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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研究进展情况总结（包括完成研究计划的情况；研究方案的调整变动及其理

由；项目研究中的困难、难点；未按计划完成的内容及原因等。）

（一） 完成研究计划的情况

已经完成了如下研究计划：

1.完善了“监治结合，学岗融通”人才培养机制。

2.对本省环境类专业的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进行了研究。

3.下企业对产学结合情况进行了调研。

5.对本省其他院校教学管理与质量监控进行了调研。

6.在教学资源库建设、教育部 1+x证书建设方面、竞赛获奖、人

才培养方案制定、知识产权、校企合作等过个方面都取得的相应成果。

（二）研究方案的调整变动及其理由

1.研究方案没有调整变动。

（三）项目研究中的困难、难点

1.课程体系构建问题的解决缺乏行业专家的指导。

2.“双师型”师资不足，实践教学能力不强。

（四）未按计划完成的内容

所有研究内容都按计划完成。



二．已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以条文式列述，包括成果名称、成果形式、发表时间、发

表刊物名称、卷、期号或出版社名称，引用、转载或获奖情况等。）

1.建立了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监治结合、学岗融通”人才培养

模式

⑴基础模块。首先，以示范性试验为主，由教师操作，向学生示

范，而学生并不动手的实验。这种实验一般配合理论教学，起直观作

用，使学生易于掌握所学理论; 也有向学生示范实验操作的正确姿势

与方法，并说明注意事项，为初学的学生起示范作用，主要有演示性、

验证性和观察性实验等形式。其次，进行操作性实训，通过反复操作，

熟练掌握使用方法和技巧的课程，如《工业分析技术》《仪器分析》

《无机化学》操作技能实训课程，培养学生熟练掌握专业技能和激发

学生对专业职业的认同感，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第

三，开设综合性实验课程，综合运用多门学科、多种设备所进行的综

合性实验，例如较复杂机器设备的性能试验，某一个设计项目的验证

实验等，是包括多方面知识、多学科内容、多要素要求的复杂程度较

高的教学实验。

⑵提高模块。开发设计实践课程，教师只提出实验要求，由学生

自行根据实验目的和要求，进行实验设计 (确定方案、安排步骤、选

择方法) 并独立操作，直至完成全部实验，写出实验报告。通常以操

作性课程为主，是为了熟练掌握某种技术或技能而在真实或仿真的环

境中进行反复训练的活动，主要包括对学生进行单项能力和综合技术

应用能力的训练，也包括职业岗位实践训练等。

⑶综合模块。主要是学生在校内外教师和师傅的指导下，在校内



实习场所或校外生产、服务现场从事模拟或实际的工作，以获得有关

的知识和技能，养成独立工作能力和职业心理品质。

2.取得的研究成果

⑴教学资源库建设方面。项目组完成了《工业分析技术》的教学

资源库建设，其中包括课程标准的制定，课件的制作，题库的编写和

教学视频的录制等多项工作，工业分析技术被认定为省级精品课。

⑵教育部 1+x 证书建设方面。自 2020 年申请了污水处理 1+x考

点，先后组织了五名教师参加了 1+x 师资培训，并对 2019级环境监

测与控制技术专业的 27名同学开展了证书考培工作，其中 26人通过

了考试取得《职业资格证书》，通过率达 96%。

⑶竞赛获奖方面。先后组织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专业 5 名学生参

加了在 2020 年度的甘肃省大学生职业技能竞赛，其中化学实验技术

赛项二等奖两个；环境监测与控制检验赛项中获得三个三等奖等多项

佳绩。

⑷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方面。结合订单班和企业对人才培养目标的

需求，制定了 2020 和 2021级学生人才培训方案，细化目标要求、调

整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进程，通过对行业的调研和企业反馈的意见，

对相关课程内容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⑸实验室建设方面。2020 年底学校斥资 400 余万元新建了环境

监测实验室和污水处理 1+x仿真实训室，拓展了本专业环境监测实训

和职业技能鉴定的需求。

⑹教师培训方面。组织本专业全体教师参加了全国职业院校专业



级专业群建设系统指导暨三教改革推进案例分析培训、全国职业院校

课程思政建设与实施方案设计暨案例剖析实战课程培训、全国职业院

校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开发暨混合式教材应用于案例解析培

训、教育部污水处理 1+X师资培训等四个国家级培训，并取得了证书。

⑻知识产权方面。发表 “项目化教学在高职化学教学中的应

用”（《文存阅刊》2020.40:86）省级科技论文 1 篇。

⑼校企合作方面。与甘肃格瑞环保设备运营有限公司、新疆宜化

化工有限公司、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三家单位签订了人才培养

校企合作协议，已完成订单班 100人的首期培养目标，二期 110人的

培养计划正在实施。与福建申远新材料有限公司、宁夏瑞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新疆蓝山屯河能源有限公司、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签署

了岗位实习协议，为本专业 67名学生提供了实习岗位。

三．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困难

1.校企合作方面的问题

⑴学校教学与企业的实际技能要求还存在差距，环境监测与控制

技术专业，企业需要会能监测会治理的综合性人才，要解决良好对接

还需要校企双方深度合作。.

⑵学生所学专业技能有待多元化。学生进入实习的企业大多为化

验室，学生需通过岗位轮岗拓展专业技能方向，否则学生将来毕业后

可能导致就业方向的局限性。

⑶校企合作深度不够。校企合作只是停留在顶岗实习和个别课程

的开发上，从教学过程和科研、培训等还没有实现学校和企业的真正



融合。

2.教育部 1+x证书建设方面

1+X 证书制度试点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同层面的问题与挑战。从工

作机制层面看，实施主体对 1+X制度设计政策的理解不深不透，有些

“X”证书标准申报过热造成管理失控，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行业

主管部门缺少发言权与决策权，作用发挥不明显。从培训评价组织层

面看，遴选和管理需要进一步加强，开发的“X”证书标准先进性和

权威性还有待提高;体现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和新要求不够，行

业企业认可度也不高。从配套制度层面看，政策跟进不及时，配套资

金支持缺乏长期规划、取证费用支出渠道不明确、社会参与积极性需

要进一步提高等诸多问题仍然存在。从“课证融合”到“书证融合”

还有一定距离。推动职业院校进行人才培养形式改革是实施 1+X证书

制度的重要目的之一，特别要在推进“三教”改革上形成新的突破，

让职业教育与产业升级和人才需求同步。“双师型”师资不足，实践

教学能力不强。实施 1+X证书制度需要一支具备较强理论教学能力和

丰富实践教学经验的“双师型”教师队伍作为支撑。

四．下阶段研究计划、预期成果及保证措施



下一阶段将完成以下研究计划：

1.教学资源库建设方面，项目组还需完成三门专业课的教学资源

库建设。还需完成课程标准的制定。

2.教育部 1+x证书建设方面，需要开展证书考培工作。

3.竞赛获奖方面，需要组织学生参加 2021 和 2022两个年度的甘

肃省大学生职业技能竞赛。

4.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方面，还需制定 2021 和 2022级学生人才培

训方案。

5.产学研项目方面，需要将市列科技计划项目《环境治理瓶颈中

生化污泥资源再利用产品的研发与应用》和《天水市南、北五味子活

性成分抗菌性能及其应用研究》结题。

6.知识产权方面。需要完成 4篇科技论文。

预期取得以下成果：

1.教学资源库建设方面。项目组将完成《仪器分析》《无机化学》

等三门专业课的教学资源库建设。还将完成大气污染控制、定量化学

分析及实验、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等课程的课程标准的制定。还将完

成《仪器分析技术》项目化。

2.教育部 1+x证书建设方面。将要对 2020 级环境监测与控制技

术专业的 45名同学开展证书考培工作。

3.竞赛获奖方面。将组织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专业学生 2021和

2022 两个年度的甘肃省大学生职业技能竞赛化学实验技术、工业分

析技术和水处理技术三个赛项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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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方面。将结合订单班和企业对人才培养目标

的需求制定 2021和 2022 级学生人才培训方案，细化目标要求、调整

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进程，通过对行业的调研和企业反馈的意见，对

相关课程内容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5.产学研项目方面。将市列科技计划项目《环境治理瓶颈中生化

污泥资源再利用产品的研发与应用》和《天水市南、北五味子活性成

分抗菌性能及其应用研究》结题。

6.知识产权方面。将完成出版项目化教材《仪器分析技术》。需

要完成 “一种基于生化污泥及废玻璃渣制备多孔陶粒的装置”、

“一种化学试剂存储架”、“一种用于煤炭化工的废气处理装置”（、

一种中药材硫磺熏蒸设备等国家专利的授权；需要发表 “项目化教

学在高职化学教学中的应用”、 “探讨案例教学法在《化工安全》

教学中的初步应用”、“基于凹凸棒土的新型抗菌功能材料的研究进

展”、“五味子活性成分抗菌性能的国内研究进展”等 4 篇科技论

文。

保证措施：

1.项目负责人统筹安排，划分子任务并落实到每个项目组成员。

2.每个项目组成员都必须明确自己的任务及关键实践节点，保质

保量完成。

3.定期组织会议，督查项目进展，解决项目实施中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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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中期评价意见

序号 专家 所在单位 职称 评价结果 签字

1 杨红平 天水师范学院 教授 进度正常

2 李鸿杰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 进度正常

3 崔德旺 天水师范学院 副教授 进度正常

4 夏鸿鸣 天水师范学院 教授 进度正常

七．项目管理部门审核意见

部门负责人（签字）：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八．学校审核意见

1、完成计划情况

□按计划进度超前，继续研究工作

□按计划完成任务，继续研究工作

□计划变更合理并完成任务，继续研究工作

□未完成计划任务，理由充分，准予延期，继续研究工作

□未完成变更计划任务，理由充分，准予延期，继续研究工作

□未完成计划或变更计划任务，理由不充分，停止资助

□未完成计划任务，项目予以撤消

2、是否通过中期检查： 是□ 否□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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