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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新时代高职院校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背景下，本文深入探讨了化学分析技术实训项

目中“岗课赛证”融通的教学设计。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校内与校外的有机联动，以及课前、

课中和课后的系统化实施。文章首先介绍了项目背景和目标，随后详细阐述了项目实施过程、教学过程

设计、考核评价设计，并对教学效果进行了总结反思。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实践教学与职业技能竞

赛、职业资格证书考试相结合，实现了知识、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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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

调整，高职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方面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化学分析技术

专业作为高职院校化学类专业中的一门重要

课程，其教学质量直接关系到学生的未来就

业和职业发展。为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本文将“岗课赛证”融通

理念引入化学分析技术实训项目的教学设计

中，旨在通过实践教学与职业技能竞赛、职

业资格证书考试的有机结合，提升学生的综

合能力。

化学分析技术专业主要面向化学化工、

食品加工、制药工业、环境保护等行业领

域，培养具备良好的化学分析基本理论知识

和熟练的操作技能，能在相关生产企业从事

样品检测、数据处理及质量控制等工作，具

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良好的职业道德的技术

技能型人才。然而，传统的教学模式往往侧

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了学生实践能力

和职业素养的培养。因此，本文提出将“岗

课赛证”融通理念引入化学分析技术实训项

目的教学设计中，以期解决这一问题。

二、项目目标

本项目旨在通过“岗课赛证”融通的教

学设计，实现以下目标：

1.知识目标：使学生掌握实验室分析技

术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能够正确使

用仪器设备，并具备较强的数据处理能力。

2.能力目标：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思

维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使其掌握常见样品

的处理方法和基本技能，并具备一定的综合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组织管理能力。

3.素质目标：通过项目实践，让学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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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化学分析技术岗位对职业能力的要求，激

发其学习热情，并增强对专业学习的信心。

同时，培养其团结合作、勇于探索、敢于创

新、积极进取的精神，以及严谨求实、精益

求精的工作态度。

4.情感目标：通过项目实践，培养学生

在团队合作中能够运用所学知识与技能独立

思考问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增

强其团结协作、吃苦耐劳、敢于挑战的工作

作风。

三、项目实施过程

为确保“岗课赛证”融通教学理念在化

学分析技术实训项目中的有效实施，本项目

将实施过程分为课前准备、课堂实施和课后

评价三个阶段。

1.课前准备阶段

在课前准备阶段，教师需完成以下任

务：

明确实训项目的内容和要求，制定详细

的教学计划。

将实训项目与企业岗位标准进行对接，

确保教学内容与市场需求相契合。

准备实验所需的仪器、设备和试剂，确

保实验的顺利进行。

布置预习任务，要求学生了解实验内容

及注意事项，为课堂实施阶段做好准备。

学生则需完成以下任务：

认真阅读预习材料，了解实验背景、目

的和步骤。

查阅相关资料，加深对实验内容的理解

和认识。

思考可能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为课

堂实施阶段做好准备。

2.课堂实施阶段

在课堂实施阶段，教师需完成以下任

务：

介绍实训项目的背景、目的和重要性，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讲解实验步骤、注意事项和数据处理方

法，确保学生明确实验要求。

巡视指导学生的实验过程，及时纠正错

误，解答疑问。

观察学生的实验表现，记录实验数据，

为后续评价提供依据。

学生则需完成以下任务：

按照实验步骤和要求进行实验，认真记

录实验数据。

观察实验现象，分析实验结果，思考实

验中的问题。

与同学交流讨论，共同解决问题，提高

实验效果。

3.课后评价阶段

在课后评价阶段，教师需完成以下任

务：

对学生的实验报告、数据记录和实验表

现进行综合评价。

分析学生在实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不

足之处，提出改进建议。

根据评价结果调整教学计划，优化教学

方法和手段。

整理实验数据和资料，为后续教学和科

研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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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则需完成以下任务：

认真撰写实验报告，总结实验过程和结

果。

反思实验中的问题和不足之处，提出改

进措施。

根据教师的评价和建议，改进学习方

法，提高学习效果。

四、教学过程设计

为实现“岗课赛证”融通的教学目标，

本项目将教学过程设计为课前准备、课中实

施、课后反思、课后巩固和知识拓展五个环

节。

1.课前准备

教师在课前需充分准备实验材料和教学

计划，确保实验的顺利进行。同时，布置预

习任务，要求学生了解实验背景、目的和步

骤，为课堂实施阶段做好准备。

2.课中实施

在课堂实施过程中，教师需讲解实验步

骤、注意事项和数据处理方法，确保学生明

确实验要求。同时，巡视指导学生的实验过

程，及时纠正错误，解答疑问。学生则需按

照实验步骤和要求进行实验，认真记录实验

数据，观察实验现象，分析实验结果。

3.课后反思

实训结束后，教师需布置课后反思任

务，要求学生总结实验过程和结果，反思实

验中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同时，鼓励学生提

出改进措施，以提高实验效果。教师则需认

真审阅学生的反思报告，了解学生的学习情

况和问题所在，为后续教学提供参考。

4.课后巩固

为巩固所学知识，教师需在课后对本次

实训内容进行总结和评价，并对学生在本次

实训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馈。同时，布置课

后作业和练习题，要求学生巩固所学知识，

提高应用能力。

5.知识拓展

通过上述学习活动，学生能够掌握质量

分析与检测的基本流程、操作规范和注意事

项等基本知识和技能。为拓展学生的知识面

和应用能力，教师可根据学生在实训中表现

出的问题和不足之处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活

动。例如，举办专题讲座、开展技能竞赛

等，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五、考核评价设计

为确保“岗课赛证”融通教学理念在化

学分析技术实训项目中的有效实施，本项目

设计了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该体系遵

循职业教育的特点，以学生职业能力培养为

导向，突出学生岗位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的

培养。

1.考核内容

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实验技能、实验报

告、数据记录、实验态度和职业素养等方

面。其中，实验技能是考核的重点，包括仪

器设备的正确使用、实验步骤的准确执行、

实验结果的准确分析等方面。实验报告和数

据记录则反映了学生的实验过程和结果，是

评价学生实验能力的重要依据。实验态度和

职业素养则体现了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职业素

养，是评价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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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采用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相结

合的方式。过程评价主要关注学生在实验过

程中的表现，包括实验操作的规范性、实验

数据的准确性、实验现象的观察和分析等方

面。结果评价则主要关注学生的实验报告和

数据记录的质量，以及实验结果的准确性和

可靠性。同时，为体现评价的公平性和公正

性，本项目还采用了开卷考试、个人实训报

告、小组实训报告和答辩等多种考核方式。

3.考核标准

考核标准根据实训项目的具体内容和要

求制定，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考核过

程中，教师需严格按照考核标准进行评价，

确保评价的公正性和准确性。同时，教师还

需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和水平进行差异化评

价，避免因评价过高或过低影响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

六、教学效果与反思

通过本次“岗课赛证”融通教学设计的

实施，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效果。学生的实验

技能得到了显著提升，能够熟练掌握化学分

析技术的基本操作和技能。同时，学生的综

合素质也得到了全面提高，具备了较强的观

察能力、思维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此外，

学生在团队合作中也表现出了良好的协作精

神和创新能力。

然而，在实施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和不足之处。例如，部分学生在实验过程中

存在操作不规范、数据记录不准确等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教师需在后续教学中加强指

导和训练，提高学生的实验技能和数据处理

能力。同时，教师还需不断优化教学方法和

手段，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兴趣。

七、总结

本次“岗课赛证”融通教学设计的实

施，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实验技能和综合素

质，也为高职院校化学分析技术专业的教学

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在未来的教学

中，我们将继续深化“岗课赛证”融通教学

理念的应用，不断探索和实践新的教学方法

和手段，以期培养出更多适应市场需求的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通过本次教学设计的实施，我们深刻认

识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在未来的

教学中，我们将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的有机

融合，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理论，在理论中

指导实践。同时，我们也将加强与企业的合

作与交流，了解市场需求和行业标准，为教

学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指导和支持。

总之，“岗课赛证”融通教学理念在化

学分析技术实训项目中的应用取得了显著成

效。在未来的教学中，我们将继续深化这一

理念的应用和实践，为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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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teaching design of chemical analysis technology training project "post class

competition certificate"

Zhang Xingy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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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training of high-quality technical skill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deeply discusses the teaching design of &quot;post

course competition certificate&quot; in the training project of chemical analysis technology.

Through the clos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organic linkage between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chool, as well as the systematic implementation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class. The

article first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s of the project, then expounds th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eaching process design,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design, and

summarizes and reflects on the teaching effect. The innovation of this paper lies in the combina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vocational skills competition and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examination, to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ability and quality.

Key words: chemical analysis technology; post certificate; teaching design; professional ability;

practical training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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