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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生物技术专业星级评估自评报告

化工生物技术专业始建于2018年，目前在校生人数121人。本专业

依照学院的办学指导思想，在专业定位与规划、师资队伍建设、教学

条件建设、科学研究、教学管理、人才培养与改革等各方面开展扎实

有效的工作，形成了富有创新和应用能力的人才培养模式。现将专业

建设自评如下：

一、专业专业发展规划

（一）制定依据

专业发展规划以“明确培养目标，坚持需求导向，强化实践环节

，提升综合能力”为基本原则，坚持需求导向，强化实践技能，提升

职业能力为基本原则，实现培养职能的多元化，助力区域经济发展。

（二）行业背景

为了适应我国化工与生物科技融合发展的战略需求，国家急需培

养一大批能够直接服务于这一领域的高级技术人才。化工生物技术专

业正是应运而生，它旨在培养具备化工与生物技术交叉领域知识与实

践能力的高级人才，以满足国家在化工生物科技方面的紧迫需求。化

工生物技术专业将紧密围绕国家化工与生物科技发展战略，以“绿色

化工、生物制造、可持续发展”为主线，致力于培养能够适应国家化

工与生物科技领域快速发展要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这些人才将

具备扎实的化工与生物技术理论基础，掌握先进的化工生物技术与工

程实践技能，能够在化工、生物、医药、环保等相关领域发挥重要作

用，为推动我国化工与生物科技的融合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三）专业建设的背景

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落实《“十四五”原材料工业发展规划》，



推动石化化工行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十四五”推动石化化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

着力发展清洁生产绿色制造，培育壮大生物化工。积极发展生物化工

，鼓励基于生物资源，发展生物质利用、生物炼制所需酶种，推广新

型生物菌种；强化生物基大宗化学品与现有化工材料产业链衔接，开

发生态环境友好的生物基材料，实现对传统石油基产品的部分替代。

依据国家、辽宁省关于职业教育的相关文件，结合学院十三五发展规

划、十四五发展规划，紧跟时代发展，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服务发

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

结合，知行合一，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

匠。在进行学历教育的同时，为企业员工进行职业培训和技术服务，

为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做贡献。

（四）专业建设的意义

在当前“绿色发展”理念的倡导下，社会对于具备化工生物技术

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需求日益旺盛。这类人才不仅能够在化工、生

物、医药等领域发挥专业特长，还能够在环保、新能源等新兴领域展

现创新和实践能力。因此，高校建设化工生物技术专业，培养具备扎

实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已成为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必

然选择。

化工生物技术专业从设立之初，就明确了服务辽宁地区社会发展

和经济建设的办学宗旨。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上，注重厚基础、宽

口径、强实践、高素质的培养目标，突出实践性、创新性和应用性的

培养特色。通过实施技术技能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努力实现人才培养

与行业需求的无缝对接，为辽宁地区乃至全国的化工生物技术领域输

送更多优秀的人才。这样的专业建设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和就业竞争力，还将为地方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和技术支持。

（五）人才培养目标

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技并修、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

文化水平、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创业能力，掌握

化工生物技术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业和食品

及饲料添加剂制造业的生化技术领域，能够从事生物化工产品的生产

操作、生产设备维护、营销服务等岗位工作，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能服务区域发展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六）专业建设目标

依据《教育部、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整省推进职业教育实用有效

发展提升服务辽宁振兴能力的意见》，按照学院十四五发展规划要求

，制定化工生物技术专业建设目标：经过3-5年的建设期，将化工生

物技术专业建设成为办学条件优良、特色鲜明、行业认可度高、社会

服务能力强、省内一流的专业。通过不断优化专业结构、提升教学质

量和科研水平，为辽宁省的化工生物技术产业发展贡献更多高素质的

技能型人才和创新成果。

二、专业建设情况

（一）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

依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

（2019）4号和《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

工作的指导意见》教职成〔2019〕13号文件精神，同时紧密结合《辽

宁“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指导思想，化工生

物技术专业确立了“德技并修、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本专业

深入探索并实践“校企合作”、“项目驱动教学”、“1+X证书制度”



等产教融合模式，持续调整、优化和更新本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以

确保教育与产业发展需求的高度契合。

（二）课程建设

化工生物技术专业积极响应“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要求，强化专

业教师的“立德树人”职责，紧密结合专业人才培养的特色及所需的

专业能力和素质要求，深入挖掘每门课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充

分发挥专业课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促进专业课程与思想

政治理论课程的深度融合与协同推进。

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总体部署，本专业对课程标准进行了全

面修订，明确了各课程的教学目标，优化了课程内容结构，规范了教

学流程，并及时将行业内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融入课程标准和

教学内容之中。同时，加强对教师教学活动的指导，确保教师能够准

确把握课程教学要求，规范编写并执行教案，做好课程的整体设计，

按照既定程序选用合适教材，合理利用各类教学资源，高效组织教学

实施。

此外，化工生物技术专业的教学标准紧密贴合区域经济发展、产

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需求，课程开发内容严格围绕专业标准与职业标

准展开，致力于推进中高职教育的有效衔接，构建出对接紧密、特色

鲜明、动态调整的课程体系，为培养高素质、高技能的化工生物技术

专业人才提供坚实保障。

（三）师资队伍建设

专业现有专职教师8人。本专业教学团队参与国家骨干校工业分析

专业群建设，参与省高水平学院建设，团队成员完成课程建设、编写

教材、网络课程、学历提升、师资培训，成员梯队合理。专业教学团

队双师型比例87.5%。45岁以下教师占75%。



表1化工生物技术专业专职教师数量与结构

本专业教师队伍现状显示，团队规模适中，职称结构较为合理，

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充满活力且具备发展潜力。专任教师均源自知

名学府及研究机构，保证了教学的高水平与专业性。中级职称教师占

比过半，形成了稳定的教学中坚力量。同时，实验课程的设置与实验

教师的配备，进一步强化了实践教学环节，确保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充分满足专业教学需求，为培养高质量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化工生物技ᬀ



限公司等企业紧密合作，根据企业需求定制人才培养方案，实现了人

才培养与岗位需求的无缝对接。特别是与锦州佳禾生物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的合作，双方共同制定教学计划、课程内容和实习实训方案，确

保学生毕业后能够迅速适应企业工作环境。

2、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成效显著

教学团队根据化工生物技术专业的岗位需求和工作过程，对课程

体系和教学内容进行了全面重构。打破了传统的学科体系框架，建立

了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课程体系，使课程内容与工作任务紧密结合，

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同时，引入行业标准和企业案例，

使教学内容更加贴近实际工作场景，增强了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3、“双师”队伍建设与教师专业能力提升

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通过引进、培养和聘用等方式，不断优

化师资结构，提升教师素质。为增强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和技术开发

能力，该专业有计划地安排教师深入企业一线进行实践。在掌握相关

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教师们深入了解企业的组织机构、用人标

准、岗位职责、操作规范及工艺要求，并将这些信息反馈到教学中，

从而掌握教学主动权，营造出良好的教与学氛围。此外，教师们还积

极投身科研创新，至今已获得9项专利，例如一种微生物菌剂培养控

温装置，获得了实用新型专利。

4、实训基地建设成果突出

充分利用校企合作平台，建设了一批高质量的校内、外实训基地。

校内实训基地依托学院的实验实训中心和合作企业的捐赠设备，集教

学、科研、生产于一体，满足了学生的基本实践需求。校外实训基地

则与锦州佳禾生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合作共建，为学生提供了



真实的工作环境和岗位训练机会，增强了学生的职业适应能力和竞争

力。

5、学生技能大赛成绩斐然

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类技能大赛，通过竞赛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

和团队协作精神。近年来，学生在“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国家级、省级赛事

中取得了优异成绩，不仅提高了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还增强了学院

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

6、社会服务成果显著与科研创新

化工生物技术专业充分利用其专业优势和技术积累，积极参与社

会服务活动。通过将教学、生产与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的推广和

应用紧密结合，该专业不断提升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和水平。近年来，

本专业教师成功主导了多项横向课题，如2022年与锦州佳禾生物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的合作项目——《海水养殖有益菌种的研发》，获得了

5万元的项目经费。自2019年以来，本专业教师已累计主持了10项横

向课题，项目资金总额高达46万元。同时，专业还积极投身于企业职

工培训，累计培训达到8280人次。此外，专业还高度重视科技成果的

转化与应用，如与辽宁谱信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合作项目——秸秆生

物炭对土壤中Cr(VI)浸出率的影响研究，成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具有

实际应用价值的产品。

展望未来，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化工生物技术专业将继续深化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内涵建设，积极探索更多元化、更深层次的合

作模式，为培养更多具备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而不懈奋斗。

三、人才培养质量

（一）招生人数多，就业范围广



化工生物技术专业主要面向辽宁招生和就业，服务于辽宁区域经

济和石化产业发展。每年招收三年制学生约 50人，其中 90%以上来

自省内锦州、盘锦、抚顺、营口、葫芦岛、沈阳、大连等城市。本专

业学生在辽宁省就业非常广泛。省内就业学生占比较大。表 2 内 2024

年就业数据为初次就业率。由表内数据可知，专业建设以来，除 2022

年外，专业学生在留辽落实率均达到达到了 80%。在辽主要就业单位

有：恒力石化（大连）有限公司、营口富成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辽宁宝来新材料有限公司等。毕业

生质量较高，深受用人企业欢迎；就业率高，且大部分在辽宁，为地

方经济发展添砖加瓦。

表 2 2021-2024 年本专业毕业生在辽就业情况
年份 毕业数 就业数 就业率 省内就业数 留辽落实率

2021 5 5 100.00% 4 80.00%
2022 26 22 84.62% 13 59.09%
2023 81 80 98.77% 64 80.00%
2024 50 40 80.00% 32 80.00%
合计： 162 147 90.74% 113 76.87%

（二）毕业生就业质量提升

全国大中小型企业每年在学院举办招聘会可达到 100 以上场次，

参会企业 90 余家，可为每名毕业生提供可就业岗位 3 到 4 个。

国企 私企 自主创业 升学 入伍

毕业生人数 55 81 1 9 1

比例 37.4% 55.1% 0.6% 6.1% 0.6%

本专业 2024 届学生初次就业率达到 80.00%，2023 届毕业生半年

后累计就业率为 98.77%。根据麦可思调查数据显示，我院 2022 届学

生就业满意度达 90%，高于全国高职平均水平。



2021 届、2022 届、2023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满意度分别为 96.50%、

96.57%、97.30%。表明用人单位对学院毕业生综合素质和工作表现认

可度很高。

（三）学生大赛成绩

近年来，学院学生在各类技能竞赛中屡获佳绩，充分展示了学院

在高技能人才培养方面的显著成就。竞赛成就彰显高技能培养成效。

例如，本专业学生原帅在2020年辽宁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荣获二等

奖，以及学院团队在2021年辽宁省创新方法大赛暨第七届辽宁省TRIZ

杯大学生创新方法大赛中摘得一等奖（创新设计类），并在全国三维



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14周年精英联赛中荣获龙鼎奖三等奖。这些荣誉

不仅是对学生个人技能水平的高度认可，也是学院教学质量与学生实

践能力培养的有力证明，进一步提升了学院的社会认可度与影响力，

为持续推动高技能人才培养提供了坚实支撑。

表 3 近三年在校生在创新创业竞赛中获奖情况
序

号
活动（竞赛）名称

主办

单位

获奖

姓名

奖励

名称

获奖

时间
获奖级别

1

2021 年辽宁省创新方

法大赛暨第七届辽宁省

TRIZ 杯大学生创新方

法大赛

辽宁省

教育厅

王诗诺 王艺潼

景美凤 杨雨辰
一等奖 2021/10 省级

2

2022 年挑战杯辽宁省

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辽宁省

教育厅

金成恭 于丽鹏

于佳慧 李叙润

李欣睿 王定鑫

二等奖 2022/08 省级

3

2022 年挑战杯辽宁省

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
辽宁省

教育厅

王智慧 刘雨鑫

李雪岩 陈旭 吴

琼 穆迎宇 刘坤

杨雨辰 陈滢 王

艺潼

三等奖 2022/08 省级

4

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

计大赛 14 周年精英联

赛龙鼎奖

北京光

华设计

发展基

金会

杨雨辰 王艺潼

陈旭 党浚豪 史

晓宇

三等奖 2022/06 国家级

5

“建行杯”辽宁省第八

届“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

辽宁省

教育厅

杨雨辰 王艺潼

党浚豪 史晓宇
三等奖 2022/09 省级

6

“建行杯”辽宁省第八

届“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

辽宁省

教育厅

李叙润 党浚豪

王诗诺
三等奖 2022/09 省级

7
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创新

体验竞赛“日新月异”
中国创

造协会
王智慧 二等奖 2022/06 国家级

8
2022 年辽宁省创新方

法大赛
辽宁省

教育厅

王艺潼 杨雨辰

党浚豪
二等奖 2022/11 省级

9
2022 年辽宁省创新方

法大赛
辽宁省

教育厅

王智慧 刘雨鑫

杨雨辰 王艺潼
三等奖 2022/11 省级

10

“建行杯”辽宁省第八

届“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

辽宁省

教育厅

邱然 韩驿明 王

心权 王梓吉
三等奖 2023/08 省级

11
2023 年辽宁省创新方

法大赛
辽宁省

教育厅
张菁格 肇璐岑 二等奖 2023/08 省级

12
2023 年辽宁省创新方

法大赛
辽宁省

教育厅

张菁格 肇璐岑

罗鸿扬
三等奖 2023/08 省级



四、存在问题和对策

尽管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化工生物技术专业在多个方面取得了

显著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

需要专业采取相应的对策加以解决。

实践教学资源需进一步丰富：随着专业规模的扩大和技术的快速

发展，当前实践教学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已难以满足全体学生的需求。

具体表现为部分实验设备和实训基地的数量和质量有待提升，这可能

限制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充分培养。

对策：加大对实践教学资源的投入，积极引进先进的实验设备和

教学软件，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教学需求。同时，扩建校内实训基地，

并与企业深化合作，共建更多高质量的校外实训基地，为学生提供更

加丰富的实践机会和平台。

师资力量需持续增强：虽然目前化工生物技术专业的教师队伍结

构合理，但高水平师资的数量仍需增加。特别是在科研创新和社会服

务方面，能够引领行业发展的领军人才较为稀缺。

对策：积极引进具有丰富行业经验和科研成果的优秀人才加入教

学团队，提升整体师资水平。同时，为现有教师提供更多的国内外学

术交流、专业培训及进修机会，以不断提升他们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

力，培养出更多高水平的师资力量。

课程体系与市场需求对接需更加紧密：尽管课程体系已根据岗位

需求进行了重构，但仍需进一步加强与企业和行业的沟通，确保课程

内容与行业标准、技术发展趋势保持一致。

对策：建立与行业、企业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定期邀请企业专家参与

课程标准的修订和教学内容的更新。同时，加强市场调研，密切关注



行业动态，及时调整和优化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确保其前沿性和实

用性。

学生创新能力培养需进一步加强：虽然学生在各类竞赛中取得了

优异成绩，但整体创新能力仍有提升空间。部分学生对科研创新的兴

趣和参与度不高，限制了其创新能力的全面发展。

对策：构建以学生为主体的创新实践平台，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科

研项目、专利申请和技术开发等活动。同时，加强创新创业教育，通

过举办创新创业大赛、创业沙龙等活动，激发学生的创新潜能和创业

精神。此外，还可以引入创新学分制度，将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纳入

学分体系，进一步推动学生创新能力的提升。

五、自评结论

专业紧密围绕国家化工与生物科技发展战略，以“绿色化工、生

物制造、可持续发展”为主线，致力于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通过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优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社会服务能力提升，

专业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化工生物技术专业在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

建设成果，经过综合评估，自评达到五星标准。该专业在专业定位

、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条件、科学研究、教学管理以及人才培养等方

面均表现出色，形成了富有创新和应用能力的人才培养模式。

。

然而，也应清醒地意识到在专业建设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挑

战。未来，需继续加大投入，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深

化课程体系改革，并进一步提升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水平。通过全体师

生的共同努力和持续改进，相信化工生物技术专业将在未来的发展中

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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