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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育人机制创新：创新建构目标问题导向式育人机制

学校以创新课程教学模式为着力点，以五类目标问题全过程、全

方位、全覆盖衔接课前、课中、课后三大环节，创新建构目标问题牵

引下的课堂教学与素拓项目融合的育人机制。从基本概念原理升华、

企业委托的横向项目、工程实践案例提炼实践/拓展问题，形成“问

题池”拓源机制；将实践/拓展问题转化为素拓项目，或让学生组建

团队协同探究，或让学有余力的学生“跳起来摘桃子”，形成“问题

库”延展机制；构建全链条实践育人平台，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学

科专业结构与区域产业发展需求有效街接、无缝对接，形成“问题链”

赋能机制。如图 8所示。

图 8 实践/拓展问题匹配的各级各类实践实训平台

四、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教师主动投入目标问题导向式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成绩

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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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 年，41 位教师运用该模式在国家/省级教学竞赛中获国奖 3

项、省奖 28 项，见图 9；在《高等教育探索》等国内外期刊和国际

会议发表相关教改论文 55 篇，出版《目标问题导向式教学改革论文

专辑》《教必蕴育 育必铸灵——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改革理念》

收集论文 71 篇；出版《石油炼制工程》《化工仪表及自动化》《集

散控制系统与工业控制网络》等产教融合特色教材 13部。

在石油化工类课程中，获批 6 个省级优秀教学团队和省级课程教

研室，2门课程为教育部虚拟教研室课程主建高校。陈辉被评为全国

优秀教师，周如金、刘美、吴世逵（广东省教学名师）被评为全国石

油和化工教育教学名师、优秀教学管理者。

图 9 参与模式实践教师的代表性成果

（2）学生主动探究学习以及逻辑思辨能力显著提升，综合竞争

力全面增强，成绩突出

学生平时成绩和高分段学生比例大幅增加，专业课目标达成度逐

年提升，学生课堂参与度和主动探究学习能力显著提高。近 5年，化

工专业学生在“挑战杯”“互联网+”、大学生化工设计竞赛、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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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设计大赛等获国赛一等奖 16项，二等奖 6项，省赛奖项 50余项，

见图 10；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获专利 42项，如化工 2019 级本科

生胡一凡在高影响因子期刊发表了 5篇论文，其中纳米材料领域旗舰

期刊 Small发表 56页研究综述（影响因子 15.153），在 Green Chemistry

（影响因子 11.03）发表研究论文。

图 10 学生获奖代表性证书

毕业生就业竞争力强、成长快。近 5年，化工专业就业对口率稳

定在 85-89%，国有大型企业签约率由 15%攀升至 33%，5年 100%成

长为工程师。一批毕业生获“全国技术能手”“中石化技能能手”等

称号。用人单位评价我校毕业生“下得去、留得住、扎得稳、干得好、

上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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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全国催化裂化工职业技能大赛校友获奖

（3）课堂“两性一度”显著提升带动高质量课程及专业建设，

成绩突出

在石油化工类课程中，《石油炼制工程》获国家级一流课程，《化

工原理》《石油化工工艺学》《化工安全与环保》《化工仪表与自动

化》获省级一流课程。《石油炼制工程》《石油化工工艺学》《化工

原理》入选第一批省级在线开放课程。5 门石油化工类专业课程获省

级首批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获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2次（2016、2019

年）通过中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2014-2021 年，连续四届获得广东

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4）可复制、可推广且有示范性的目标问题导向式课程教学模

式引发强烈反响和广泛关注

该模式已覆盖全校所有专业并向纵深推广，应用课程达 500门以

上，带动 22门课程获省级一流课程/在线开放课程。2017-2021 年，

申报教改项目超过 600 人次，与目标问题导向式课程教学模式相关的

各级教改立项数 162 项。

教师先后在国内外学术论坛上作主题报告 30 多场，其中国际报



12

告 8场，反响热烈；成果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华东）、华南理工

大学、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常州大学、广东工业大学、青岛科技大学、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等 13所高校推广应用。

中央政治局委员胡春华、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等领导高

度肯定学校人才培养综合改革；《学习强国》《南方日报》《中国教

育报》《广东教育》等报道该模式育人成果 100 多次。

图 12 报道及推广应用

（4）成果经广东省教育厅组织鉴定

本成果于 2022 年 10 月 12 日受广东省教育厅委托组织鉴定，鉴

定组由原中大校长黄达人任组长，专家组成员有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

赵美蓉、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副校长梁永图、中北大学副校长赵贵哲、

东南大学的王志功（教育部高等学校电工电子基础课程教指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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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教务处原处长张红伟、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

高等研究院院长卢晓中。鉴定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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