程） 

《化工过程分析与合成》 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化工过程分析与合成 课程代码 0711420022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课程负责人 王建华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2 

开课学期 第  4  学期 总学时（实践学时） 32（0）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物理化学、有机化学、化工原理 

后续课程：化工热力学、化学反应工程、化工分离工程、系统与过程分析 

B 

课程描述 

化工过程分析与合成为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其任务是从系统整体的观点出发，

根据输入条件及输出要求、并周密考虑系统内各个组成部分相互的制约关系，寻找系

统整体性能最优的策略。学生在基本完成化工单元操作、化学工程、化工工艺学习的

基础上，通过系统工程的方法并结合有关化学工程、化工工艺知识，数值计算方法，

初步掌握化工工程分析与流程模拟问题。 

课程主要内容包括过程系统模拟、优化、合成三大部分。系统模拟部分紧密结合

工程背景，着重介绍网络拓朴结构的分解方法、序贯模块法、联立方程法、联立模块

法；优化部分介绍如何将化工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上的最优化问题、常用最优化方法

以及结构参数与操作参数的优化，从应用角度介绍算法，省略了繁琐的数学推导证明，

注重求解过程的逻辑性；合成部分则通过分离序列、换热网络的合成与系统热集成的

实例介绍过程系统合成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同样注重实用性。 

C 

课程目标 

知识目标1：掌握化工过程分析与合成的基本原理，能结合数学、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等相关专业知识对化工过程过程进行分析判断和合成，具有发掘、获取及分

析综合化工相关工程技术资料的能力。 

能力目标2：通过课程学习，具有基本的化工过程系统工艺计算、化工单元操作

及工艺控制的能力，使用计算机软件及其它现代信息工具的能力；对遇到问题，能够

进行合理判断，综合应用所学专业知识进行分析并给予解决。 

能力目标3： 具有化工过程系统优化和管理能力，参与化工过程开发、化工工艺

设计和化工新技术应用的能力，综合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化工系统复杂工程问题的能

力。能够根据设计和优化对技术和经济上进行核算，做到经济而有效地满足工艺要求。 

素养目标4.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通过思政元素融入化工过程分析与合成教

学过程，培养学生具有开拓进取的科学精神、良好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掌握获取

化工过程系统工程最新信息、知识和技术的手段，持续学习的习惯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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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课程目标对 

毕业要求指

标点的支撑 

课程目标 
支撑 
强度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1，

2 
M 

指标点 2.1 能够运用相关科学原理，识别和

判断化工复杂工程问题中的关键环节； 
毕业要求 2 问题分析 

课程目标 1，

2 H 

指标点 3.1 掌握化学工程设计和化工产品

开发全周期、全流程的设计/开发方法和技

术，了解影响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的各种因

素； 

毕业要求3 设计/开

发解决方案 

课程目标 2，

3，4 
M 

指标点 5.2 能够选择与使用恰当的仪器、信

息资源、工程工具和化工模拟  

软件，对化工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分析、计算

与设计 

毕业要求5 使用现代

工具 

E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F 

评价方式 

平时考核：课堂活动、课后作业、期中笔纸开卷考试 

期末考核：期末纸笔考试 

G 

课程目标达

成途径 

章节内容 
教学内容 

（含重难点、课程思政融入点） 
学时 教学方式 评价方式 

课程 

目标 

第一章 绪

论 
化工过程分析与合成 2 

1.课堂讲授

（PPT+板

书）  

2.使用启发

式和案例教

学模式 

平时 1、4 

第二章 化

工过程系

统稳态模

拟与分析 

2.1 典型的问题模拟与分析问题 

2.2 三类问题及三种基本方法 

2.3 序贯模块法 

2.4 面向方程法 

2.5 联立模块法 

2.6 氨合成工艺流程的模拟与分析 

2.7 过程系统稳态模拟法 

4 

1.课堂讲授

（PPT+板

书）  

2.使用启发

式和案例教

学模式 

平时、期

中、期末 

1、2、 

3、4 

第三章 

化工过

程系统

动态模

拟与分

析 

3.1 动态模型 

3.2 连续搅拌罐反应器的动态特性 

3.3 精馏塔的动态特性 

3.4 变压吸附过程的模拟与分析 
4 

1.课堂讲授

（PPT+板

书）  

2.使用启发

式和案例教

学模式 

平时、期

中、期末 

1、2、 

3、4 

第四章 

化工过

程系统

的优化 

4.1 概述 

4.2 化工过程系统优化问题基本概念 

4.3 最优化问题的类型 

4.4 线性规划问题 

4.5 非线性规划问题的解析求解 

6 

1.课堂讲授

（PPT+板

书）  

2.使用启发

式和案例教

平时、期

中、期末 

1、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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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非线性规划问题的数值求解 

4.7 化工过程大系统的优化 

学模式 

第五章 化

工生产过

程操作工

况调优 

5.1 调优的作用与意义 

5.2 离线调优的方法 
2 

1.课堂讲授

（PPT+板

书）  

2.使用启发

式和案例教

学模式 

平时、期

中、期末 

1、2、 

3、4 

第六章 

间歇化

工过程 

6.1 间歇过程与连续过程 

6.2 过程动态模型及模拟 

6.3 间歇过程的最优时间表 

6.4 多产品间歇过程设备设计与优化 

6.5 间歇过程的控制模型 

4 

1.课堂讲授

（PPT+板

书）  

2.使用启发

式和案例教

学模式 

平时、期

中、期末 

1、2、 

3、4 

第七章 

换热网

络合成 

7.1 化工生产流程中换热网络的作用

和意义 

7.2 换热网络合成问题 

7.3 换热网络合成——夹点技术 

7.4 夹点法设计能量最优换热网络 

7.5 换热网络的调优 

5 

1.课堂讲授

（ PPT+ 板

书） 

 
1、2、 

3、4 

 
第八章 

分离塔

序列的

合成 

8.1 分离序列合成进展概况 

8.2 合成分离序贯基本概念 

8.3 动态规划法 
3   

1、2、 

3、4 

 

其他 期中考试、期末总复习 2 

1.课堂讲授

（ PPT+ 板

书） 

2.笔纸开卷

考试 

平时、 

期中 
 

       

H 

评价方式与

达成度评价 

1. 课程评价方式与达成权重  

该课程目标（i）共设有 4 个，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为 Pi。课程目标评价方式（j）

包含课堂活动、课后作业、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等 4 个评价方式。每个评价方式成绩占

比（权重）为 Ki,j。各课程目标、评价方式成绩占比，以及对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权重如

表 H-1 所示。 其中，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i=1,2,3,4）。 

表 H-1 各评价方式对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的权重 

课程 

目标 i 

支撑 

指标点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1）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课堂活动 课后作业 期中考试 期末考试 

1 2.1,3.

1 

0.25 0.05 0.00 0.03 0.17 

2 3.1,5.

2 

0.35 0.05 0.10 0.03 0.17 

3 5.2 0.20 0.05 0.00 0.02 0.13 

4 5.2 0.20 0.05 0.00 0.02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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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环节对课程目标成绩权重（Mj） 0.20 0.10 0.10 0.60 

 

2.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法 

课程成绩评定方法。成绩百分制按照计分，学生课程综合成绩=∑（每个评价方

式实际成绩平均值×Mj）。Mj= 。其中，课堂活动、课后作业、期

中考试等评价方式为过程性评价。 

课程目标（i）达成度= 计算数据如表

H-2。 

表H-2 每项评价方式的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课程目标 i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课堂活动 Ki,1 课后作业 Ki,2 期中考试 Ki,3 期末考试 Ki,4 

1 0.25 0.05 0.00 0.03 0.17 

2 0.35 0.05 0.10 0.03 0.17 

3 0.20 0.05 0.00 0.02 0.13 

4 0.20 0.05 0.00 0.02 0.13 

3.评分标准 

     课堂活动、课后作业、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等各评价方式的评分标准分别如H-3、

H-4、H-5、H-6所示。 

表 H-3 课堂活动评分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90-100 
灵活正确应用“过程分析与合成”理论知识分析、判断、解决化工过

程性问题；课堂活动积分达到总积分的 80%以上 

70-89 
正确应用“过程分析与合成”理论知识分析、判断、解决化工过程性

问题；课堂活动积分达到总积分的 70%以上 

60-69 
基本正确应用“过程分析与合成”理论知识分析、判断、解决化工过

程性问题；课堂活动积分达到总积分的 60%以上 

0-59 
不能正确应用“过程分析与合成”理论知识分析、判断、解决化工过

程性问题；课堂活动积分为总积分的 60%以下 

 

表 H-4 课后作业评分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90-100 
按时提交，全部完成；思路清晰，计算正确；书写工整、规范；能

合理、正确运用过程分析与合成对化工过程进行设计和优化 

70-89 

按时提交，全部完成；思路清晰，计算过程正确，结果有误；书写

工整、规范；能正确运用过程分析与合成对化工过程进行设计和优

化 

60-69 

补交，全部完成；思路基本清晰，计算过程正确，结果有误；书写

潦草、不规范；能基本正确运用过程分析与合成对化工过程进行设

计和优化 

0-59 
部分完成，思路不清晰，计算过程和结果不正确；书写不工整、不

规范；不能正确运用过程分析与合成对化工过程进行设计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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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5 期中考试评分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90-100 
在笔纸开卷情况下，对1~5章所学内容了解全面，正确完成试卷

内容，计算正确；书写工整、规范。 

70-89 
在笔纸开卷情况下，对 1~5 章所学内容了解全面，完成试卷内容，

部分有误，答题不完全，书写工整、规范。 

60-79 
在笔纸开卷情况下，对 1~5 章所学内容了解不全面，完成试卷大部

分内容，结果有误较多，答题不完全，书写不工整、缺乏规范。 

0-59 
在在笔纸开卷情况下，对 1~5 章所学内容了解很不全面，完成试卷

内容较少，结果有误很多，答题不完全，书写不工整、缺乏规范。 

 

表 H-6 期末考试评分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90-100 
在笔纸闭卷情况下，对1~8章所学内容了解全面，正确完成试卷

内容，计算正确；书写工整、规范。 

70-89 
在笔纸闭卷情况下，对 1~8 章所学内容了解全面，完成试卷内容，

部分有误，答题不完全，书写工整、规范。 

60-79 
在笔纸闭卷情况下，对 1~8 章所学内容了解不全面，完成试卷大部

分内容，结果有误较多，答题不完全，书写不工整、缺乏规范。 

0-59 
在在笔纸闭卷情况下，对 1~8 章所学内容了解很不全面，完成试卷

内容较少，结果有误多，答题不完全，书写不工整、缺乏规范。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建议教材： 

张卫东，化工过程分析与合成（第二版），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1年6月. 

学习资料： 

1. 姚平经《过程系统分析与综合》第二版，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 

2；都  健, 化工过程分析与综合,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9；.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多媒体教室+学习通教学平台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学工作指

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4 年 0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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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审定意见：同意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4 年 7 月 27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4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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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专业（理论课程） 

《化工热力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化工热力学 课程代码 
0712430025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课程负责人 苏志忠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3 

开课学期 第5学期 总学时（实践学时） 48（6） 

混合式 

课程网址 

https://mooc1.chaoxing.com/moocans/mycourse/teachercourse?moocId=227732871&cla

zzid=69320327&edit=true&v=0&cpi=14030997&pageHeader=0 

 

A 

先修及后

续 

课程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物理学、电工学、无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 

后续课程：化学反应工程、化工分离工程、系统与过程分析、化工过程开发与设计 

 

 

B 

课程描述 

化工热力学是化学工程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化工类专业必修的专业技术基础课程，与化

学反应工程、化工分离工程等课程关系密切。它是化工过程研究、开发与设计的理论基础，

是一门理论性与应用性均较强的课程。本门课程系统地介绍把热力学原理应用于化学工程

技术领域的研究和计算方法。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化工热力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和计算方法的知识；能利

用化工热力学的原理和模型对化工中涉及到的相平衡原理、化学反应平衡原理等进行分析

和研究；能利用化工热力学的方法对化工中涉及的物系的热力学性质和其它化工物性进行

关联和推算；并学会利用化工热力学的基本理论对化工中能量进行分析等。 

 

 

 

 

 

 

C 

课程目标 

目标1： 掌握化工热力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和计算方法的知识； 

目标2：能利用化工热力学的原理和模型对化工中涉及到的相平衡原理、化学反应平衡原

理等进行分析和研究，并应用于判断过程的物理或化学变化方向。 

目标3：能利用化工热力学的方法对化工中涉及的物系的热力学性质和其它化工物性进行

关联和推算；利用化工热力学的基本理论对化工中能量进行分析。 

目标4：重视把化工过程热力学原理与提升节能环保、绿色化工等职业伦理意识相结合。 

D 

课程目标

对 

毕业要求

指标点的

支撑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支撑 

强度 
课程目标 

1 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

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解

决化工过程热力学和动

指标点 1.3 能够将化工学科相

关工程专业知识和数学分析

方法用于推演、分析化工专业

H 课程目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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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的原理分析及化学

工程与技术领域复杂工

程问题。 

工程问题 

 

2 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

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

理，识别、表达、并通过

文献研究分析复杂工程

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指标点2.2 

能基于相关科学原理和数

学模型方法正确表达化工

复杂工程问题； 

H 课程目标 2 

3能够针对化工复杂工

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

计化工过程单元操作、

工艺及控制或工艺流

程，在设计环节中体现

创新意识，融入新业态

下社会经济文化新理

念，并能综合考虑安全

清洁生产和环保法规

等因素。 

指标点3.1 掌握化学工程设

计和化工产品开发全周期、

全流程的设计/开发方法和

技术，了解影响设计目标和

技术方案的各种因素； 

M 

课程目标4 

4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

采用科学方法对复杂

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

括设计实验、分析与解

释数据，并通过信息综

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

论。 

指标点4.2 

能够根据研究对象的特征，

选择研究路线，设计可行的

实验方案； 
H 

课程目标2、3 

E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F 

评价方式 

(1)笔试：期中笔试、期末笔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大作业（PPT及口头汇报） 

 



 

81 

 

G 

课程目标达

成途径 

章节内容 
教学内容 

（重难点、课程思政融入点） 
学时 教学方式 评价方式 

课程 

目标 

第一章绪论、第二

章  流体的 p-V-T

关系 

§1.1 概述 §1.2．基本内

容要求§2.1 纯物质的 PVT

关系、§2.2 流体的状态方

程（结合马丁-侯状态方程，

介绍中国人在世界科学中的

贡献，提升民族自豪感和爱

国情怀）§2.3 对比态原理

及应用；§2.4 普遍化状态

方程 

8 
讲授、课堂讨论、

翻转课堂。 

作业、

期中、

期末、

课堂讨

论 

课程目标

1 

第三章  单组元流

体及其过程的热力

学性质 

§3.1 热力学性质间的关

系；§3.2焓变和熵变计算；

§3.3 热力学性质图表 

重点：剩余焓、剩余熵 

6 
讲授、课堂讨论、

翻转课堂。 

作业、

期中、

期末、

课堂讨

论 

课程目标

1 

第四章  热力学基

本定律及其应用 

§4.1热力学第一定律 

§4.2热力学第二定律 

§4.3能量的质量和级别 

§4.4 理想功、损失功和热

力学效率 

§4.5 有效能和无效能（绿

色化工、清洁生产新理念） 

§4.6 化工过程热力学分析

§4.7蒸汽动力循环（重点）

§4.8制冷循环；§4.9深冷

循环与气体的液化 

14 

讲授、课堂讨论、

翻转课堂。大作

业：节能与熵平

衡口头 PPT 汇报 

作业、期

中、期末、

课 堂 讨

论、大作

业 

课程目标

2、4 

第五章  均相混合

物热力学性质 

§5.1 多组分系统的热力学

关系；§5.2 偏摩尔性质；

§5.3 逸度和逸度系数；§

5.4 理想混合物、活度和活

度系数；（科技是第一生产

力，科学前沿与经济社会和

职业规划的关系）§5.5 混

合物性质变化 

8 

讲授、课堂讨论、

翻转课堂。数理

工程基础与公式

推导专题。 

作业、期

末、课堂

讨论 

课程目标

3 

第六章 相平衡 

§6.1 相平衡基础；§6.2

汽液平衡关系式；§6.3 中

低压下汽液平衡；§6.4 汽

液平衡数据的热力学一致性

检验（自然科学与辩证法的

12 

讲授、课堂讨论、

翻转课堂。低压

下汽液平衡实验

与计算项目 

作业、

期末、

课堂讨

论、大

作业 

课程目

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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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关系） 

H 

评价方式与

达成度评价 

 

 1. 课程评价方式与达成权重  

该课程目标（i）共设有 4 个，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为 Pi。课程目标评价方式（j）

包含课堂讨论、课后作业、大作业、期中测试、期末考试等 5 个评价方式。每个评价方式

成绩占比（权重）为 Ki,j。各课程目标、评价方式成绩占比，以及对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权

重如表 H-1所示。 其中，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i=1,2,3…n）。 

表 H-1 各评价方式对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的权重 

课程 

目标 i 

支撑 

指标点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1）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课堂讨论与课后作

业 Ki,1 

大作业
Ki,2 

阶段测试
Ki,3 

期末考试 Ki,4 

1 1.3 0.2 0.05 0.0 0.05 0.1 

2 2.2、4.2 0.4 0.05 0.05 0.1 0.2 

3 4.3 0.3 0.05 0.0 0.05 0.2 

4 3.1 0.1 0.0 0.0 0.05 0.05 

考核环节对课程目标成绩权重（Mj） 0.15 0.05 0.25 0.55 

2. 课程成绩评定方法 

成绩百分制计分，学生课程综合成绩=∑（每个评价方式实际成绩平均值×Mj）。

Mj= 。其中，课堂讨论、课后作业、阶段测试等评价方式为过程性

评价。 

2.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法 

课程目标（i）达成度= 计算数据如表

H-2。 

表H-2 每项评价方式的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课程目标 i 
课程目标达成权

重 Pi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课堂讨论与课

后作业 Ki,1 
大作业 Ki,2 阶段测试 Ki,3 期末考试 Ki,4 

1 0.2 0.05 0.0 0.05 0.1 

2 0.4 0.05 0.05 0.1 0.2 

3 0.3 0.05 0.0 0.05 0.2 

4 0.1 0.0 0.0 0.05 0.05 

 

表 H-3-1 课堂提问讨论评价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得分 

80-100 分 
观点正确、概念准确、逻辑通顺、层次分明、表达流畅、积

极思考，主动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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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9 分 
观点正确、概念准确、能够提供有效的证据或论证，较积极

思考，能主动参与。 

 

60-69 分 
观点及概念基本正确、能够提供有效的证据或论证，基本能

积极思考和主动参与。 

 

0-59 分 
观点及概念不正确，无法提供解释，不能积极思考和主动参

与。 

 

 

表 H-3-2课后作业评价表 

观测点 80-100 分 70-79 分 60-69 分 0-59 分 得分 

作业完成进

度（权重 0.1） 

按时提交，全

部完成 

按时提交，部

分完成 

补交，全部完

成 

补交，部分完

成 
 

基本概念掌

握程度（权重

0.3） 

理论理解，分

析得当 

主要理论理

解，但部分分

析有误 

部分理论理

解，分析错误 

基本理论不

理解 
 

解决问题的

方案正确性

（权重 0.5） 

思路清晰，过

程明了，计算

正确 

思路、过程和

计算基本正

确 

思路、过程和

计算部分正

确 

思路、过程和

计算少数正

确 

 

作业完成态

度（权重 0.1） 

书写工整、清

晰、符号、单

位等按规范

执行。 

书写清晰，主

要符号、单位

等按照规范

执行。 

能够辨识，部

分符号、单位

等按照规范

执行 

不能辨识，符

号，单位等均

不按照规范

执行。 

 

     总分 

 

表 H-3-3 课程大作业（读书报告或小论文）评分标准 

评价项目 评分内容 备注 

1 字数要求 要求字数在 3000～5000 字之间，低于或高于酌情减分； 不含摘

要、参考

文献 

2 创新性 1、内容具有明显的创新性，新颖独到，90 分以上； 

2、内容具有一般创新性，80-90 分； 

3、具有创新性，但不是很突出（有 1 个与众不同的观点、

看法、做法、措施）,70-80 分； 

4、内容观点平凡从众，不高于 70 分。 

每增加一

个创新点

加 10 分，

可以超过

100 分。 

3 规范性 1、符合规范，具有逻辑、表达清晰、层次分明，80 分以上； 

2、基本符合规范，具有逻辑、表达清晰、层次分明，60-80

分； 

3、不符合规范，不具有逻辑、表达清晰、层次分明特点，

不高于 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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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充实性 1、内容充实，有独到的见解之外，有数据或证据支撑，85

分以上； 

2、内容基本充实，60-80 分； 

3、空洞无物，低于 60 分。 

 

 

表 H-3-4 课程大作业（小组 PPT 和口头汇报、答辩）评分标准 

完成情况 得分 

资料的查阅、知识熟练运用、积极参与讨论、能阐明自己的

观点和想法、能与其他同学交流、合作，共同分析回答问题 80-100 分  

基本做到资料的查阅、知识的运用、能参与讨论、能阐明自

己的观点和想法、能与其他同学交流、合作，共同分析回答

问题 

60-79 分  

做到一些资料的查阅和知识的运用、参与讨论一般、不能阐

明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与其他同学交流、合作、共同回答问

题的能力一般 
40-59 分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

料 

建议教材：马沛生主编，《化工热力学》（通用型）（第 2 版），化学工业出

版社，2014.1 

学习资料: 

[1] 张乃文等编著，化工热力学，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 

[2] 陈新志等，化工热力学，化学工业出版社，2001 

[3] 朱自强等，化工热力学，化学工业出版社，1991 

[4] 张联科等，化工热力学，化学工业出版社，1989 

[5] Smith,J.M., Van Ness H.C., Abbott M. M. <Introduction to Chemical Engineering 

Thermodynamics> ， 6 th ed, 化学工业出版社引进， 2002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多媒体教室、学习通平台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学工作指

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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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07 月  26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同意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4 年 7 月 27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4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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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理论课程）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 课程代码 0712430026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课程负责人 李鲁闽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分 3 

开课学期 第 7 学期 总学时（实践学时） 48 

混合式 

课程网址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大学物理、电路原理、化工设备基础 

后续课程：化工原理课程设计、化工设计、化工毕业论文及设计 

 

 

B 

课程描述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是一门专业基础课课，通过课程学习，掌握培养分析和解决

生产中有关化学工程控制过程的实际问题基本能力和创新意识，也为后续课程和继续教

育打好基础，针对所研究对象的性质、特点和研究目标，建立适宜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方

案开展相关工程研究。参与化工过程开发、化工设计和化工生产指标控制应用的能力，

综合运用化工仪表及自动化专业知识检测生产参数及控制过程的能力 

 

 

 

 

 

 

C 

课程目标 

目标 1：针对所研究对象的性质、特点和研究目标，建立适宜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案开

展相关工程研究。参与化工过程开发、化工设计和化工生产指标控制应用，掌握培养分

析和解决生产中有关化学工程控制过程，为后续专业课的学习及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

础。 

目标 2：掌握自动调节系统的基本概念，学会选用常用的自动化工仪表，能对化工工艺

过程提出合理的检测和控制要求，能为自控设计提供工艺条件和数据，并掌握简单调节

器参数整定。 

目标 3：掌握培养分析和解决生产中有关化学工程控制过程的实际问题基本能力和创新

意识，也为后续课程和继续教育打好基础，针对所研究对象的性质、特点和研究目标，

建立适宜的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案开展相关工程研究。参与化工过程开发、化工设计和化

工生产指标控制应用的能力，综合运用化工仪表及自动化专业知识检测生产参数及控制

过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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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4：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通过将思政元素融入教学，将学生培养成为具有严谨

务实的科学精神、良好的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 

 

D 

课程目标对 

毕业要求指标

点的支撑 

毕业要求 
支撑 

强度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3. 设

计/开发解决

方案 

M 

指标点指标点 3.1 能够针对特

定需求，完成化工过程单元（部件）

的设计 

课程目标 1，2，3 

毕业要求 5. 

使用现代工

具 

H 

指标点指标点 5.2 能够选择与

使用恰当的仪器、信息资源、工程工

具和化工模拟软件，对化工复杂工程

问题进行分析、计算与设计 

 

课程目标 4 

E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F 

评价方式 

参考方式：课程作业、日常表现、口头报告、期末纸笔考试 

(1)纸笔考试：平时小测、期末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课程作业、日常表现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 

G 

课程目标达

成途径 

章节内容 
教学内容 

（重难点、课程思政融入点） 
学时 教学方式 评价方式 

课程 

目标 

第一章 

绪论、自动控制系统基本概念 

重点: 

自动调节系统的组成，自动调节系

统方块图及其分类，自动调节系统

的过渡过程及品质指标。 

难点: 

自动控制系统的组成，方块图的表

示法和过渡过程的品质指标 

科技创新 

3 PPT 讲授 日常表现 1 

第二章 

2.1 化工过程特点 

重点: 

化工对象的特点及其描述方法，描

述对象特性的参数，对象特性的实

验测取 

难点:模型求解 

3 

PPT 讲授 

日常表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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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信心 

第二章 2.1 描述过程特性参数 3 PPT 讲授 日常表现 1 

第三章 检测仪表与传感器  3.1 概述 3 PPT 讲授 日常表现 3 

第三章 
3.2 压力检测仪表 

3.3 流量检测仪表 
3 

PPT 讲授 
日常表现 1 

第三章 

3.4 物位检测   3.5 温度检测 

重点:掌握测量各种参数仪表的性能

和原理,如:压力测量及变送，流量的

测量及变送，液位的测量及变送，

温度检测仪表及选用 

难点: 变送器，热电偶温度计 

3 

PPT 讲授 

日常表现 2 

第四章 

第五章 

自动控制仪表4.1 概述4.2基本控制

规律 4.3 数字式控制器 

4.4 可编程控制器. 

重点:控制器的基本控制规律，电动

调节器 

难点:控制参数对过渡过程的影响及

其实验求解 

5 1 气动、电动执行器 

重点:掌握控制器的作用方式及其流量特

性 

难点:控制器的选择 

3 

PPT 讲授 

 1 

第六章 

6.1 结构与组成 6.2系统的设计 

6.3 控制参数的工程整定 

重点: 

掌握简单控制系统的设计原则及调节规律

的选择原则和参数的整定方法简单控制系

统的设计，调节器调节规律的选择，调节

器参数的工程整定 

难点:简单控制系统的设计 

3 

PPT 讲授 

日常表现 2 

第七章 
7.1.1串级控制系统 

7.1.2工作工程及特点 
3 

PPT 讲授 
日常表现 3 

第七章 
7.1.3 副回路的确定 7.2.1 均匀控制

系统 7.2.2 均匀控制方案 
3 

PPT 讲授 
日常表现 1 

第七章 
7.3 比值控制系统 7.4 前馈控制系统 

7.5 选择性控制系统 
3 

PPT 讲授 
日常表现 4 

第八章 

7.6 分程控制系统 

重点:掌握各种复杂控制系统的特点

及应用,如:中级控制系统，比值控制

系统，分程控制系统，选择控制系

统，前馈控制系统 

难点:各种复杂控制系统的特点及应

用 

8.1 自适应控制系统 8.2 预测及其

他系统 

3 

PPT 讲授 

日常表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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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9.1 概述、集散系统 

9.2现场总线控制系统9.3网络控制

系统 

3 

PPT 讲授 

日常表现 4 

第十章 

典型化工单元的控制方案 

重点:掌握典型化工操作的控制方

案,如流体输送设备的控制方案，传

热设备的控制方案，锅炉设备的控

制方案，化学反应器设备的控制方

案，精馏塔设备的控制方案 

难点:精馏塔设备的控制方案 

10.1流体输送设备的控制方案 

安全环保 

3 

PPT 讲授 

日常表现 1 

第十章 
10.2传热设备的自动控制10.3精馏

塔的自动控制 
3 

PPT 讲授 
日常表现 3 

第十章 
10.4化学反应器的自动控制 

10.5生化过程的控制 
3 

PPT 讲授 
日常表现 2 

H 

评价方式与

达成度评价 

 

1. 课程评价方式与达成权重 

该课程目标（i）共设有 4个，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为 Pi。课程目标评价方式（j）

包含课堂讨论、课后作业、口头报告、期末考试等 4个评价方式。每个评价方式成绩占

比（权重）为 Ki,j。各课程目标、评价方式成绩占比，以及对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权重

如表 H-1所示。其中，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i=1,2,3,4）。 

表 H-1 各评价方式对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的权重 

课程 

目标 i 

支撑 

指标点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1）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课堂讨论 Ki,1 课后作业 Ki,2 口头报告 Ki,3 期末考试 Ki,4 

1 3.1 0.4 0.05 0.05 0.0 0.3 

2 3.1 0.3 0.05 0.05 0.0 0.2 

3 3.1 0.15 0.0 0.0 0.05 0.1 

4 5.2 0.15 0.0 0.05 0.05 0.05 

考核环节对课程目标成绩权重（Mj） 0.1 0.15 0.1 0.65 

2. 课程成绩评定方法 

成绩百分制计分，学生课程综合成绩=∑（每个评价方式实际成绩平均值×Mj）。

Mj= 。其中，课堂讨论、课后作业、口头报告等评价方式为

过程性评价。 

2.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法 

课程目标（i）达成度= 计算数据

如表 H-2。 

表 H-2 每项评价方式的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课程目标 i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课堂讨论 Ki,1 课后作业 Ki,2 口头报告 Ki,3 期末考试 K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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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4 0.05 0.05 0.0 0.3 

2 0.3 0.05 0.05 0.0 0.2 

3 0.15 0.0 0.0 0.05 0.1 

4 0.15 0.0 0.05 0.05 0.05 

表 H-3作业评价标准 

得分 评定标准 

90%-100% 
作业严格按要求并及时完成；书写清晰、逻辑性强，正确率 90%以上，

没有抄袭情况。 

80%-89% 
作业按要求并及时完成；书写清晰，正确率 80%至 89%，没有抄袭情

况。 

70%-79% 
不能按照作业要求，未及时完成次数少于三次，但改正及时，态度端

正。 

60%-69% 
不能按照作业要求，未及时完成，未及时完成次数大于三次，老师指

出后改正，态度端正并补充完成。 

0-59% 不能按照作业要求，未及时完成，老师指出仍不改正次数达三次以上。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建议教材： 

《化工仪表及自动化》厉玉鸣主编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第六

版）     化学工业出版社，2017 

学习资料： 

[1] 《化工仪表》蔡凤英等编，科学出版社 2004. 

[2] 《化工测量及仪表》范玉久主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 

[3] 《化工自动化及仪表》杨丽明主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9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多媒体教室 

备注：1.本课程教学大纲 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学

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审批意

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4 年 7 月 22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4 年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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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4 年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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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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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理论课程） 

《传质与新型分离技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传质与新型分离技术 课程代码 0711520045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课程负责人 李鲁闽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2 

开课学期 第  7  学期 总学时（实践学时） 32（0）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 

物理化学、化工热力学、化工原理、化学工艺学 

后续课程：化工过程开发与设计 

B 

课程描述 

 

利用已学的物理化学、化工原理、化工热力学、传递过程等课程中有关系相平衡

热力学、动力学、分子及共聚状态的微观机理，传热、传质和动量传递理论来研究化

工生产实际中复杂物系的分离和提纯技术。着重基本概论的理解，为分离过程的选择、

特性分析和计算奠定基础。从分离过程的共性出发，讨论各种分离方法的特征。强调

将工程和工艺相结合的观点，进行设计和分析能力的训练；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提高

解决问题的能力。 

C 

课程目标 

 

知识目标1：归纳常用传质分离过程的操作特点，简捷和严格计算方法，强化改

进操作的途径。 

能力目标2：对于给定的混合物体系和产物分离要求，能够选择和设计适宜的分

离过程，建立分离过程的数学模型，并正确求解。 

能力目标3：鼓励学生尝试使用模拟软件计算分离过程及其集成实例，培养学生

知行合一，勇于实践的精神。 

素养目标4. 能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了解分离工程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及应

用，对各种分离过程特点进行比较，树立工程与工艺结合理念，认识自主和终身学习

必要性，培养学生具有开拓进取的科学精神、良好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 

 

D 

课程目标对 

毕业要求指

标点的支撑 

毕业要求 
支撑 
强度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 
M 

指标点 2.1 能够运用相关科学原理，识别

和判断化工复杂工程问题中的关键环节； 
课程目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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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2.问题分析 

M 
指标点  2.1 能够运用相关科学原理，识别

和判断化工复杂工程问题中的关键环节 

课程目标1、2 

毕业要求 

3. 设计/开

发解决方案 

M 

指标点 3.1 掌握化学工程设计和化工产品

开发全周期、全流程的设计/开发方法和技

术，了解影响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的各种因

素； 

课程目标3，4 

E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F 

评价方式 

平时考核：课堂活动、课后作业 

期末考核：期末纸笔考试 

G 

课程目标达

成途径 

章节内容 
教学内容 

（含重难点、课程思政融入点） 
学时 教学方式 

评价方

式 

课程 

目标 

绪论 

1.1 传质分离过程的分类 

1.2 分离过程的研究和技术开

发 

新型分离技术，节能 

重点：平衡分离过程和速率分离

过程。 

难点：工业上常用的基于平衡分

离过程的分离单元操作及其基

本原理；分离媒介；典型应用实

例。 

1 

1.课堂讲授

（PPT）  

 

平时、

期末 
1 

第 2章传质分

离过程的热力

学基础 

 

2.1 相平衡基础（课余时间，自

学） 

2.2 多组分物系的泡点和露点

计算（课余时间，自学） 

2.3 闪蒸过程的计算 

2.4 液液平衡过程的计算 

2.5 多相平衡过程 

2.6 共沸系统和剩余曲线（课余

时间，自学） 

重点：多组分物系的相平衡条

件；平衡常数；分离因子。液液

平衡过程的计算；多相平衡过

程。 

难点：多组分非理想体系平衡常

数计算。多组分物系的泡点温度

和泡点压力、露点温度和露点压

力的计算。等温闪蒸过程和部分

冷凝过程的计算。 

3 

1.课堂讲授

（PPT+板书）  

2.使用启发式

和案例教学模

式 

平时、

期末 

1、2、 

3、4 

第3章气液 3.1 设计变量（课余时间，自学） 14 1.课堂讲授 平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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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质分离过

程 

3.2 多组分精馏 

3.3 特殊精馏 

集成过程  节能减排 

3.4 间歇精馏（课余时间，自学） 

3.5 吸收和解吸 

重点：多组分精馏过程分析和简

捷计算方法。特殊精馏和间歇精

馏过程、流程，及其简捷计算方

法。多组分吸收和蒸出过程分

析、简捷计算方法。 

难点：常用化工过程设计变量的

确定。普通多组分精馏过程的物

料衡算；清晰分割；非关键组分

的分配。复杂精馏过程的简捷计

算。共沸精馏流程。多组分吸收、

蒸出过程计算的平均吸收因子

法和有效因子法；逆流萃取过程

的简捷计算。 

（PPT+板书）  

2.使用启发式

和案例教学模

式 

期末 3、4 

第4章液液

传质分离过

程 

4.1 液-液萃取 

4.2 超临界流体萃取 

重点：液-液萃取的原理及分离

工作过程；超临界流体萃取的原

理及分离工作过程。 

难点：液-液萃取的计算。 

2 

1.课堂讲授

（PPT+板书）  

2.使用启发式

和案例教学模

式 

平时、

期末 

1、2、 

3、4、 

第 5 章 传质

分离过程的严

格模拟计算 

 

5.1 平衡级的理论模型 

5.2 三对角矩阵法 

5.2.1泡点法(BP法) 

5.2.2流率加和法(SR法) 

5.2.3等温流率加和法 

重点：托玛斯法解三对角矩阵方

程；多组分精馏问题的求解。 

难点：三对角矩阵方程托玛斯解

法计算精馏过程的泡点温度。 

4 

1.课堂讲授

（PPT+板书）  

 

平时、

期末 

1、2、 

3、4、 

第6章 气

固、液固传

质分离过程 

6.1 吸附分离过程 

6.2 吸附分离过程与技术 

6.3 膜分离 

新型膜分离技术  创新 自主

学习 

重点：吸附过程的热力学和

动力学基础、工艺流程，反

渗透、纳滤、超滤、微滤、

电渗析等膜分离过程原理。 

难点：吸附过程的计算，吸附剂

的选择，分离用膜和膜分离设

备，膜分离过程原理。 

8 

1.课堂讲授

（PPT+板书）  

2.使用启发式

和案例教学模

式 

平时、

期末 

1、2、 

3、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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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分离

过程的节能

优化与集成 

7.1 分离过程的最小功和热力

学效率 

7.2 精馏的节能技术 

7.3 分离流程的优化 

7.4 分离流程的集成 

重点：实际分离过程的有效能损

失；有效能衡算方程。分离过程

的最小功。精馏过程的节能。热

力学效率。分离顺序的选择。 

难点：分离过程的有效能分析和

节能。 

0 自学 平时  

H 

评价方式与

达成度评价 

1. 课程评价方式与达成权重  

该课程目标（i）共设有 4个，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为 Pi。课程目标评价方式（j）

包含课堂活动、课后作业、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等 4个评价方式。每个评价方式成绩占

比（权重）为 Ki,j。各课程目标、评价方式成绩占比，以及对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权重

如表 H-1所示。 其中，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i=1,2,3,4）。 

表 H-1 各评价方式对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的权重 

课程 

目标 i 

支撑 

指标点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1）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课堂活动 课后作业 期末考试 

1 2.1 0.2 0.05 0.00 0.15 

2 2.1 0.2 0.05 0.00 0.15 

3 3.1 0.35 0.05 0.10 0.20 

4 2.1,3.1 0.25 0.05 0.00 0.20 

考核环节对课程目标成绩权重（Mj） 0.20 0.10 0.70 

 

2.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法 

课程成绩评定方法。成绩百分制按照计分，学生课程综合成绩=∑（每个评价方

式实际成绩平均值×Mj）。Mj= 。其中，课堂活动、课后作业、期

中考试等评价方式为过程性评价。 

课程目标（i）达成度= 计算数据如表

H-2。 

表H-2 每项评价方式的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课程目标 i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课堂活动 Ki,1 课后作业 Ki,2 期末考试 Ki,3 

1 0.2 0.05 0.00 0.15 

2 0.2 0.05 0.00 0.15 

3 0.35 0.05 0.10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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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25 0.05 0.00 0.20 

3.评分标准 

     课堂活动、课后作业、期末考试等各评价方式的评分标准分别如H-3、H-4、H-5。 

表 H-3课堂活动评分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90-100 

灵活正确应用各种常用传质分离过程的基本原理，操作特点，简捷

和严格计算方法，强化改进操作的途径，了解一些新分离技术。对

于给定的混合物体系和产物分离要求，能够选择和设计适宜的分离

过程；课堂活动积分达到总积分的 80%以上 

70-89 

正确应用各种常用传质分离过程的基本原理，操作特点，简捷和严

格计算方法，强化改进操作的途径，了解一些新分离技术。对于给

定的混合物体系和产物分离要求，能够选择和设计适宜的分离过

程；课堂活动积分达到总积分的 70%以上 

60-69 

基本正确应用各种常用传质分离过程的基本原理，操作特点，简捷

和严格计算方法，强化改进操作的途径，了解一些新分离技术。对

于给定的混合物体系和产物分离要求，能够选择和设计适宜的分离

过程；课堂活动积分达到总积分的 60%以上 

0-59 

不能正确掌握应用各种常用传质分离过程的基本原理，操作特点，

简捷和严格计算方法，强化改进操作的途径，了解一些新分离技术。

对于给定的混合物体系和产物分离要求，能够选择和设计适宜的分

离过程；课堂活动积分为总积分的 60%以下 

 

表 H-4课后作业评分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90-100 
按时提交，全部完成；思路清晰，计算正确；书写工整、规范；能

合理、正确进行化工分离工程数据计算、处理、结果分析讨论 

70-89 

按时提交，全部完成；思路清晰，计算过程正确，结果有误；书写

工整、规范；能合理、正确进行化工分离工程数据计算、处理、结

果分析讨论 

60-69 

补交，全部完成；思路基本清晰，计算过程正确，结果有误；书写

潦草、不规范；能基本合理、正确进行化工分离工程数据计算、处

理、结果分析讨论 

0-59 

部分完成，思路不清晰，计算过程和结果不正确；书写不工整、不

规范；不能合理、正确进行化工分离工程数据计算、处理、结果分

析讨论 

 

 

表 H-5期末考试评分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90-100 

在闭卷情况下，灵活应用掌握各种常用传质分离过程的基本原

理，操作特点，简捷和严格计算方法，强化改进操作的途径，了

解一些新分离技术。对于给定的混合物体系和产物分离要求，能

够选择和设计适宜的分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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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9 

在闭卷情况下，应用掌握各种常用传质分离过程的基本原理，

操作特点，简捷和严格计算方法，强化改进操作的途径，了解一些

新分离技术。对于给定的混合物体系和产物分离要求，能够选择和

设计适宜的分离过程。 

 

60-79 

在闭卷情况下，基本能掌握各种常用传质分离过程的基本原

理，操作特点，简捷和严格计算方法，强化改进操作的途径，了解

一些新分离技术。对于给定的混合物体系和产物分离要求，能够选

择和设计适宜的分离过程。 

 

0-59 

在闭卷情况下，不能够掌握各种常用传质分离过程的基本原理，操

作特点，简捷和严格计算方法，强化改进操作的途径，了解一些新

分离技术。对于给定的混合物体系和产物分离要求，能够选择和设

计适宜的分离过程。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建议教材：刘家祺主编，《传质分离过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11月，第二版

7次(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学习资料：[1] 宋华，陈颖， 化工分离工程，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 2003. 

[2] 刘家祺 . 分离过程 . 北京 : 化学工业出版社 , 2002. 

[3] 吴俊生,邓修等. 分离工程 . 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 ,1992. 

[4] Seader J D, Henley E J. Separation Process Principles. New York : John 

Wiley & Sons, 1998.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多媒体教室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学工作

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4年 07 月 26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同意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4 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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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4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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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实践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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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独立设置的实践课） 

《化工仿真实训及故障排除》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化工仿真实训及故障排除 课程代码 0713630066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课程负责

人 
李鲁闽 

开课学期 第 7 学期 学时/学分 1周/1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 

化工原理，化工原理实验、化学反应工程，化工工艺学 

后续课程：传质与新型分离技术 

 

 

B 

课程描述 

化工仿真实训教学是一种新型的教学方式，它针对真实的装置和流程建立数学模

型，在仿真机上实现以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技术。东方仿真基于PISP3.0+化工仿真软

件-化工单元实习仿真软件CSTS-仿DCS软件（Honeywell公司仿TDC3000型控制运行软

件或通用DCS型控制运行软件）集散控制系统操作学习固定床反应器加氢单元\脱丁烷

塔单元\流化床反应单元\间歇釜反应器单元或液位控制单元等仿真15个单元。利用仿

真实习技术可解决下广实习“只许看，不准动”的难题，让学生通过亲自动手模拟开车、

停车和典型事故处理训练，提高理论联系实际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C 

课程目标 

目标1：认识和掌握工艺以及自动控制中的有关概念和原理，验证化工基础、自动化仪

表、化工工艺学等理论知识。 

目标2：对工厂的工艺运行规律有正确的和身临其境现场操作的感受，能够熟练完成对

DCS仿真单元以及典型工段的操作。 

目标3：掌握与学会过程开发的基本研究方法和常用的实验基本技能；通过计算机仿真

技术，拓宽与发展工程实验的内容和可操作性。 

目标4：具有化工工程师的职业道德和伦理责任，能够自觉地将环境保护及安全洁净生

产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文化等非技术因素融入复杂化工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中。 

 

 

D 

课程目标对 
课程目标 

支撑 

强度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102 

 

毕业要求指

标点的支撑 
课程目标 1 H 

指标点 3.1 掌握化学工程设计和化工产

品开发全周期、全流程的设计/开发方法

和技术，了解影响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

的各种因素 

毕业要求 3.设计/开发解

决方案 

课程目标2 H 
指标点 4.4 能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和解

释，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毕业要求 4.研究 

课程目标 3 M 

指标点 5.3 能够针对化工过程的工程问

题对象，通过组合、选配、改进、二 

次开发等方式创造性地使用现代工具进

行模拟和预测，满足特定需求，并能够

分析其局限性。 

毕业要求 5.使用现代工

具 

课程目标 4 M 

指标点 9.1 具有良好的自我控制、约束

与协调能力，具备团队合作意识，愿意

与团队其他成员共享信息，并给予他人

帮助 

毕业要求 9.个人和团队 

E 

教学方式 

▇课堂示范 ▇讨论实操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F 

评价方式 

参考方式：日常表现、平时操作 

(1)操作考试：平时操作、期末考试  

(2)实作评价：实验报告、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价：口头报告、口试 

G 

课程目标 

达成途径 

实验项目与实验主要内容 

（重难点、课程思政融入点） 
学时 

实验性质/

教学方式 
评价方式 

课程 

目标 

化工仿真平台软件使用，通用 DCS 型控制运

行软件集散控制系统操作学习 
1天 

仿真 /探究

式学习 

日常表现、

平时操作 
1 

固定床反应器加氢单元操作学习 
1天 

仿真 /探究

式学习 

日常表现、平

时操作 
2 

精馏塔工艺 3D 仿真 1 天 仿真 /探究

式学习 

日常表现、平

时操作 
1 

TFE 生产仿真培训 
1 天 仿真 /探究

式学习 

日常表现、平

时操作 
4 

管式加热炉工艺 3D 仿真 
1 天 仿真 /探究

式学习 

日常表现、平

时操作 
3 

正常操作规程，主要工艺生产指标的调整方

法。冷态开车操作规程，停车操作规程。事

故操作规程 

1 天 
仿真 /探究

式学习 

日常表现、平

时操作 4 

H 

评价方式与达

 

 1. 课程评价方式与达成权重  

该课程目标（i）共设有 4个，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为 Pi。课程目标评价方式（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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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度评价 

 

包含课前预习、课堂操作、实践报告 3个评价方式。每个评价方式成绩占比（权重）为

Ki,j。各课程目标、评价方式成绩占比，以及对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权重如表 H-1所示。 

其中，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i=1,2,3…n）。 

表 H-1 各评价方式对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的权重 

课程 

目标 i 

支撑 

指标点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1）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课前预习 Ki,1 课堂操作 Ki,2 实践报告 Ki,3 

1 3-1 0.5 0.05 0.35 0.1 

2 4-4 0.3 0.05 0.2 0.05 

3 5-3 0.1 0.0 0.05 0.05 

4 9-1 0.1 0.0 0.05 0.05 

考核环节对课程目标成绩权重（Mj） 0.1 0.65 0.25 

2. 课程成绩评定方法 

成绩百分制计分，学生课程综合成绩=∑（每个评价方式实际成绩平均值×Mj）。

Mj= 。其中，课前预习、课堂操作、实践报告等评价方式为

过程性评价。 

3.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法 

课程目标（i）达成度= 计算数据

如表H-2。 

表H-2 每项评价方式的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课程目标 i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课前预习 Ki,1 课堂操作 Ki,2 实践报告 Ki,3 

1 0.5 0.05 0.35 0.1 

2 0.3 0.05 0.2 0.05 

3 0.1 0.0 0.05 0.05 

4 0.1 0.0 0.05 0.05 

表H-3 实验实践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关注点 80%-100% 60%-79% 0-59% 

实验预习 

（权重

0.1） 

对实验目的

和原理的熟

悉程度 

完成预习报告，回

答问题正确，实验

方案有创新 

完成预习报告，回

答问题基本正确，

实验方案可行 

能基本回答

问题正确，

有实验方案 

实验操作 

（权重

0.65） 

实验态度 
按时参加实验，原

始数据记录完整 

按时参加实验，原

始数据记录基本

完整 

实验迟到，

原始数据记

录不完整 

操作技能 

实验过程熟练，操

作规范，动手能力

强 

实验过程较熟练，

能完成基本操作 

需在指导下

完成基本操

作 

协作精神 
主动做好分配任

务，并能协助同组

完成分配任务，能

与小组成员配合 

被动参与实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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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 

实验报告 

（权重

0.25） 

数据分析 

处理能力 

实验数据整理规

范，计算结果正确 

实验数据整理规

范，计算结果基本

正确 

实验数据整

理和结果均

有明显错误 

综合应用 

知识能力 

能综合实验数据分

析规律，结论正确 

结论基本正确，但

缺乏实验数据综

合分析 

结论有错误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建议教材： 

化工仿真实训手册（电子版） 

学习资料： 

1、吴重光.化工仿真实训指导[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6 

2、厉玉鸣.化工仪表及自动化第四版[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7 

J 

教学条件 

需求 

机房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学工作指

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4 年 7 月 26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同意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4 年 7 月 27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4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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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明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独立设置的实践课） 

《化工过程开发与设计》(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化工过程开发与设计 课程代码 

071363

0067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授课教师 

孙政  

杨静  

林明穗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学    分 5 

开课学期 第7学期 总学时 84 其中实践学时 84 

混合式 

课程网址 
非必填，根据实际填写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化工原理、化工热力学、化工仪

表及自动化、化工设备机械基础、化工工艺学、化学反应工程、化工安全与环保概

论、工程制图与 Auto CAD。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就业方向 

 

 

B 

课程描述 

《化工过程开发与设计》是化工专业的一门综合性工程技术课程，它涉及化学

工程与工艺、机械设备、自控仪表、材料及腐蚀与防护、环境保护、技术经济等多

学科，内容包括科研、设计、制造、基建、试生产等多个环节。核心目标是培养学

生发掘、获取及分析综合化工相关工程技术资料的能力，具有分析问题、设计及执

行研究、数据之计算分析的能力，能够对化工过程进行开发与设计，并与他人进行

有效沟通，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国际视野与社会责任，为将来工作打下坚实

基础。 

 

 

 

 

 

C 

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能够应用数理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正确识别、表达化工

复杂的工程问题。 

课程目标 2：能够根据生产步骤进行化工系统或化工工艺流程设计，在设计中

体现创新意识，培养学生具有积极进取、崇尚科学、探究科学的学习态度和思想意

识。 

课程目标 3：能够选择与使用恰当的设计软件和模拟软件，对化工复杂工程问

题进行分析、计算与设计，培养学生树立化工生产“安全至上”意识。 

课程目标 4：具备多学科背景下的技术交流、团队合作能力，能够在化工过程

开发与设计团队中独立承担任务，合作开展工作，完成工程实践任务，注重培养学

生的团队合作意识。 

D 

课程目标对 
课程目标 

支撑 

强度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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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指

标点的支撑 课程目标 1 H 

指标点 2.2  

能基于相关科学原理和数学模型方法

正确表达化工复杂工程问题。 

毕业要求 2 

问题分析  

课程目标

2 
H 

指标点 3.3 

能够进行化工系统或化工工艺流程设

计，在设计中体现创新意识。 

毕业要求 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课程目标 3 H 

指标点 5.2 

能够选择与使用恰当的仪器、信息资

源、工程工具和化工模拟软件，对化工复

杂工程问题进行分析、计算与设计。 

毕业要求 5 

使用现代工具  

课程目标 4 H 

指标点 9.2  

具备多学科背景下的思想交流、团队

合作能力，能够在团队中独立承担任务，

合作开展工作，完成工程实践任务。 

指标点 11.1 具有化工相关工程项目

管理的基本知识，理解并掌握相应的化工

相关工程项目中涉及的管理和经济决策方

法； 

指标点 12.1 能在最广泛的技术变革

背景下，认识到自主和终身学习的必要 

性，主动规划个人职业生涯，不断寻求个

人能力的突破与成长自主学习； 

毕业要求 9 

个人和团队 

11 项目管理、12终身

学习 

E 

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其他 

F 

评价方式 
课堂实操、同学互评、作品质量、期末考试 

G 

课程目标达

成途径 

章节内容 
教学内容 

（重难点、课程思政融入点） 
学时 教学方式 

评价

方式 

课程 

目标 

绪论 

第一章  

化工厂设计

的内容与程

序 

 

1.1 化工过程开发设计概述     

1.2 化工厂设计的工作程序 

1.3 化工车间工艺设计的内容

与程序 

1.4 国家和行业设计政策与规

范 

1.5 设计文件编制 

通过化学工艺的具体开发内容，引

出过程开发的基础开发研究的意

义和目标，融入两弹一星的爱国主

义教育。 

6 
  课堂讲

授 

作

业+

考

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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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工艺流程设

计 

2.1生产方法和工艺流程的选择 

2.2工艺流程设计 

2.3工艺流程图 

2.4 典型设备的自控方案 

3 
  课堂讲

授 

作

业+

考

试 

2 

第三章  

物料衡算与

能量衡算 

3.1物料衡算的基本方法 

3.2反应过程的物料衡算 

3.3反应过程的能量衡算 

通过能量衡算，引入节能减排，融

入国家“双碳”目标建设，推动绿

色与可持续发展理念 

3 
  课堂讲

授 

作

业+

考

试 

3 

第五章 

车间布置设

计 

5.1厂址选择及优化 

5.2化工厂总平面布置 

5.3车间布置设计概述 

5.4车间设备布置设计 

5.5典型设备的布置方案 

5.6设备布置图 

6 
  课堂讲

授 

作

业+

考

试 

3,4 

第七章  

非工艺专业

基本知识 

7.1公用工程 

7.2安全与环境保护 
2 

  课堂讲

授 

作

业+

考

试 

5 

第八章   

工程设计概

算及技术经

济 

8.1工程概算费用与概算项目 

8.2 化工设计工程的综合技术经济

指标 

8.3投资与产品成本估算 

8.4工程投资经济泙价 

8.5 计算机在化工设计经济评价中

的应用 

2 
  课堂讲

授 

作

业+

考

试 

5 

第九章 

毕业设计 

9.1毕业设计的目的和要求 

9.2毕业设计的指导 

9.3毕业设计说明书 

9.4毕业论文的总体要求及写法 

2 
  课堂讲

授 

作

业+

考

试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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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实践 

介绍设计题目和实际工业背景，选

题； 

下达任务书，全班分组； 

工艺设计和流程模拟。 

1周 
现场指导 

组内讨论 

实

作+

表

现 

1-6 

集中实践 
设备设计及选型 

自控方案 
1 周 

现场指导 

组内讨论 

实作+

表现 
1-6 

集中实践 

环境与安全 

车间布置和厂区设计 

经济分析 

1 周 
现场指导 

组内讨论 

实作+

表现 
1-6 

集中实践 
图纸绘制； 

设计说明书撰写 
1 周 

现场指导 

组内讨论 

实作+

表现 
1-6 

H 

评价方式与

达成度评价 

1. 课程评价方式与达成权重  

该课程目标（i）共设有 4个，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为 Pi。课程目标评价

方式（j）包含平时表现、同学互评、作品质量、期末考试等 4 个评价方式。每

个评价方式成绩占比（权重）为 Ki,j。各课程目标、评价方式成绩占比，以及对

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权重如表 1-1所示。 其中，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i=1,2,3,4）。 

表 1-1 各评价方式对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的权重 

课程 

目标 i 

支撑 

指标点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1）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平时表现 作品质量 组内互评 期末考试 

1 2.2 0.125 0.025 0.0 0.0 0.1 

2 3.2 0.30 0.025 0.15 0.025 0.1 

3 5.2 0.35 0.025 0.20 0.025 0.1 

4 

9.2，

11.1,

12.1 

0.225 0.025 0.15 0.05 0.0 

考核环节对课程目标成绩权重

（Mj） 
0.10 0.50 0.10 0.30 

2.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法 

成绩百分制计分，学生课程综合成绩=∑（每个评价方式实际成绩平均值

×Mj）。Mj= 。 

课程目标（i）达成度=

计算数据如表1-2。 

表1-2 每项评价方式的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课程目标 i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平时表现 作品质量 组内互评 期末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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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125 0.025 0.0 0.0 0.1 

2 0.30 0.025 0.15 0.025 0.1 

3 0.35 0.025 0.20 0.025 0.1 

4 0.225 0.025 0.15 0.05 0.0 

表1-3 实践部分（占70%）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关注点 80%-100% 60%-79% 0-59% 

平时表现 

参与热情及

对课程设计

方法的熟悉

程度 

积极主动，回答问

题正确，设计方法

有见解，有思路 

能够参与，回答问

题基本正确，设计

方案基本可行 

表现一般，能

基本回答问

题正确，设计

思路考虑欠

妥 

学生互评 

任务轻重与

独立完成情

况 

设计任务内容繁

多，个人独立完成

质量较好 

设计任务内容不

多，且较简单，个

人基本完成要求 

个人工作被

动，综合运用

知识能力较

差，完成任务

困难 

作品质量 

理论分析与

数据计算，

文本质量与

插图规范 

理论分析科学，计

算结果正确，CAD

图纸规范 

理论分析不够到

位，计算结果基本

正确，CAD图纸有

明显欠缺 

理论分析有

误，计算结果

错误明显，

CAD 图纸有

明显错误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教材：梁志斌，陈声宗 主编，《化工设计》，化学工业出版社，2015，第Ⅳ 

学习资料： 

[1] 黄英、王艳丽主编，《化工过程开发与设计》，化学工业出版社，2016，第 1

版 

[2] 徐宝东主编，《化工过程开发设计》，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4，第Ⅰ版 

[3] 张浩勤，章亚东等 主编，《化工过程开发与设计》，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

第Ⅰ版 

[4] 谢明和主编，《化工过程开发实验方案设计导论》，石油工业出版社，2015，

第Ⅰ版 

[5] 杨基和 徐淑玲主编《化工工程设计概论》，中国石化出版社，2012 年，第一

版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多媒体教室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

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http://xueshu.baidu.com/s?wd=author%3A%28%E6%9D%A8%E5%9F%BA%E5%92%8C%29%20&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erson
http://xueshu.baidu.com/s?wd=author%3A%28%E5%BE%90%E6%B7%91%E7%8E%B2%29%20&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erson
http://hn.sslibrary.com/showbook.do?dxNumber=11513051&amp;d=AF4336C6C03E1CA3165BF47617751BFB&amp;fFenleiID=0T0Q01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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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

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4 年 07 月 25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同意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4 年 7 月 27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4 年  7 月  28 日 

 

三明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专业（独立设置的实践课）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二） 课程代码 074250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课程负责人 罗菊香 

开课学期 第 5 学期 学时/学分 16/1 

混合式 

课程网址 
无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基础化学、化工原理 

 

后续课程：化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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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课程描述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是一门重要的实践课程，是综合运用《化工原理》课程和有关先

修课程所学知识，完成以化工单元操作为主的一次设计实践。通过课程设计，对学生进

行设计技能的基本训练，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书本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为

毕业设计打下基础。化工原理课程设计是提高学生实际工作能力的重要教学环节。 

 

 

 

 

 

 

 

C 

课程目标 

 

 

知识目标 1：能够应用化工单元操作的基础知识，根据设计任务书设计适宜的工艺流程 

能力目标2：能够熟练查阅技术资料、获取物性参数、应用 CAD 制图、选用公式和计

算，解决化工原理课程设计中的工艺设计、设备计算与选型等问题 

素养目标3：能够树立团队意识，具有协作精神，初步具备化工工程师的专业素质和职

业道德规范 

 

D 

课程目标对 

毕业要求指

标点的支撑 

课程目标 
支撑 

强度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目标 1、3 M 
指标点 2.2 能基于相关科学原理和数学模

型方法正确表达化工复杂工程问题 
毕业要求 2. 问题分析 

目标 2、3 H 
指标点 3.2 能够针对特定需求，完成化工

过程单元（部件）的设计 

毕业要求 3.设计/开发解

决方案 

E 

教学方式 

□课堂示范 □讨论实操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F 

评价方式 
实作评价：课程作业（设计说明书、图纸） 

G 

课程目标 

达成途径 

实验项目与实验主要内容 

（重难点、课程思政融入点） 
学时 

实验性质/  

教学方式 
评价方式 

课程 

目标 

填料塔设计方案简介 0.5 必做/指导 
说明书、

图纸质量 
1、2 

主要设备的工艺设计计算 4 必做/指导 
说明书、

图纸质量 
1、2、3 

典型辅助设备的选型和计算 3 必做/指导 
说明书、

图纸质量 
1、2、3 

工艺流程图 3 必做/指导 
说明书、

图纸质量 
1、2、3 



 

112 

 

主要设备工艺条件图 1 必做/指导 
说明书、

图纸质量 
1、2、3 

编写设计说明书 4 必做/指导 
说明书、

图纸质量 
1、2、3 

关于计算机的应用 0.5 必做/指导 
说明书、

图纸质量 
1、2、3 

H 

评价方式与达

成度评价 

 

 

 1. 课程评价方式与达成权重  

该课程考核目标（i）共设有 2 个（目标 3 为思政目标，不做定量考核），每个课

程目标达成权重为 Pi。课程目标评价方式（j）包含工作态度、设计说明书、图纸质量

等 3 个评价方式。每个评价方式成绩占比（权重）为 Ki,j。各课程目标、评价方式成绩

占比，以及对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权重如表 H-1 所示。 其中，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i=1,2,3）。 

 

表 H-1 各评价方式对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的权重 

课程 

目标 i 

支撑 

指标点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1）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工作态度 Ki,1 设计说明书 Ki,2 图纸质量 Ki,3 

1 2.2 0.4 0.05 0.20 0.15 

2 3.2 0.6 0.05 0.40 0.15 

考核环节对课程目标成绩权重（Mj） 0.1 0.6 0.3 

2.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法 

课程成绩评定方法。成绩百分制计分，学生课程综合成绩=∑（每个评价方式实际

成绩平均值×Mj）。Mj= 。 

课程目标（i）达成度= 计算数据

如表H-2。 

表H-2 每项评价方式的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课程目标 i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工作态度 Ki,1 设计说明书 Ki,2 图纸质量 Ki,3 

1 0.4 0.05 0.20 0.15 

2 0.6 0.05 0.40 0.15 

3.评分标准 

   工作态度、设计说明书、图纸质量等评价方式的评分标准分别如表H-3、H-4、H-5

所示。 

表 H-3 工作态度评分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优 

遵守设计工作期间的各项规章制度，无缺勤，有严谨的科学工作态

度，科学研究工作素质高，设计工作认真且勤奋好学，熟练查阅所

设计课题的国内外文献 

良 
遵守设计工作期间的各项规章制度，无缺勤，设计工作认真且勤奋

好学，能比较熟练查阅所设计课题的国内外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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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基本遵守设计工作期间的各项规章制度，无缺勤，设计工作比较认

真，基本会查阅所设计课题的国内外文献 

及格 

基本遵守设计工作期间的各项规章制度，有事能请假，缺勤不超过

一天，对设计工作态度基本严肃，工作基本努力，基本具备设计工

作能力，基本会查阅所设计课题的国内外文献 

不及格 
不遵守设计工作期间的各项规章制度，缺勤未请假，不具备基本的

设计工作能力，不会查阅所设计课题的国内外文献 

 

表 H-4 设计说明书评分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优 

设计说明书完全符合任务书要求，摘要准确反映设计内容，工艺计

算数据选取合理，计算准确可信，设备选型正确，公用工程部分设

计合理；格式书写规范 

良 

设计说明书完全符合任务书要求，摘要准确反映设计内容，工艺计

算数据选取合理，计算基本准确，设备选型正确，公用工程部分设

计比较合理；格式书写规范 

中 

设计说明书基本符合任务书要求，摘要基本反映设计内容，工艺计

算数据选取合理，计算基本准确，设备选型基本正确，公用工程部

分设计比较合理；格式书写规范 

及格 

设计说明书基本符合任务书要求，摘要基本反映设计内容，工艺计

算数据选取基本合理，计算基本正确，设备选型基本正确，公用工

程部分设计比较合理；格式书写基本规范 

不及格 

设计说明书不符合任务书要求，摘要不能反映设计内容，工艺计算

数据选取不合理，计算错误，设备选型不正确，公用工程部分设计

不合理；格式书写不规范 

 

表 H-5 图纸评分标准 

评分 评价标准 

优 
图纸绘制完全符合化工制图要求，工艺路线正确，设备布局合理，

图面整洁 

良 
图纸绘制符合化工制图要求，工艺路线基本正确，设备布局基本合

理，图面整洁 

中 
图纸绘制基本符合化工制图要求，工艺路线基本正确，设备布局基

本合理，图面不清洁 

及格 
图纸绘制基本符合化工制图要求，工艺路线基本正确，设备布局基

本合理，图面不清洁 

不及格 
图纸绘制不符合化工制图要求，工艺路线不正确，设备布局不合理，

图面不清洁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建议教材：张文林，李春利.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化学工业出版社,2022. 

 

学习资料： 

[1]陈敏恒主编．《化工原理》（第四版），化学工业出版社，2017 

[2] 马江权，冷一欣．《化工原理课程设计》(第二版)，中国石化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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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谭天恩，李伟，麦本熙．《化工过程原理》，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4] 吴俊，宋孝勇，韩粉女．《化工原理课程设计》，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 

[5] 孙琪娟．《化工原理课程设计》，中国纺织出版社，2014 

[6] 陈均志，李磊．《化工原理实验及课程设计》，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多媒体教室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学工作指

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4 年 07 月 26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同意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4 年 7 月 27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4 年  7 月  28 日 



 

115 

 

三明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专业（独立设置的实践课） 

《化工设备课程设计》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化工设备课程设计 课程代码 0713610065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课程负责人 孙政 杨静 

开课学期 第 5 学期 学时/学分 16/1 

混合式 

课程网址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 高数、大学物理、无机化学、工程制图与AutoCAD、化工原理、化工

设备机械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 

后续课程： 化学反应工程、化工工艺学、化工过程开发与设计、毕业设计 

 

 

B 

课程描述 

 

本课程是综合性机械类课程，目的是使学生了解常用化工设备材料的性能、

牌号及选用，掌握容器强度设计方法、零部件的结构和选用，熟悉典型化工设备

的构造及其机械设计方法。为从事化工过程的研究、开发、设计、生产等工作打

下必需的基础。 

 

 

 

 

 

 

C 

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能够针对常见单元操作，完成化工过程单元涉及典型化工设备的选用

及设计。 

课程目标 2：能够基于化工设备选型设计所需的相关知识和技术，应用数学、自然

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通过文献研究，调研和分析分析复杂工程涉及典型化工设

备问题的解决方案。 

课程目标 3：能够选择与使用恰当的设计软件和模拟软件，对化工复杂工程问题进

行化工设备分析、强度计算与机械设计。 

课程目标 4：在多学科背景下，重视创新化工设备选型设计技术，理顺个人和团

队的关系，具备团队合作意识，愿意与团队其他成员共享信息，并给予他人帮助。 

 

D 

课程目标对 

毕业要求指

标点的支撑 

课程目标 
支撑 

强度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1 M 
指标点 3.2  能够针对特定需求，完成化

工过程单元（部件）的设计； 

毕业要求 3.设计/开发解

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化

工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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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

的系统、化工过程单元、

工艺及控制或工艺流程，

并能在设计环节中体现

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

康、安全、法律、文化以

及环境等因素。 

课程目标 2 M 

指标点 4.1能够基于科学原理，通过文献

研究或相关方法，调研和分析化工复杂工

程问题的解决方案； 

毕业要求 4.研究：能够

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

学方法对化工复杂工程

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

实验、数据分析与解释、

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

理有效的结论。 

课程目标 3 H 

指标点 5.2 能够选择与使用恰当的仪器、

信息资源、工程工具和化工模拟软件，对

化工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分析、计算与设计； 

 

毕业要求 5.使用现代工

具：能够针对化工复杂工

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

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

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

工具，包括对化工复杂工

程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

能理解其局限性。 

课程目标 4 M 

指标点 9.1 具有良好的自我控制、约束与

协调能力，具备团队合作意识，愿意与团

队其他成员共享信息，并给予他人帮助； 

毕业要求 9.个人和团队：

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

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

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E 

教学方式 

▇课堂示范 ▇讨论实操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F 

评价方式 
平时表现、课堂操作、学生互评、作品质量 

G 

课程目标 

达成途径 

实习（实践）项目与主要内容 

（实践重点、课程思政融入点） 

实践 

天数 
教学方式 评价方式 

课程 

目标 

任务书下达，全班分组，设计要求 0.5 课堂讲授 
实作+

表现 

1、2、3、

4 

各组别按要求开展设计，同组分工协作 

选择材料要了解国情、立足本国，培养

化工人才的社会责任和爱国情怀。 

1.5 实操+辅导 
实作+

表现 

1、2、3、

4 

各组别按要求开展设计，同组分工协作 

设计过程要发扬不怕苦累、勇于钻研、

求真务实、认真负责、扎实严谨的工作作风。 

1.5 实操+辅导 
实作+表

现 

1、2、3、

4 

各组别按要求开展设计，同组分工协作 1.5 实操+辅导 实作+表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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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务书分组，同组人员既分工又协作，

共同完成任务，培养化工人才的团队意识。 

现 4 

设计内容汇总，编写说明书 2 实操+辅导 
实作+

表现 

1、2、3、

4 

H 

评价方式与达

成度评价 

 

 

 1. 课程评价方式与达成权重  

《化工设备课程设计》课程目标（i）共设有 4 个，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为 Pi。

课程目标评价方式（j）包含平时表现、课堂操作、学生互评、作品质量等 m 个评价方

式。每个评价方式成绩占比（权重）为 Ki,j。各课程目标、评价方式成绩占比，以及对

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权重如表 1-1 所示。其中，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i=1,2,3,4）。 

表 1-1 各评价方式对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的权重 

 

课程 

目标 i 

支撑 

指标点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1）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平时表现 Ki,1 课堂操作 Ki,2 学生互评 Ki,3 作品质量 Ki,4 

1 3.2 0.2 0.0 0.05 0.05 0.1 

2 4.1 0.25 0.05 0.05 0.05 0.1 

3 5.2 0.4 0.0 0.05 0.05 0.3 

4 9.1 0.15 0.05 0.05 0.05 0.0 

考核环节对课程目标成绩权重（Mj） 0.1 0.2 0.2 0.5 

2.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法 

成绩百分制计分，学生课程综合成绩=∑（每个评价方式实际成绩平均值×Mj）。

Mj= 。其中，平时表现、课堂操作、学生互评等评价方式为过

程性评价。 

课程目标（i）达成度= 计算数据如

表1-2。 

表1-2 每项评价方式的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课程目标 i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平时表现 Ki,1 课堂操作 Ki,2 学生互评 Ki,3 作品质量 Ki,4 

1 0.2 0.0 0.05 0.05 0.1 

2 0.25 0.05 0.05 0.05 0.1 

3 0.4 0.0 0.05 0.05 0.3 

4 0.15 0.05 0.05 0.05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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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实践评价标准 

评价项目 关注点 80%-100% 60%-79% 0-59% 

平时表现 

（权重

0.1） 

参与热情及

对课程设计

方法的熟悉

程度 

积极主动，回答问

题正确，设计方法

有见解，有思路 

能够参与，回答问

题基本正确，设计

方案基本可行 

表现一般，

能基本回答

问题正确，

设计思路考

虑欠妥 

课堂操作 

（权重

0.2） 

操作技能与

协作精神 

设计过程熟练，查

找资料合理，动手

能力强，并能协助

同组成员 

设计过程较熟练，

能完成基本的分

析与计算，能与小

组成员配合 

需在指导下

完成基本设

计过程，被

动参与分析

计算 

学生互评 

（权重

0.2） 

任务轻重与

独立完成情

况 

设计任务内容繁

多，个人独立完成

质量较好 

设计任务内容不

多，且较简单，个

人基本完成要求 

个人工作被

动，综合运

用知识能力

较差，完成

任务困难 

作品质量

（权重

0.5） 

理论分析与

数据计算， 

文本质量与

插图规范 

理论分析科学，计

算结果正确，CAD

图纸规范 

理论分析不够到

位，计算结果基本

正确，CAD 图纸

有明显欠缺 

理论分析有

误，计算结

果错误明

显，CAD 图

纸有明显错

误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教材：《化工设备机械基础》（第八版）刁玉玮 王立业 喻健良 编著，大连理工大学

出版社（“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学习资料： 

[1]《化工设备设计基础》（第 3 版）谭蔚  主编， 天津大学出版社 

[2]《化工设备机械基础课程设计指导书》 蔡纪宁 张莉彦 编，化学工业 

[3]《化工设备设计》潘国昌 郭庆丰 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4]《化工设备机械基础》（第四版）董大勤 高炳军 董俊华 编，化学工业  

[6]《化工单元过程及设备课程设计》匡国柱等编著，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7]《化工项目设计训练》 余立新  彭勇 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J 

教学条件 

需求 

多媒体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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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学工作指

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4 年 07 月 25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同意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4 年 7 月 27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4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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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专业（独立设置的实践课） 

专业见习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专业见习 课程代码 
071361006

1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课程负责人 任士钊等 

开课学期 第5学期 总周数/总学分 2周/2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课程：无机、有机、分析、物化、工业分析、基础化学实验 1-4 

后续课程：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 

 

 

B 

课程描述 

专业见习是高等教育教学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完成了教学计划规定的技

术基础理论、专业基础理论、专业课以及有关其它实践性环节教学任务基础上，在

生产实习之前，进行的一次具有综合性的实践教学环节。其目的使学生进一步了解

和获得生产技术、生产管理方面的基础知识，增强实践能力，是完成专业基本训练

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它增强学生热爱集体、热爱劳动的思想感情，巩固所学的知

识，并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其任务要求学生掌握化工生产

的安全知识，深入车间实地学习，观看录象加深印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听取技

术报告，参加生产技术会议，完成个人实习报告。 

 

 

 

 

 

 

C 

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掌握化工生产实习相关的基本术语、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 

2.掌握化工生产实习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能够把生产实习与日常生活、生产实

践结合起来，运用生产实习理论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 

    3.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通过将思政元素融入教学，将学生培养成为具有严

谨务实的科学精神、良好的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 

D 

课程目标对 

毕业要求指

标点的支撑 

课程目标 
支撑 

强度 毕业要求指标点 毕业要求 

课程目标

1,2 
H 

指指标点 6.1 了解化工行业相关领域的技

术标准体系、知识产权、产业政策和法律法

规，理解不同社会文化对工程活动的影响 

毕业要求 6 工程

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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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2 H 

指标点 8.1 具有较高的人文社会科学素

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推动社会进步的责

任感，了解中国国情 

毕业要求 8 职业

规范 

课程目标 3 H 

指指标点 9.2 具备多学科背景下的思想交

流、团队合作能力，能够在团队中独立承担

任务，合作开展工作，完成工程实践任务 

毕业要求 9 个人

和团队 

课程目标 3 H 

指标点 11.1 具有化工相关工程项目管理

的基本知识，理解并掌握相应的化工相关工

程项目中涉及的管理和经济决策方法 

毕业要求 11 项目

管理 

E 

教学方式 

双导师现场指导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其他  

F 

评价方式 

参考方式： 

(1)纸笔考试：现场小测、综合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现场记录、日常表现、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实习总结 

(4)口语评价：现场口头报告 

G 

教学安排 

实习（实践）项目与主要内容 

（实践重点、课程思政融入点） 

实习 

天数 
教学方式 

评价

方式 

课程 

目标 

见习动员会 4 讲授 
课堂

讨论 
1 

现场见习 2周 实地学习 

实地

表

现、

实践

报告 

2，3 

见习总结 4 报告 
实 践

报告 
1,2,3 

 

H 

评价方式与

达成度评价 

 

 

 1. 课程评价方式与达成权重  

该课程目标（i）共设有 3个，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为 Pi。课程目标评价方式（j）

包含安全教育、实地操作、答辩提问、…、实习报告等 m个评价方式。每个评价方式成

绩占比（权重）为 Ki,j。各课程目标、评价方式成绩占比，以及对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

权重如表 H-1所示。 其中，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i=1,2,3…n）。 

表 H-1 各评价方式对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的权重 

课程 

目标 i 

支撑 

指标点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1）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安全教育 Ki,1 实地操作 Ki,2 答辩提问 Ki,3 实习报告 Ki,4 

1 6.1 0.2 0.05 0.05 0.05 0.05 

2 6.1,8.1 0.6 0.05 0.1 0.05 0.4 

3 9.2,11.1 0.2 0.0 0.05 0.00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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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环节对课程目标成绩权重（Mj） 
0.

1 
0.2 0.1 0.6 

2. 课程成绩评定方法 

成绩百分制计分，学生课程综合成绩=∑（每个评价方式实际成绩平均值×Mj）。

Mj= 。 

2.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法 

课程目标（i）达成度= 计算数据

如表H-2。 

表H-2 每项评价方式的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课程目标 i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安全教育 Ki,1 实地操作 Ki,2 答辩提问 Ki,3 实习报告 Ki,4 

1 0.2 0.05 0.05 0.05 0.05 

2 0.6 0.05 0.1 0.05 0.4 

3 0.2 0.0 0.05 0 0.15 

 

表H-3 安全教育及实地操作内容占比及成绩评定标准 

 

实习内容 占比% 优秀(＞90) 良好(80-90) 中等(70-80) 及格(60-70) 不及格(＜60) 

入场安全教育 11 以入场安全教育考核成绩为依据 

厂区安全技术规范与事故处

理的学习 
15 完全知晓 大部分知晓 基本知晓 少部分知晓 基本不知 

车间生产设备的熟悉与掌握 11 全部熟知 大部分掌握 基本掌握 少部分掌握 基本不知 

产品合成加工操作岗位的设

置及工艺流程 
15 全部熟知 大部分掌握 基本掌握 少部分掌握 基本不知 

对车间工艺的岗位操作流程

进行学习 
11 全部熟知 大部分掌握 基本掌握 少部分掌握 基本不知 

学习重点设备的操作规程及

注意事项 
15 全部熟知 大部分掌握 基本掌握 少部分掌握 基本不知 

学习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关键

因素、操作控制点等 
11 全部熟知 大部分掌握 基本掌握 少部分掌握 基本不知 

学习计算机集散控制系统与

现场工艺的联系 
11 全部熟知 大部分掌握 基本掌握 少部分掌握 基本 

表H-4 实习报告评定标准 

考核环节 分值比例 优秀(＞90 分) 良好(80-90) 中等(70-80) 及格(60-70) 不及格(＜60) 

实习总结 50% 全面、客观、清晰 

CAD 绘图 25% 
工艺流程图清

晰、具体 

涵盖 80%以上

工序 

涵盖 70%以上

工序 

涵盖 60%以上

工序 

工序流程覆盖

面低于 60% 

实习心得 25% 
诚恳、具体，

1000 字以上 

具体真实 800

字以上 

基本具体，字

数不低于 700 

真实具体，字

数不低于 600 
字数少于 600 

表H-5 答辩提问评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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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评价标准 

80-100 分 
观点正确、概念准确、逻辑通顺、层次分明、表达流畅、积

极思考，主动参与。 

70-79 分 
观点正确、概念准确、能够提供有效的证据或论证，较积极

思考，能主动参与。 

60-69 分 
观点及概念基本正确、能够提供有效的证据或论证，基本能

积极思考和主动参与。 

0-59 分 
观点及概念不正确，无法提供解释，不能积极思考和主动参

与。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自编讲义及实习单位网络资料 

J 

教学条件 

需求 

实践基地、多媒体教室、线上相关教学资源等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学工作指

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4 年 7 月 24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同意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4 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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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4 年 0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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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学院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专业 

《毕业论文（设计）》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毕业论文（设计） 课程代码 0713660068 

课程类型 □通识课  □学科平台和专业核心课 □专业方向  □专业任选   其他 

修读方式 必修        □选修     课程负责人 任士钊 

开课学期 第7，8学期 总周数/总学分 14/6 

 

A 

先修及后续 

课程 

先修：化工原理课程设计、化工设备课程设计、生产实习、化工仿真实训等。 

无后续课程。 

 

 

B 

课程描述 

毕业设计（论文）是训练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进行工

程设计、科学研究的重要环节，是学生毕业前的一次重要的综合训练，是检验整体教

学质量的重要途径。毕业设计（论文）环节着眼于系统、全面地对学生进行设计方法、

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法以及调查研究、文献检索、分析评价、方案制订、设计计算、经

济技术分析、实验设计、实验测试、数据处理、外语应用、计算机应用、口头和文字

表达、技术表达、独立工作等能力的基本训练（不同专业可以有所侧重），培养学生

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锻炼学生的创新意识、

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C 

课程目标 

毕业设计（论文）是学生在校期间最后应该完成的一个重要实践性教学任务，是使

学生能够得到一次综合运用本学科所学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进行工程设计或科

学研究的初步训练，是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通过毕

业设计， 

１．培养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理论知识和技能，分析和解决工程实际部问题的能力，

熟悉生产技术工作的一般程序和方法。 

２．培养学生懂得工程技术工作所必须的全局观念、生产观念和经济观念，树立正

确的设计思想和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树立正确的三观。 

３．培养学生调查研究，查阅技术言文献、资料、手册，进行工程计算、图样绘制及

编写技术文件的能力。 

D 

课程目标对 
毕业要求 

支撑 

强度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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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指

标点的支撑 2问题分析 H 

指标点 2.3 能针对复杂化工系统或过程

的多种方案进行选择，通过文献研究寻求

可替代的解决方案 

1 

3 设计/开发

解决方案 
H 

指标点 3.3 能够进行化工系统或化工工

艺流程设计，在设计中体现创新意识 
1 

4 研究 H 

指标点 4.1 能够基于科学原理，通过文献

研究或相关方法，调研和分析化工复杂工

程问题的解决方案 

1,3 

5 使用现代

工具 
M 

指标点 5.2 能够选择与使用恰当的仪器、

信息资源、工程工具和化工模拟软件，对

化工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分析、计算与设计 

1,2,3 

9 个人和团

队 
H 

指标点 9.1 具有良好的自我控制、约束与

协调能力，具备团队合作意识，愿意与团

队其他成员共享信息，并给予他人帮助 

1,2,3 

10 沟通 M 

指标点 10.1 能就化工专业问题通过口

头、文稿、图表等方式准确陈述和表达自

己的观点，对同行或公众提出的专业问题

做出清晰回应，理解并包容与业界同行和

社会公众交流的差异性 

1,2,3 

11 项目管理 L 

指标点 11.1 具有化工相关工程项目管理

的基本知识，理解并掌握相应的化工相关

工程项目中涉及的管理和经济决策方法 

1,2,3 

12 终身学习 L 

指标点 12.1 能在最广泛的技术变革背景

下，认识到自主和终身学习的必要性，主

动规划个人职业生涯，不断寻求个人能力

的突破与成长自主学习 

1,2,3 

E 

教学方式 

双导师现场指导  讨论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探究式学习 其他  

F 

评价方式 

参考方式： 

(1)纸笔考试：现场小测、综合纸笔考试 

(2)实作评价：现场记录、日常表现、观察 

(3)档案评价：书面报告、实习总结 

(4)口语评价：现场口头报告 

G 

教学安排 

实习（实践）项目与主要内容 

（实践重点、课程思政融入点） 

实习 

天数 
教学方式 评价方式 

课程 

目标 

实验，论文撰写，答辩 14周 
老师指导，实

作学习 

开题报

告，中

期检

查，答

辩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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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评价方式与达

成度评价 

 

 

 1. 课程评价方式与达成权重  

该课程目标（i）共设有 3个，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为 Pi。课程目标评价方式（j）

包含安全教育、实地操作、答辩提问、…、实习报告等 m个评价方式。每个评价方式成

绩占比（权重）为 Ki,j。各课程目标、评价方式成绩占比，以及对课程目标达成的评价

权重如表 H-1所示。 其中，每个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i=1,2,3…n）。 

表 H-1 各评价方式对课程目标达成评价的权重 

 

课程 

目标 i 

支撑 

指标点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 1）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安全教育 Ki,1 实验操作 Ki,2 答辩提问 Ki,3 毕业论文 Ki,4 

1 

2.3,3.3,

4.1,5.2,

9.1,10.1

,11.1,12

.1 

0.5 

0.05 

0.05 0.1 0.3 

2 

5.2,9.1,

10.1,11.

1,12.1 

0.3 0.05 0.0 0.05 0.2 

3 

4.1,5.2,

9.1,10.1

,11.1,12

.1 

0.2 0.0 0.0 0.1 0.1 

考核环节对课程目标成绩权重（Mj） 0.1 0.05 0.25 0.6 

2. 课程成绩评定方法 

成绩百分制计分，学生课程综合成绩=∑（每个评价方式实际成绩平均值×Mj）。

Mj= 。 

2.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方法 

课程目标（i）达成度= 计算数据

如表H-2。 

表H-2 每项评价方式的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课程目标 i 课程目标达成权重 Pi 
各评价方式的成绩占比（权重）Ki,j 

安全教育 Ki,1 实验操作 Ki,2 答辩提问 Ki,3 毕业论文 Ki,4 

1 0.5 0.05 0.05 0.1 0.3 

2 0.3 0.05 0.0 0.05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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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2 0.0 0.0 0.1 0.1 

 

 

I 

建议教材 

及学习资料 

化工实习及毕业论文指导，杨春，陶贤平，化学工业出版社 

J 

教学条件 

需求 

教科研实验室 

备注： 

1.本课程教学大纲F—J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经教学工作指

导小组审议通过的课程教学大纲不宜自行更改。 

审批

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2024 年 07 月 26 日 

专家组审定意见：同意： 

 

 

 

专家组成员签名： 

2024 年 07 月 27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同意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2024 年 07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