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 肃 农 业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学  期  授  课  计  划 

（2018—2019学年第一学期） 

  任课教师：              韩 晓 燕                     

  课程名称：            工业分析技术                   

  适    用：       2017级应用化工技术       班第三学期 

教师学期授课计划编制说明 

教学时数按学期分配（学时） 
教学标准（大纲） 

（名称、版本、文号） 

《工业分析课程标准》 

2010 年自编 

本 课 程 总 时 数 56 

基本教材（名称、编著、版本） 

《工业分析》 

张小康主编，普通高等教育“十

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化学工业出版社（第二版） 

已 完 成 课 时 数  

尚 需 学 时 数 56 

主要参考书（名称、编著、版本） 

《工业分析》 

张舵主编，新世纪高职高专化

工类课程规划教材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第二版） 

本 

学 

期 

学 

时 

分 

配 

本学期教学周数 14 

本课程周学时数 4 

 

剩 

余 

学

时 

尚  余  学  时 / 

本课程学期时数 56 

 

其

中 

能力导向的理论课 / 

其 

 

中 

能力导向的

理论课 
8 实训课 

/ 

实训课 8 理实一体课 / 

理实一体课 38 教学实习 / 

测    验 2 

备注 
本学习领域课程计划在第三学

期实施，本学期完成学习任务。 本学期实习周数 0.6 周 

备注：教改第一步取消“理论与实践并行的课程”，全面推进“理论为实践服务的课程”，精品课程主要推进 

“理实一体化的课程”。 

2018 年 8 月 25 日制定 

该课程综合职业能力导向的主要知识、素质、能力 

所采取的教学内容、方法、改革措施 

1.课程说明 

《工业分析技术》是工业分析与检验等专业的专业必修课，是学完《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和《分析化

学》等专业基础课程后开设的课程，是综合多门学科知识，进行分析方法的实际应用和研究，操作技能训练的

一门专业技术学科，具有很强的应用性和针对性。通过本课程系统的学习和技能训练，培养学生进行分析方法

研究的基本知识和能力，能熟练掌握工业样品分析的基本实验操作技能和方法，同时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

素质，为学生毕业后在工业分析检验岗位顶岗工作，在实际工作中为提高分析工作水平打下坚实基础，同时为

学生参加职业资格考试做好系统训练。 

2.学习目标 

    (1)专业能力  通过学习领域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该能够：学会样品的采集﹑制备和分解方法；掌握样品

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熟悉分析方法的操作要点；学会典型分析方法的操作；学会实验方案设计与实施；能够

对实际生产分析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正确分析并提出解决方案。 

 (2)方法能力  具有信息收集能力；能独立使用各种媒介完成学习任务，具有自主学习能力；具有分析解

决问题的能力、接受应用新技术的能力，生产实践的方法能力；具有技术报告的撰写能力，学习迁移能力。 

(3)社会能力  具有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和理想信念，健全的人格，良好的品质和职业素养；具有较强的学

习能力、实践能力、适应能力、创新能力和就业创业能力；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心理素质；具有开拓创新、

团结合作、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敬业精神；具有高度责任感、强烈的职业意识和职业道德；具有与人沟通的

语言表达能力和参与能力；具有自我评价和评价他人的能力；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参与能力。 

3.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的组织按照基于《工业分析技术》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课程情境设计，按照课程培养目标要求，设

计水质分析，煤质分析，硅酸盐分析，钢铁分析，化学肥料分析 5个项目，对应 24个子学习情境。 

4.教学方法与改革措施 

（1）教学方法  以培养学生综合职业能力为核心，根据课程内容及学生特点，灵活运用任务驱动法、项

目导向法、情景教学法、分组讨论法、启发、互动式教学法，探究式教学法、角色扮演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充

分发掘学生的潜能，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2）改革措施 以最新的高职教育理念为指导，采用项目驱动、工学结合、“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

的教学模式。 

5.教学情境设计 

   （1）指出关键词，安排学生查询相关资料，汇总查找的相关资料。 

（2）根据分析对象特征，每人写一份对象测定方案，小组讨论，将某些学生的合理思路，补充完善到方案

中，作为实施方案。 

（3）依据实施方案，对产品分析测定，并进行评价。 

（4）教师组织全班同学进行每个环节的小结，评价教学效果并提出改进建议。 

6.教学资源 

（1）充分利用学院的多媒体设备进行多媒体教学，利用学院的实训条件进行现场教学。 

（2）教师积极开发课程资源，如网络课件、多媒体课件等。 

（3）利用网上资源和图书资源的查询，进行同类院校之间的交流 

7.考核与评价 

课程考核采取阶段评价和目标评价相结合，理论考试和实践考核相结合，学生作业评价和知识点考核相结

合，注重学生学习过程和职业素质考核。自我评价、师生互动评价、成果展示评价相结合，其中学生自评（10％），

小组对学生的评价（30％），教师对小组的评价（30％），教师对个人的评价（30％）。 

教研室主任：              系、部主任：            

主管处长：                主管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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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肃 农 业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学 期 授 课 计 划 表  

周
次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情  境  与  任  务） 

教    学    要    求    及    重    点 
（综合职业能力导向的知识、素质与能力要点及主要教学方法） 

学 时 分 配 

备  注 
服 务 

能 力 

的 理 

论 课 

实训 

 课 

理实 

一体 

 课 

测 验 
累 计 

学 时 

1 

学习情境一  水质分析 

目标：通过本学习情境的学习，学生应该能够：理解水质分析方法，水样的采取方法

及水样中被测组分预处理方法；能选择合适的方法准确测定工业用水中 pH，硬度，

酸度，总铁，硫酸盐等的含量；能采用碘量法测定水中溶解氧含量 

教学方法：任务驱动、教学做一体化 

    12  

综合任务一  水样概述 

任务一  水的分类和标准 

目标：通过本次相关知识的学习，学生应该能够：知道水的分类，水质指标，水质标

准等基础知识；学会查阅相关水质标准 

教学方法：任务驱动、小组讨论法 

  1    

任务二  水样的采集 
目标：知道水样采集规则；能选择适当容器和方法采集水样 

教学方法：任务驱动、教学做一体化 
  1    

综合任务二  工业用水分析 

任务一  水样的理化性质检验 

目标：能说出工业用水的理化性质指标；学会选择合适的方法准确测定 pH，硬度，

酸度等理化性质 

教学方法：任务驱动、教学做一体化 

 2     

2 任务二  水样中铬的测定 

目标：通过本次实训，学生应该能够：掌握六价铬的测定原理和操作方法；能依据国

家标准对铬进行正确检测；能按照原则进行数据记录与结果报告 

教学方法：实验法、小组讨论法 

 2 2    

3 

任务三  水样中铁的测定 

目标：通过本次实验，学生应该能够：知道水样中铁的测定原理和方法；能依据国家

标准对铁进行正确检测；能按照原则进行数据记录与结果报告 

教学方法：实验法、小组讨论法 

  2    

任务四  水样中有机物的测定 

目标：能采用碘量法测定水中溶解氧含量；能够发现、分析并解决测定过程中出现的

常见问题 

教学方法：任务驱动、教学做一体化 

  2    

说明：1、本计划一式三份，一份交教务处；一份主管系、部；一份自己备查（学期授课计划于开学前交主管系、部阅后，于一周内交教学科研处经主管领导批准后方可执行）。 

2、能力导向的理论课：以能力素质培养为中心，以知识、案例讲授为主，体现启发、互动、探究等教学方法和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实训课：以实验、实训、学生分组讨论、角色扮演、

训练等学生做为主；理实一体课：任务引领型、项目教学型、工作过程系统化（学习领域）型等系统化的工学结合一体化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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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肃 农 业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学 期 授 课 计 划 表  

周
次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情  境  与  任  务） 

教    学    要    求    及    重    点 
（综合职业能力导向的知识、素质与能力要点及主要教学方法） 

学 时 分 配 

备  注 
服 务 

能 力 

的 理 

论 课 

实训 

 课 

理实 

一体 

 课 

测 验 
累 计 

学 时 

4 

学习情境二  煤质分析 

目标：通过本学习情境的学习，学生应该能够：了解煤的形成过程，分类，试样的制

备及分析方法分类；掌握煤中水分，灰分，挥发分及全硫的测定原理及测定方法 

教学方法：任务驱动、教学做一体化 

    14  

综合任务一  煤样概述 

目标：通过本次相关知识的学习，学生应该能够：知道煤的组成，分类等相关基础知

识；学会煤试样的制备方法 

教学方法：任务驱动、小组讨论法 

2      

5 

综合任务二  煤的工业分析 

任务一  煤中水分的测定 

目标：通过本次实训，学生应该能够：学会煤中水分的正确测定。能够发现、分析并

解决测定过程中出现的常见问题 

教学方法：实验法、小组讨论法 

 2 2    

任务二  煤中灰分和挥发分的测定 
目标：学会煤中灰分和挥发分的正确测定。能够发现并解决测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教学方法：任务驱动、教学做一体化 
  2    

6 

任务三  煤中固定碳的测定 
目标：学会煤中固定碳的计算方法 

教学方法：任务驱动、教学做一体化 
  2    

任务四  煤质分析基准换算 
目标：知道各种分析基准的换算关系；学会煤质分析基准换算 

教学方法：任务驱动、教学做一体化 
  2    

7 

综合任务三  煤中硫和发热量分析 
目标：知道煤中全硫和发热量的测定原理；学会艾氏卡法测定煤中全硫含量 

教学方法：任务驱动、教学做一体化 
  2    

学习情境三  硅酸盐分析 

目标：通过本学习情境学习，学生应该能够：理解硅酸盐的基础知识及分析系统的概

念；掌握硅酸盐中化合物含量的测定方法及原理；能正确分析测定硅酸盐中主要成分 

教学方法：任务驱动、教学做一体化 

    12  

综合任务一  硅酸盐概述 

任务一  硅酸盐试样分解 

目标：通过本次相关知识的学习，学生应该能够：知道硅酸盐的组成和表示方法；学

会选择合适溶剂，熔融器皿和硅酸盐试样分解方法 

教学方法：任务驱动、小组讨论法 

  2    

说明：1、本计划一式三份，一份交教务处；一份主管系、部；一份自己备查（学期授课计划于开学前交主管系、部阅后，于一周内交教学科研处经主管领导批准后方可执行）。 

2、能力导向的理论课：以能力素质培养为中心，以知识、案例讲授为主，体现启发、互动、探究等教学方法和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实训课：以实验、实训、学生分组讨论、角色扮演、

训练等学生做为主；理实一体课：任务引领型、项目教学型、工作过程系统化（学习领域）型等系统化的工学结合一体化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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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肃 农 业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学 期 授 课 计 划 表  

周
次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情  境  与  任  务） 

教    学    要    求    及    重    点 
（综合职业能力导向的知识、素质与能力要点及主要教学方法） 

学 时 分 配 

备  注 
服 务 

能 力 

的 理 

论 课 

实训 

 课 

理实 

一体 

 课 

测 验 
累 计 

学 时 

8 

任务二  硅酸盐系统分析 
目标：知道硅酸盐系统分析的方法类型；能正确选择常规分析项目的分析方法 

教学方法：任务驱动、教学做一体化 
  2    

综合任务二  硅酸盐分析项目 

任务一  水和烧失量的测定 

目标：明确硅酸盐水分和烧失量的概念，测定方法及原理；学会硅酸盐中水和烧失量

的正确测定 

教学方法：任务驱动、教学做一体化 

  2    

9 

任务二  二氧化硅含量的测定 

目标：通过本次实训，知道二氧化硅含量的测定原理和方法；能依据国家标准对二氧

化硅进行正确检测；能按照原则进行数据记录与结果报告 

教学方法：实验法、小组讨论法 

  2    

任务三  氧化铁含量的测定 

目标：通过本次实验，知道氧化铁含量的测定原理和方法；能依据国家标准对氧化铁

进行正确检测；能按照原则进行数据记录与结果报告 

教学方法：任务驱动、教学做一体化 

  2    

10 

任务四  氧化铝含量的测定 

目标：通过本次实验，知道氧化铝含量的测定原理和方法；能依据国家标准对氧化铝

进行正确检测；能按照原则进行数据记录与结果报告 

教学方法：实验法、教学做一体化 

  2    

测 验 目标：通过本次测验，学生应该能够：掌握所学理论知识；学会实践操作技能    2 2  

11 

学习情境四  钢铁分析 

目标：通过本学习情境的学习，学生应该能够：了解钢铁五元素在钢铁中的存在形式

及影响；掌握钢铁中碳，硫，磷，锰，硅的分析方法类型；学会制备及分解钢铁试样 

教学方法：任务驱动、教学做一体化 

    6  

综合任务一  钢铁概述 

目标：通过本次相关知识的学习，学生应该能够：知道钢铁的分类和牌号表示方法；

能够说出钢铁五元素的存在形式及影响；学会钢铁试样的分解 

教学方法：任务驱动、小组讨论法 

2      

综合任务二  钢铁元素分析 

任务一  钢铁中碳和硫的测定 

目标：知道钢铁中碳和硫的分析方法类型和测定原理；学会燃烧-气体容量法准确测

定钢铁中碳；学会燃烧-碘量法准确测定钢铁中硫 

教学方法：任务驱动、教学做一体化 

  2    

说明：1、本计划一式三份，一份交教务处；一份主管系、部；一份自己备查（学期授课计划于开学前交主管系、部阅后，于一周内交教学科研处经主管领导批准后方可执行）。 

2、能力导向的理论课：以能力素质培养为中心，以知识、案例讲授为主，体现启发、互动、探究等教学方法和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实训课：以实验、实训、学生分组讨论、角色扮演、

训练等学生做为主；理实一体课：任务引领型、项目教学型、工作过程系统化（学习领域）型等系统化的工学结合一体化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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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肃 农 业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学 期 授 课 计 划 表  

周
次 

主  要  教  学  内  容 
（情  境  与  任  务） 

教    学    要    求    及    重    点 
（综合职业能力导向的知识、素质与能力要点及主要教学方法） 

学 时 分 配 

备  注 
服 务 

能 力 

的 理 

论 课 

实训 

 课 

理实 

一体 

 课 

测 验 
累 计 

学 时 

12 

任务二  钢铁中磷和锰的测定 

目标：知道钢铁中磷和锰的分析方法类型和测定原理；学会磷钼蓝光度法准确测定钢

铁中磷；学会硝酸铵氧化还原滴定法准确测定钢铁中锰 

教学方法：实验法、教学做一体化 

  2    

学习情境五  肥料分析 

目标：通过本学习情境的学习，学生应该能够：了解肥料的作用和分类；知道肥料中

氮和钾的存在形式；知道肥料中氮的测定原理及方法；学会酸量法测定氨态氮和四苯

硼酸钾重量法测定钾含量 

教学方法：任务驱动、教学做一体化 

    8  

综合任务一  肥料概述 

目标：通过本次相关知识的学习，学生应该能够：知道肥料中氮和钾的存在形式；能

按照规则进行采样 

教学方法：任务驱动、小组讨论法 

2      

13 
综合任务二  肥料分析 

任务一  肥料中氮的测定 

目标：知道肥料中氮的测定原理及方法；学会酸量法测定氨态氮 

教学方法：任务驱动、教学做一体化 
 2 2    

14 

任务二  肥料中钾的测定 
目标：知道肥料中钾测定原理及方法；学会四苯硼酸钾重量法测定钾含量 

教学方法：任务驱动、教学做一体化 
  2    

总复习 
目标：系统理解本学期所学内容 

教学方法：讲授法、读书指导法 
2    2  

 合  计  8 8 38 2 56  

         

         

         

         

说明：1、本计划一式三份，一份交教务处；一份主管系、部；一份自己备查（学期授课计划于开学前交主管系、部阅后，于一周内交教学科研处经主管领导批准后方可执行）。 

2、能力导向的理论课：以能力素质培养为中心，以知识、案例讲授为主，体现启发、互动、探究等教学方法和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实训课：以实验、实训、学生分组讨论、角色扮演、

训练等学生做为主；理实一体课：任务引领型、项目教学型、工作过程系统化（学习领域）型等系统化的工学结合一体化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