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名片  

专业名称 化学工程与工艺 专业代码 081301 

修业年限 4年 学位授予门类 工学 

专业设立时间 1983年 所在院系名称 能源材料与化工学院 

专业实力 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工程教育认证专业 

“服务地方重大需求，促进化工及相关产业发展” 

 

专业简介  

合肥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发展沿革追溯至上世纪 80 年代。1983 年，合肥学院（原

合肥联合大学）开始招收化学工程、精细化工、应用化工等化工类专业，1986 年与德国雅德

大学等 3 所国外高校合作共建“化学工程”专业。2001 年成立“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化工类

专业首任专业主任由合肥工业大学教授、全国高校化工原理课程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范文

元先生担任。本专业以化工分离、材料化工及精细化工为专业特色，面向安徽以及周边区域

和社会需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服务化学工业及相关行业的生产一线关键

技术和管理岗位应用型人才。 

经过近 30 的发展，合肥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为国家培养了近 2000 名化工专业人

才，涌现了一批优秀杰出人才，如 91 届校友，安徽泉盛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峰；93 届校

友，合肥信达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传云；94 届校友、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公司邵

正军； 07 届校友，华辰检测董事长王小明等。毕业生就业率多年持续超过 97%，就业领域

有：化工、制药、石油、石化、材料、能源、军工、冶金、环保、轻工、日化、生化、食品

和劳动安全等行业。目前本专业所在学院拥有“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与“材料与化工”

专业学位 2 个硕士点，毕业生可以选择报考本校硕士研究生。 

 

 

“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招生代码及开设的研究方向 

 



 

“材料与化工”专业学位硕士点招生代码及开设的研究方向 

 

具有国际领先的产业化技术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 



 

服务地方发展需求的产品 

专业建设  

本专业现为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专业”和“国家级特色专业”，“安徽省应用

型高校联盟专业”，于 2018 通过教育部工程专业认证，2019 年，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点。近年来，本专业共投入建设经费近千万元，主要用于增添教学科研设备、实验室改

造、实训中心建设等。现有化工基础实验室（质量传递、热量传递和动量传递）、化工专业

实验室（化工热力学实验室、化学反应工程实验室）、化工专业方向实验室（低碳新能源化

工实验室、精细化工实验室、膜分离与技术实验室）。 

 

师资力量  

本专业现有专业教师 28 名，其中教授 13 人，副教授 6 名，讲师 9 名，硕士研究生导师

19 人，5 名教授拥有超过 10 年的企业工作经验；全国优秀教师 1 人，2 位省级教学名师，

省级教坛新秀 1 人，安徽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 人，安徽青年科技奖获得者 1 人，安徽省

优秀教师 2 人，合肥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1 人。从社会企业和科研单位引进一批有实践经验

的教师，目前已拥有一支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实践操作能力及科研能力强的高职称的“双

能型”教师队伍，具备专业技术人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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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方向  

本专业培养目标对毕业 5 年左右的学生的职业预期是：具备化工生产的控制与管理、化

工产品和过程的研究与开发、化工装置的设计与放大的初步能力，能够从事化工及其相关行

业的生产、研究、开发、设计、销售、服务或管理。在化工分离、精细化工、材料化工和节

能技术等领域具有发展潜力。 

近年来，我校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毕业生就业领域有：化工、制药、石油、石化、材料、

能源、军工、冶金、环保、轻工、日化、生化、食品和劳动安全等行业。涉及到企业有： 

①



面向区域经济和产业格局发展需求，通过学科融合打造专业特色 

本专业立足安徽区域煤化工、盐化工和石油化工以及衍生材料化工、精细化工、能源化

工发展技术新趋势，主动设置与产业链紧密对接专业方向和学科交融，构建了材料化工、节

能技术、精细化工和化工分离 4 个专业方向，形成了专业特色。 

以培养学生能力为导向，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理念，从管理能力、实践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知识运用能力、

设计解决方案能力、自主终身学习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方面构建课程体系（如下图所示）。

课程体系满足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要求。 

 

采用合理的教学方法与手段，提高课程的有效性 

在课程教学大纲中明确以能力为导向的教学目标、支撑内容和评价方式，特别强调自主

学习内容要求与考核。推广以问题为导向的启发式、探究式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探究精神。采用专题报告和小论文等形式，激发学生兴趣和潜能。运用化工仿真、检索工

具和智慧课堂等信息化手段，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以自主式实验和教与学互动方式，培

养学生学以致用和解决化工复杂问题能力。实施了“N+2”过程考核方式，强调学习过程的监

控与考核，提高课程的有效性和学生的学习兴趣。 

 

 

winter 教授上课照片 

 

 

 

 

 

深度产教融合合作育人，培养学生工程实践和创新创业能力 

与德国毕克化学等单位建立了“纳米功能材料助剂工程中心”、“功能小分子分离纯化中

心”等深度产教融合平台 4 个，以及校内建立化学工程师之家、创客实验室等 21 个大学生创

新创业平台。制订了教师聘任、学生培养标准等制度，形成了有效的运行机制，支撑了学生

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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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模块化课程体系的构建思路 

韩国仁荷大学金灿庆教授给本科生授课 德国 Jade大学Winter教授给本科生授课 



 

2. 专业取得成效 

在此基础上，本专业在培养学生化工创新和实践能力上取得了诸多成效，参加全国化工

设计大赛等各类大学生学科、技能竞赛，获得省级以上奖励 150 余项。本专业建立了《化工

热力学》、《化工原理》线上线下以及化工过程模拟虚拟仿真 6 门校级金课。10 个实验微视

频上传至“合肥学院在线学习平台”，学生访问量达 2 万余次。出版了国家“十三五”规划教材

3 本，校本教材 10 本。本专业教师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2 项（2014 年、2018 年）。2018

年通过国家工程教育认证专业，有效期限为 2018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2019 年获批国家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暖心寄语  

院长有话说：  

 

合肥学院能源材料与化工学院院长 



董强 教授 

 

名师有话说：  

 

全国优秀教师、合肥学院材料与化工学科带头人 

刘俊生 教授 



 

 

 

 

 

 

 

 

 

欢 迎 广大 考生报 考 合肥 学院  

国 家 级一 流专业 ——化学 工程 与 工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