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用化学专业培养方案

（Applied Chemistry）

一、 专业代码、专业名称及归属专业类

专业代码：070302

专业名称：应用化学

专业类：化学

二、 专业简介

应用化学专业立足江西，面向全国，于 2007 年开始招收本科生，自招生以来，本专业

以培养电化学专业人才为目标，以满足“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对电化学

专业人才的需求。2023 年，紧密结合地方产业背景，经过充分调研和论证，应用化学专业

分电化学方向和工业分析与检测方向两个方向培养，着力于培养“专业素质扎实、创新基

础间时、工作作风朴实”的三实型人才。经过十六年的不懈努力与沉淀，在人才培养定

位、人才培养模式以及课程体系建设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学生毕业后能得到很好的

发展，近 5 年，应用化学专业一次就业率均在 95%以上，近 3 年毕业生研究生考取率高达

60%。

三、 培养目标

贯彻“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养”的培养理念，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为导向，特别是围绕新能源等国家战略型新兴产业和社会对工业分析检测人才的需求，

着力以“就业能称职、创业有能力、深造有基础、发展有后劲”为人才培养目标，培养具

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较好地掌握电化学专业

或工业分析与检测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良好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社会适应能

力、沟通与组织管理能力和国际视野，了解电化学或工业分析与检测的前沿发展现状和趋

势的高素质应用型技术和管理骨干人才；或经过更高层次的科研训练和专业知识积累之后

成为高校或科研机构的骨干教师或科研骨干人员。

本专业毕业生既能从事电化学或工业分析与检测的基础理论和新技术开发的科技工

作，也能够承担企业管理、生产技术管理及企业市场经营等工作。

本专业学生毕业后 5年左右达到以下目标：

目标 1：能够适应电化学/工业分析与检测领域的技术发展，具有融会贯通数理知识、

工程知识和专业知识分析解决电化学/工业分析与检测领域复杂问题的能力。

目标 2：能够跟踪电化学/工业分析与检测相关领域的前沿技术，具备一定创新能力，

具备运用现代工具从事相关领域新产品的研究、设计、开发和生产的能力。

目标 3：能够在工作实践中综合考虑法律、环境与可持续性发展等因素影响，具有高

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具备良好的人文科学素养和健康的身心，具有良好的团队合

作精神、沟通交流能力和团队管理能力。

目标 4：能够积极主动适应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和环境，具有全球化意识和国际视

野，拥有自主的、终身学习的习惯和能力。



四、毕业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达到以下要求：

（一） 思政与德育

5. 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党爱国，具有高度社会责任

感。（价值认同）。

6. 理解应用化学在社会生产实践中的应用，热爱专业，具备良好的科学思维，有将

专业知识转化为生产力量的科学素养和情怀，能够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学科情

怀）。

（二） 学识与能力

7. 学习和掌握应用化学领域所需的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等基本知识和基本理

论；系统地掌握化学专业领域技术基础理论，具备电化学/工业分析与检测方向的

专业知识和技能，熟悉学科前沿和发展趋势（学科基础与专业知识）。

8. 掌握化学实验基本技能及必要的计算机与信息技术，能够获取、处理和运用相关

学科信息。能够基于科学原理，采用科学方法对应用化学专业实验进行数据处

理、性能评估及修正改进等复杂问题进行研究，包括实验设计、数据分析与解

释，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实验实践能力）。

9. 具有获得新知识的能力和较强的创新创业意识及实践能力，特别是具备提出、分

析和解决化学及相关学科问题的能力，初步具备将高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能

力，具有终身学习能力（创新能力）。

（三） 发展与反思

10. 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行政决策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

能够开展管理协调、技术洽谈等工作，并具备一定的外语（英语）应用能力，初

步具备国际交流意识和跨文化环境下的交流、竞争与合作的能力（沟通合作）。

11. 具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有积极的劳动实践观念；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应用

化学领域的生产工艺、化工原理设计和质量控制等复杂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提升发展）。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矩阵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1. 价值认同 √ √

2．学科情怀 √ √ √ √

3．学科基础与 √ √ √ √



专业知识

4．实验实践能

力
√ √

5．创新能力 √ √ √

6．沟通合作 √ √

7．提升发展 √ √

五、学制、毕业学分及学位要求

实行弹性学制，放宽修业年限，允许调整学业进程、保留学籍休学创新创业，可在 3

至 7 年内完成学业。实施“3+1”人才培养模式。学生在校期间必须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

155 学分方能毕业，其中通识教育课程 44 学分（必修课 38 学分，选修课 6 学分）；专业

教育课程 64 学分（必修课 39.5 学分，选修课 24.5 学分）；应用能力培养课程 5.5 学分

（必修课 3.5 学分，选修课 2 学分）。实践教学环节中，专业基础实验 13.5 学分，集中性

实践教学环节 21 学分，创新实践活动 7 学分。达到《宜春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

则》规定要求的，可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六、核心课程

电化学方向：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电化学原理与方法、化学

电源

工业分析与检测方向：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工业分析技术、

化学计量学

七、主要实践教学环节

1、军训：2周，安排在第一学期；

2、化学科研基础训练（1）安排在第 2 学期进行；化学科研基础训练（2）安排在第 4

学期进行；化学实验创新设计训练和化学应用能力训练安排在第 6 学期开展；毕业实习安

排 18 周，在第 7 学期进行。

3、毕业论文：10 周，安排在第 8学期进行。

八、专业能力和能力要素

专业能力、能力要素和课程对应关系表

专业能力 能力要素 对应的主要课程、模块或教学环节

具备较丰富的人文与社会学知识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人文社会科学及管

理学基础

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含当代世界经济

与政治和省情教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具备较丰富的企业管理、市场营销、法律

及职业道德等知识

思想道德与法治、市场营销学、现代企业

管理等

应用化学专业学习

具备扎实的数理基础知识 高等数学二(1)、高等数学二(2)、线性代

数一、大学物理五及实验

掌握基础的化学知识以及材料分析测试方

面

无机化学、无机化学实验、分析化学、分

析化学实验、有机化学、有机化学实验、

物理化学（1）、物理化学（2）、物理化

学实验（1）、物理化学实验（2）、仪器

分析与波谱解析，纳米材料技术

掌握电化学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工业分析

与检测专业的知识和技能

电化学原理与方法、化学电源、电化学合

成、电化学专业实验/工业分析技术、化学

计量学、分离与分析技术

掌握化工产品的综合分析设计能力，掌握

常用精细化学品绿色制备技术

化工原理、化工制图、化工安全与环保、

精细化学品化学及工艺等

沟通，交流及表达

能够使用技术语言，在跨文化环境下进行

沟通与表达。具备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

大学英语(1)、大学英语(2)、化学专业英

语、第二课堂素质拓展

能够进行科技论文写作以及可行性分析报

告等工程文件的编纂

文献检索与科技论文写作、电化学专业实

验/工业分析与检测专业实验、第二课堂素

质拓展



具备良好的工作态度，较强的职场适应能

力，能够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具备

团队合作精神，并具备一定的组织协调能

力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就业指导、

第二课堂素质拓展

创新创业

具备良好的继续学习能力，能够改进甚至

开发化学类产品或技术，并能将其推向市

场的初步能力

开放性实验、创业基础、第二课堂素质拓

展等

九、教学计划总体安排表

1．通识教育课程模块课程设置计划表

课

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学

时

理

论

学

时

实

践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起

止

周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必

修

课（ 固 定模

块）

x0300010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2.5 4.0-0.0 40 40
1 或

2

03-12

或 1-

12

※ 03

x0300010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5 4.0-0.0 40 40
1 或

2

03-12

或

01-10

※ 03

x030001007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

2.5
4.0-0.0 40 40

3 或

4
01-10 ※ 03

x030001008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2.5 4.0-0.0 40 40
3 或

4
01-10 ※ 03

x030001009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概论

3.0 4.0-0.0 48 48
3 或

4
01-10 ※ 03

x030001005

形势与政策（含当

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和省情教育）

2.0

理论课

以专题

讲座形

式开展

32 32 1-4 03

x030001006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

会实践
2.0

具体方

案由马

克思主

义学院

制定

64 64 1-4 03

x050001001 大学英语(1) 3.0 2.0-2.0 56 28 28 1 03-16 ※ 05

x050001002 大学英语(2) 3.0 2.0-2.0 64 32 32 2 01-16 ※ 05

x150001001 大学体育(1) 1.0 在体育 160 160 1-5 ※ 15



课

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学

时

理

论

学

时

实

践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起

止

周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教学俱

乐部完

成

x150001002 大学体育(2) 1.0

x150001003 大学体育(3) 1.0

x150001004 大学体育(4) 1.0

x150001005 大学体育(5) 1.0

x090001001 大学计算机基础 2.0 1.0-2.0 42 14 28 1
03-1

6
※ 09

x190001001 军事理论 2.0 2.0-0.0 32 32 2 19

x1800010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
2.0 1.0-1.0 32 16 16 2 18

x190001002 安全知识 0

以专题

讲座形

式开展

12 12 1 19

劳动教育 2.0 1.0-2.0 48 16 32 1-6 01-16

合计 36 750 390 360

必修

课（动态模

块）

x050001003 大学英语(3) 2.0 2.0-2.0 56 28 28 3 01-14 05

x050001004 大学英语(4) 2.0 2.0-2.0 56 28 28 4 01-14 05

x010001001 大学国文 2.0 2.0-0.0 32 32 01-16 01

x010001002 中华文化原典选读 2.0 2.0-0.0 32 32 01-16 01

x090001002
数据库与程序设计

基础
3.0 2.0-2.0 64 32 32 01-16 09

x090001003 高级程序设计语言 3.0 2.0-2.0 64 32 32 01-16 09

x200001001 美育类课程 2.0 2.0-0.0 32 32 01-16 20

合计 2.0 32 32

必修课合计 38 782

动态模块可在上列课程中选，还可

与相关开课学院商量新增。该模块

课程学分可充抵公共选修课学分,但

最多可充抵4学分。若动态模块中

不开课，则将这个模块删除。

公共选修课

学生至少要修读 8 学分公共选修

课，且在自然科学、文学艺术

（美育）、社会科学、创新创业

类公共选修课程中分别至少选修

1 门课程，其中文学艺术类（美

育）学分不得低于 2学分。

注：原则上不能选修本专业所属

学科公共选修课。

6.0 96 96



课

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周学时

（理论-

实践）

总

学

时

理

论

学

时

实

践

学

时

开

课

学

期

起

止

周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合计 44.0 878 518 360

注：1.思想政治相关专业可不开设思想政治课；英语类专业可不开设《大学英语》；体育

类专业可不开设《大学体育》；计算机相关专业可不开设《大学计算机基础》。

2. 打“※”标注所对应课程以考试方式为主进行考核。

2. 专业教育课程模块课程设置计划表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周

学

时

总

学

时

理

论

学

时

实

践

学

时

开课

学期

起止

周

考

核

方

式

开

课

单

位

必

修

课

学

科

基

础

课

x090001008
高等数学

二(1)
4.0

4.0-

0.0
56 56 1 03-16 ※ 09

x090001009
高等数学

二(2)
4.0

4.0-

0.0
64 64 2 01-16 ※ 09

x090001010
线性代数

一
3.0

3.0-

0.0
48 48 2 01-16 ※ 09

x100001007
大学物理

五及实验
3.5

3.0-

1.0
64 48 16 2 01-16 ※ 10

学科基础课小计 14.5 232 216 16

专

业

课

x11490001 无机化学 4.0
4.0-
0.0

56 56 1 03-16 ※ 11

x114900002 分析化学 4.0
4.0-

0.0
64 64 2 01-16 ※ 11

x114900003 有机化学 5.0
5.0-

0.0
80 80 2 01-16 ※ 11

x114900004
物理化学

（1）
3.0

3.0-

0.0
48 48 3 01-16 ※ 11

x114900005
物理化学

（2）
3.0

3.0-

0.0
48 48 4 01-16 ※ 11

x114900006 化工原理 4.0
4.0-

0.0
64 64 4 01-16 ※ 11

x114900011

仪器分析

与波谱解

析

2.0
2.0-

0.0
32 32 3 01-16 ※ 11

专业必修课小计 25 392 392

必修课 合计 39.5 624 608 16



选

修

课

限

选

课

[电化

学 方

向 模

块 课

程]

x114900007 电化学原

理与方法

2.0 2.0-
0.0

32 32 0 4 01-16 ※ 11

x114900009 化学电源 3.0 3.0-
0.0

48 48 0 5 01-16 ※ 11

x114900021 电化学合

成

2.0 2.0-
0.0

32 32 0 6 01-16 11

限选课小计 7.0 112 112 0

限

选

课

[工业

分 析

与 检

测 方

向 模

块 课

程]

x114900019 工业分析

技术

3.0 3.0-
0.0

48 48 0 4 01-16 ※ 11

x114900024 化学计量

学

2.0 2.0-
0.0

32 32 0 5 01-16 ※ 11

x114900023 分离与分

析技术

2.0 2.0-
0.0

32 32 0 6 01-16 11

限选课小计 7.0 112 112 0

任

选

课

x114900010 化学实验

安全与管

理

1.0 2.0-
0.0

16 16 0 1 01-08 11

x114900012 有机合成 2.0 2.0-
0.0

32 32 0 3 01-16 11

x114900013 计算机在

化学中的

应用

2.0 2.0-
0.0

32 32 0 3 01-16 11

x114900014 化学专业

英语

2.0 2.0-
0.0

32 32 0 3 01-16 11

x114900015 高分子化

学

2.0 2.0-
0.0

32 32 0 3 01-16 11

x114900016 文献与科

技论文写

作

1.5 2.0-
0.0

24 24 4 01-12 11

x114900017 化工制图 2.0 2.0-
0.0

32 32 4 01-16 11

x114900018 纳米材料

技术

2.0 2.0-
0.0

32 32 0 4 01-16 11

x114900025 化工安全

与环保

2.0 2.0-
0.0

32 32 0 4 01-16 11



3. 应用能力培养课程模块课程设置计划表

3.1 应用能力培养课程设置计划表

x114900008 精细化学

品化学及

工艺

3.0 3.0-
0.0

48 48 0 5 01-16 11

x114900022 分子模拟

基础

2.5 2.0-
1.0

48 32 16 5 01-16 11

x114900020 环境化学 2.0 2.0-
0.0

32 32 0 5 01-16 11

x114900045 食品分析 2.0 2.0-
0.0

32 32 0 5 01-16 11

x114900046 环境生化

检验

2.0 2.0-
0.0

32 32 0 5 01-16 11

x114900047 有机分析 2.0 2.0-
0.0

32 32 0 6 01-16 11

任选课小计 30 472 456 16 需选修学分 17.5

选修课 合计 24.5 392 392 0

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周

学

时

总

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开课

学期
起止周

考核

方式

开课

单位

必

修

课

x114900026 专业导读课 0.5

以专题

讲座形

式开展

8 8 1 08-11 11

x170001002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1.0 2.0-0.0 16 16 2
01-08 或

09-16
17

x170001003 大学生就业指导 1.0 2.0-0.0 16 16 6
01-08 或
09-16

17

x170001004 创业基础 1.0 1.0-1.0 16 8 8 4
01-08 或
09-16

17

必修课小计 3.5 56 48 8

选

x114900027 现代企业管理 1.0 2.0-0.0 16 16 6 01-08 11

x114900028 市场营销学 1.0 2.0-0.0 16 16 6 09-16 11



4. 实践教学模块课程设置计划表

4.1 基础实验实践课程设置计划表

4.2 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课程设置计划表

课程

性质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实践

学时

开课

学期

开课

单位
备注

x190001003 军事技能 2.0 2 周 1 19 2 周

x114900038 化学科研基础训练 1 1.0 1 周 2 11 实践周

x114900039 化学科研基础训练 2 2.0 2 周 4 11 实践周

x114900040 化学实验创新设计训练 1.0 1 周 6 11 实践周

x1100041 化学应用能力训练 1.0 1 周 6 11 实践周

x1100042 毕业实习 8.0 12 周 7 11

x1100043 毕业论文 6.0 10 周 8 11

合 计 21.0

修

课

x114900044 化学资源与应用 2.0 2.0-0.0 32 32 6 01-16 11

选修课小计 2.0 2.0-0.0 32 32 须选修 2 学分

合 计 5.5 88 80 8

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周
学
时

总
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开课

学期
起止周

考核

方式

开课

单位

专

业

基

础

实

验

实

践

x114900029 无机化学实验 1.5 0.0-3.0 42 42 1 03-16 11

x114900030 分析化学实验 1.5 0.0-3.0 48 48 2 01-16 ※ 11

x114900031 有机化学实验 1.5 0.0-3.0 48 48 2 01-16 11

x114900032 物理化学实验（1） 1.5 0.0-3.0 48 48 3 01-16 ※ 11

x114900033
仪器分析与波谱解析

实验
1.5 0.0-3.0 48 48 3 01-16

11

x114900034 物理化学实验（2） 1.5 0.0-3.0 48 48 4 01-16 ※ 11

x114900035 化工原理实验 1.0 0.0-2.0 32 32 4 01-16 11

x114900036 精细化学品实验 1.5 0.0-3.0 48 48 5 01-16 11

x114900037
电化学专业实验（电

化学方向）
2.0 0.0-4.0 64 64 6 01-16 11

x114900045
工业分析与检测专业
实验（工业分析与检

测方向）
2.0 0.0-4.0 64 64 6 01-16

11

小计 13.5 426 426



（注：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主要包括军训、社会实践、专业实训、课程设计、大型作业、

各类实习（毕业实习、教学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等，不包括未独立设课的实验实践

课等。）

4.3 创新实践教学活动学分（7学分）

序号 （课程）项目名称 要求 学分 备注

1
思想政治与道德素养

宜春学院大学生第二课堂成绩单认定办法 1.0

不少于

7学分

2
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

宜春学院大学生第二课堂成绩单认定办法 1.0

3
学术科技与创新创业

宜春学院大学生第二课堂成绩单认定办法 1.0

4
文体艺术和身心发展

宜春学院大学生第二课堂成绩单认定办法 1.0

5
社团活动与社会工作

宜春学院大学生第二课堂成绩单认定办法 1.0

6
职业资格培训

宜春学院大学生第二课堂成绩单认定办法 1.0

7
大学生能力建设项目

宜春学院大学生第二课堂成绩单认定办法 1.0

8
科技与学术活动

宜春学院大学生第二课堂成绩单认定办法 1.0

9
开放性实验

完成实验过程，提交实验报告，经教研室

主任认定后方取得相应学分

1.0

10 发表专业学术论文

以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指导老师第一

作者）公开发表一篇期刊或国家级会议专

业学术论文

3.0

以第二作者（或第三作者，指导教师第一

作者）公开发表一篇期刊或国家级会议专

业学术论文

2.0

以第三作者（或第四作者，指导教师第一

作者）公开发表一篇期刊或国家级会议专

业学术论文

1.0

11 国家专利

以第一发明人（或第二发明人，指导老师

第一发明人）获得一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3.0

以第二发明人（或第三发明人，指导教师

第一发明人）公开发表一篇期刊或国家级

会议专业学术论文

2.0

以第三发明人（或第四发明人，指导教师

第一发明人）公开发表一篇期刊或国家级

会议专业学术论文

1.0

12
应用化学相关行业现状

调查
完成一项调查活动，并撰写调查报告，经

教研室主任认定后取得相应学分

1.0



5. 学分、学时统计表

5.1 必修课、选修课学分、学时统计表

课程类别 学分 学时
必修课 选修课 备注

学分 比例 学时 比例 学分 比例 学时 比例

通识教育课程 44 866 38 86.0% 766 88.9% 6 14.0% 96 11.1%

专业教育课程 64 1096 39.5 66.4% 720 65.6% 24.5 33.6% 376 34.3%

应用能力培养课

程
5.5 88 3.5 46.7% 56 63.6% 2 53.3% 32 36.4%

实

践

教

学

环

节

专业基础

实验 13.5 426 4.5 33.3% 144 33.8% 9.0 29.6% 282 66.2%

单独设课的

实验、实践

课程

集中性实

践教学环

节

21.0 21.0

创新实践

教学
7.0 7.0

至少 7 学分

合 计 155 2472 113.5 73.2% 1686 68.3% 41.5 26.8% 786 31.7%

5.2 理论课、实践课学分、学时统计表

课程类别 学分 学时
理论课 实践课 备注

学分 比例 学时 比例 学分 比例 学时 比例

通识教育课程 44.0 878 32 72.3% 518 59.0% 12 27.3% 360 41.0%

专业教育课程 64 1016 63.5 99.2% 1000 98.4% 0.5 0.8% 16 1.6%

应用能力培养课

程
5.5 88 5 90.9% 80 90.9% 0.5 9.1% 8 9.1%

实

践

教

学

环

专业基础

实验 13.5 426 13.5 100% 426 100%

单独设课的

实验、实践

课程

集中性实

践教学环
21.0 21.0 100%



节 节

创新实践
7.0 7.0 100%

至少 7

学分

至少 7学分

合 计 155 2408 100.5 64.8% 1598 66.4% 54.5 35.2% 810 33.6%

注：百分比（%）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十、毕业要求各维度下的指标点分解表

毕业要求 指标点

1.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党爱国，具有高度

社会责任感。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备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政治认同、理论认

同和情感认同。

1.2 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以

及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 理解应用化学在社会生产实践中的应用，热爱专

业，有将专业知识转化为生产力量的科学素养和情

怀，能够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2.1 有专业敏锐度，了解应用化学领域的

研究热点以及社会应用。

2.2 理解诚实公正、诚信守则的职业道德

和规范，并能在应用化学相关领域自觉遵守。

3. 学习和掌握应用化学领域所需的基础学科基本知

识和基本理论；系统地掌握化学专业领域技术基础

理论，具备电化学方向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熟悉学

科前沿和发展趋势（学科基础与专业知识）。

3.1 掌握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等课

程的基本知识和理论，能够建立科学的思维方

式。

3.2 掌握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

及物理化学等化学基础知识，并能应用于解决

应用化学学科领域中的问题提供理论和经验参

考。

3.3 掌握应用化学专业知识，电化学方

向：电化学原理与方法、化学电源、电化学合

成，并能将其应用于解决能源、有机及无机电

解合成等领域的问题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工

业分析与检测方向：工业分析技术、化学计量

学，并能将其用于工业分析检测、环保安全等

领域的问题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持。

3.3 能够通过文献查阅与交流学习，不断

了解应用化学科技前沿领域的最新动态与前景

发展，不断充实自我。

4. 掌握化学实验基本技能及必要的计算机与信息技

术，能够获取、处理和运用相关学科信息。能够基

4.1 掌握无机、有机、分析及物理化学实

验的基本原理和操作技能；熟悉实验规范。



于科学原理，采用科学方法对应用化学专业实验进

行数据处理、性能评估及修正改进等复杂问题进行

研究，包括实验设计、数据分析与解释，并通过信

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实验实践能力）。

4.2 会利用必要的计算机信息技术，如

origin，Chemdraw 等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和处

理。

4.3 掌握电化学专业实验/工业分析与检测

专业实验的内容，并初步具备实验设计与改进

的能力。

5. 具有获得新知识的能力和较强的创新创业

意识及实践能力，特别是具备发现、提出、分析和

解决化学及相关学科问题的能力，初步具备将高新

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具有终身学习能力

5.1 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具有不断更新知

识和技能的能力和责任。

5.2 能够在已有应用化学知识基础上，对

应用化学领域工程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新的

解决办法，并付诸行动。

5.3 能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认识到自

主和终身学习的必要性。

5.4 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包括对技术问

题的理解能力、归纳总结能力和提出问题的能

力。

6. 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行政决策能力、语言

文字表达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能够开展管理协

调、技术洽谈等工作，并具备一定的外语（英语）

应用能力，初步具备国际交流意识和跨文化环境下

的交流、竞争与合作的能力。

6.1 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

6.2 能够就应用化学领域相关问题与业界

同行通过口头、文稿、图表等方式进行有效的

沟通和交流。

6.3 具备跨文化交流的语言和书面表达能

力，能就应用化学相关问题，在跨文化背景下

进行基本沟通和交流。

7. 具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有积极的劳动实践

观念；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应用化学领域的生产工

艺、化工原理设计和精细化工产品质量控制等复杂

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7.1 具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有正确

的劳动实践观。

7.2 能够知晓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

念和内涵，理解工程实践对生态环境和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影响。

7.3 能够站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角

度思考应用化学专业实践的可持续性。

十一、应用化学专业课程体系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矩阵

课程或环

节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要求 1 要求 2 要求 3 要求 4 要求 5 要求 6 要求 7

通识教育 思想道德与 H M M



课程或环

节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要求 1 要求 2 要求 3 要求 4 要求 5 要求 6 要求 7

课程 法治

中国近代史

纲要
H L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H L L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H M

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

想概论

H M L L

形势与政策

（含当代世

界经济与政

治和省情教

育）

H L L

思想政治理

论课社会实

践

H L

大学英语 M H

大学体育 L L H

大学计算机

基础
H H

军事理论 H L M

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
L M H

安全知识 L L M H

劳动教育 M M L M H

高等数学二 H M L

无机化学 H M L

线性代数一 H M L

大学物理五

及实验
H M L

分析化学 H M M

有机化学 H M M

物理化学 H M L

化工原理 H L M

电化学原理

与方法
H M L

精细化学品

化学及工艺
H L L

化学电源 L H L L

化学实验安

全与管理
L M H

仪器分析与

波谱解析
H M



课程或环

节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要求 1 要求 2 要求 3 要求 4 要求 5 要求 6 要求 7

专业教育

课程

有机合成 L M L

计算机在化

学中的应用
M H M

化学专业英

语
L H

高分子化学 M M

文献检索与

科技论文写

作

L L H

化工制图 H L L

化工安全与

环保
L M H

环境化学 M H

电化学合成 H L

分子模拟基

础
M L L

分离与分析

技术
M L L

化工生产安

全技术
L M H

纳米材料技

术
M L L

工业分析技

术
H M

化学计量学 H M

食品分析 M L L L

环境生化检

验
M L L L

有机分析 M L L

应用能力

培养课程

专业导读课 H M M

大学生职业

生涯规划
L H L

大学生就业

指导
L H

创业基础 L M H

现代企业管

理
H L

市场营销学 L H

化学资源与

应用
L M H

实践

教学环节

无机化学实

验
L M H L

分析化学实

验
L M H L

有机化学实

验
L M H L

物理化学实

验
L M H L



课程或环

节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要求 1 要求 2 要求 3 要求 4 要求 5 要求 6 要求 7

仪器分析与

波谱解析实

验

L M H L

化工原理实

验
L M H L L

精细化学品

实验
L M H L M

电化学专业

实验
L M H H M

工业分析与

检测专业实

验

L M H H M

军事技能 M M

化学科研基

础训练
L M H M

化学实验创

新设计训练
M H H

化学应用能

力训练
L M H M

毕业实习 H M L

毕业论文 M M H H

说明：在不同的毕业要求下方方格内，填写字母 H（支撑程度高）、M（支撑程度中等）和 L（支撑程

度一般），分别表示相应课程或实践教学环节对毕业

要求的支持程度。每项毕业要求必须受 3 门以上课程（教学环节）高度支撑（H）。国家本科教学质

量标准规定的核心课、教育部《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中规定的必修课程、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都应该高度

支撑（H）某些毕业要求。

十二、辅修学位、辅修专业教学计划安排

1．修读辅修学位须修读 32 学分，具体课程如下：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周

学

时

总

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开课

学期
起止周

考核

方式

开课

单位

x114900001 无机化学 4.0 4.0-0.0 64 64 1 03-16 ※ 11

x114900002 分析化学 4.0 4.0-0.0 64 64 2 01-16 ※ 11

x114900003 有机化学 5.0 5.0-0.0 80 80 2 01-16 ※ 11

x114900004 物理化学（1） 3.0 3.0-0.0 54 54 3 01-16 ※ 11

x114900005 物理化学（2） 3.0 3.0-0.0 48 48 4 01-16 ※ 11

x114900008
精细化学品化学

及工艺
3.0 3.0-0.0 48 48 6 01-16 11

x114900007
电化学原理与方
法（电化学方

向）
3.0 3.0-0.0 48 48 4 01-16 ※ 11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周

学

时

总

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开课

学期
起止周

考核

方式

开课

单位

x114900009
化学电源（电化

学方向）
3.0 3.0-0.0 48 48 5 01-18 ※ 11

x114900021
电化学合成（电
化学方向）

2.0 2.0-0.0 32 32 6 01-16
11

x114900037
电化学专业实验
（电化学方向）

2.0 0.0-4.0 64 64 6 01-16 11

x114900019
工业分析技术
（工业分析与检

测方向）
3.0 3.0-0.0 48 48 4 01-16 ※ 11

x114900024
化学计量学（工
业分析与检测方

向）
2.0 2.0-0.0 32 32 5 01-16 ※ 11

x114900023
分离与分析技术
（工业分析与检

测方向）
2.0 2.0-0.0 32 32 6 01-16 11

x114900045

工业分析与检测
专业实验（工业
分析与检测方

向）

2.0 0.0-4.0 64 64 6 01-16 11

合计 32

2．修读辅修专业须修读 16 学分，具体课程如下：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周

学

时

总

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开课

学期
起止周

考核

方式

开课

单位

x114900017 化工制图 3.0 3.0-0.0 48 48 4 01-16 11

x114900008 精细化学品化学及工艺 3.0 3.0-0.0 48 48 6 01-16 11

x114900007
电化学原理与方法（电

化学方向）
3.0 3.0-0.0 48 48 4 01-16 ※ 11

x114900009
化学电源（电化学方

向）
3.0 3.0-0.0 48 48 5 01-18 ※ 11

x114900021
电化学合成（电化学方

向）
2.0 2.0-0.0 32 32 6 01-16 11

x114900037
电化学专业实验（电化

学方向）
2.0 0.0-4.0 64 64 5 01-16 11

x114900019
工业分析技术（工业分

析与检测方向）
3.0 3.0-0.0 48 48 01-16 ※ 11

x114900024
化学计量学（工业分析

与检测方向）
2.0 2.0-0.0 32 32 01-16 ※ 11

x114900023
分离与分析技术（工业
分析与检测方向）

2.0 2.0-0.0 32 32 01-16 11

x114900045
工业分析与检测专业实
验（工业分析与检测方

2.0 0.0-4.0 64 64 01-16 11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分

周

学

时

总

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开课

学期
起止周

考核

方式

开课

单位

x114900017 化工制图 3.0 3.0-0.0 48 48 4 01-16 11

x114900008 精细化学品化学及工艺 3.0 3.0-0.0 48 48 6 01-16 11

x114900007
电化学原理与方法（电

化学方向）
3.0 3.0-0.0 48 48 4 01-16 ※ 11

向）

合计 16

专业负责人：朱凤 审核人（分管教学院长）： 张文彬 责任人（教学院

长）： 郭孟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