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3 卷  第 21 期 包 装 工 程  

   2022 年 11 月   PACKAGING ENGINEERING  ·107· 

                            

收稿日期：2022–07–15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2101467）；南京林业大学教学质量提升工程项目 

作者简介：谈继淮（1988—），男，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生物基材料助剂 

林业高校的材料与化工专业课程建设与实践 

谈继淮，张雄飞 
（南京林业大学 化学工程学院，南京 210037） 

摘要：目的 基于“双碳”背景下探究林业高校材料与化工专业课程建设与改革，构建符合新材料产业发

展潮流及体现林业高校特色的新型材料与化工专业。方法 依托南京林业大学“双一流”学科建设平台，

通过设置林源材料特色课程、创建“产学研”合作平台的方式，实现林业高校材料与化工特色专业产教融

合的课程建设。结果 通过材料与化工的课程建设，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助力材料与化工发展、拥

有实践创新能力的优秀人才。结论 通过特色产教融合，实现学生专业知识、科学素养和社会就业能力

的多重提升。 

关键词：林业高校，材料与化工，产教融合，一流学科，创新实践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63(2022)21-0107-05 

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22.21.014 

Cours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Materials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in Forest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N Ji-huai, ZHANG Xiong-fei 

(College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and reformation of materials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ased on background of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zation, to build a new-type major 

of materials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that not only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rest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ut 

also is more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terial industry. Through setting forestry featured courses relying on the 

platform of first-class disciplines in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and building a platform that integrated “industry, educa-

tion and research”, the course construction that integrated industry and education of materials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in 

forestr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as achieved. Course construction of materials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could cultivate 

excellent talents who met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materials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have practical and innovative ability. Integration of special industry and education ca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i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social employ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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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石，是人类文明的物质

基础，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科技水平快速发展的先

锋。材料发展水平的高低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力

强弱的标准之一，大力发展高端新材料已成为世界大

国的发展共识。中国是材料产业大国，金属材料、建

筑和高分子等材料的产量与消费量均居全球首位；然

而，我国材料领域仍存在资源利用率低、能耗高、污

染严重、新兴材料创新能力不足和高层次专业人才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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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等突出问题。在此背景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联合

教育部增开了基于材料和化学工程双学科交叉的材

料与化工专业硕士学科[1]，旨在通过增强研究生的创

新实践能力、培养专业人才队伍，推动现有材料产业

结构升级。然而，高校现有材料与化工专业的核心课

程多是建立在“石油化工”基础上[2]，滞后于国家“双

碳”发展战略提出的绿色发展之路。如何建立契合于

国家“双碳”战略部署，培养“双碳”目标的高质量人才

是材料与化工专业核心课程改革的重要研究方向。 

相较于其他高校，“双碳”战略背景下林业高校材

料与化工专业硕士学科的课程建设更具独特优势。首

先，林业高校在办学的历程中，对天然产物尤其是林

业特色生物质材料（如纤维素、木质素、非食用木本

油脂等）从培育到利用都具有深刻的理论知识储备和

良好的利用能力。此外，由于林业高校的“双一流”学

科往往都是以林业资源为基础，这更有利于生物质材

料专业的发展。林业高校在材料与化工专业的建设过

程中仍存在授课内容过于宽泛[3]，没有自己的特色或

侧重点；专业发展滞后无法紧跟国家政策的步伐或时

代发展趋势；课程理论知识传授与实际应用严重脱节

等问题，这严重制约了林业高校在“双碳”目标下培养

高质量人才的能力。 

基于上述问题，文中首先从国家和社会发展要求

方面阐述材料与化工专业建设的必要性，其次以作者

所在林业高校——南京林业大学为例，举例说明林业

高校在材料与化工专业硕士学科建设方面存在的问

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旨在为建设林

业高校特色的材料与化工专业课程建设添砖加瓦。 

1.  材料与化工专业建设的必要性 

1.1  我国材料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然要求 

中国是材料制造大国，但我国材料产业主要以石

油化工等传统材料化工为主，且技术水平不高、生产

过程存在“能耗大”、“污染重”等问题[4]。推动材料产

业结构升级、突破关键材料的核心制备技术从而实现

材料行业的高速、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的关键在于

拥有专业的高层次人才，因此通过材料与化工专业的

学科建设，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是材料化工行业

升级转型的必然要求。 

1.2  国家“双碳”战略对材料化工专业建设

提出更高要求 

“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战略是事关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战略决策，

既体现了我国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决心，又充分

彰显了中国言必信、行必果的大国担当。“双碳”战略

的实行不可能是一蹴而就，需要平衡国民经济增长和

环境保护之间的协同关系。材料化工产业是国民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掌握材料化工核心制备技术特别是

生物质材料的核心制备技术既是国民经济快速发展

的保障[5]，同时也是实现“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

当前我国材料与化工的发展尤其是生物质材料化工

的发展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尚不能满足国家战略需

求。在此背景下，材料与化工专业朝着生物质材料的

开发利用方向进行转型已是势在必行。高等林业院校

作为生物质材料研究的主力军，构建能满足国家战略

需求的生物质材料课程体系已是迫在眉睫。 

1.3  课程高质量建设和学生就业的迫切需求 

课程质量的好坏不仅关乎学生的学习兴趣，更直

接影响学生 终的就业情况。当前，材料与化工专业

的课程设置和授课方式主要建立在教师的讲授上，这

样容易形成“剃头挑子一头热”，学生的学习兴趣大打

折扣，很容易将课程变成“水课”。消灭“水课”、建设

“金课”逐渐成为高等学校乃至社会的普遍共识，林业

高校肩负推动落实国家“双碳”政策和“生态文明”建

设的双重使命，更应该落实好材料与化工专业课程建

设，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为社会和国家提供更多的专

业性人才 [6]。 

此外，为推动节能减排、实现绿色发展，许多新

材料企业都注重生物基材料和环保型材料的研发[7]，

因此，在企业招聘过程中，更偏好于拥有生物质材料

研发经历的学生，故而加强材料与化工特别是生物质

材料专业的建设是实现学生在这类企业快速就业的

内在要求。 

2  林业高校材料与化工专业建设过

程存在的问题 

2.1  课程内容未聚焦林业高校学科特色 

以作者所在高校南京林业大学的材料与化工专
业硕士学科为例，学生必须课程包括：高等有机化学、
精细有机合成、工业催化、合成树脂、有机化合物色
谱分析等，专业授课范围较为宽泛且有重复，未能体
现林业高校的学科特色。课程内容设置上缺乏材料与
化工专业前沿动态的课程内容，不利于培养学生前瞻
性思维。 

2.2  课程发展与双一流学科建设结合度不高 

“双一流”学科建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

工程，南京林业大学是国家首批“双一流”学科建设高

校，其中林业工程为我校一流学科。目前，我校的材

料与化工专业的硕士学科建设并未及时与我校特色

学科林业工程相结合，缺少契合度更好的教学大纲和

专项发展基金，导致学科发展滞后和专业性师资人才

缺失，高层次材料与化工专业的人才培养能力有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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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 

2.3  课程建设与企业实践紧密度不高 

林业高校的材料与化工专业在建设过程中，往往

注重于基础性研究，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实践教学平台

的建设以及企业实践应用[8]，学生的研究课题和方向与

企业需求呈现“脱节”现象，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学生的就

业问题。同时，还会导致林业高校的材料与化工专业在

社会上的认可度不高，影响该专业的后续发展。 

3  课程建设的举措 

3.1  开设具有林业高校特色的材料与化工

专业课程 

为了更好地契合我校一流学科林业工程，促进材

料与化工专业朝着生物质材料和碳捕捉回收方向发

展，建议除了材料与化工专业的基础课程外，开设生

物质能源与材料，生物质材料化学制备技术，生物质

材料转化技术前沿和二氧化碳回收及应用技术等 4

门课程，如图 1 所示。生物质能源与材料主要介绍生

物质材料制备的原料来源，属于材料与化工专业的基

础课程；而生物质材料化学制备技术则是从化学原理

角度阐释从生物质原料如何转换为现代社会赖以生

存的材料；基于这两门课程的重要性，应设置为研究

生课程的必修课程。相比较而言，生物质材料转化技

术前沿主要介绍生物质材料转化技术的研究现状、技

术进展和推广应用等，更强调生物质材料的前沿技术

动态[9-10]，旨在为学生提供生物质材料前沿技术发展

的概况；而二氧化碳回收及利用技术则是为了呼应国

家“双碳”发展战略，主要介绍二氧化碳捕捉、回收和

应用的新技术、新方法，旨在为学生提供二氧化碳回

收及利用的前沿技术发展概况；这两门课程应设置为

研究生的选修课程。 

3.2  采用先进教学方式 

在课程建设的过程中，应将课堂知识讲授和学生

汇报、课下师生互动、课后创新思考三个维度结合起

来，形成一套先进的教学体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更好地引导学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3.3  建立“产学融合”的特色教学模式 

材料与化工专业在教学过程中既要体现林业高

校的自身优势学科，又要实现材料工程与化学工程

的交叉融合，形成林业高校特有的教学内容 [11]。此

外，为了更好地契合企业实际需求，材料与化工专

业建设的承担单位还应该在上述课程体系上加强与

先进企业的合作，形成一套特色的产学融合教学模

式，如图 2 所示。这样既做到了课程知识的学习，

又实现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的接轨。例如，一些

重点必修课的教学目标必须统一，学生掌握必修科

目的理论知识；学院与生物质材料领域高、精、尖

企业开展合作，学院或导师为学生定制培养方案，

派遣学生前往具有研究生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等

实践基地的企业实习。 

 

 

 
图 1  林业高校材料与化工专业特色课程开设 

Fig.1 Setting up characteristic courses for materials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in forestry university 

 
在企业实习的过程当属实践课程，企业应聘请

具有较高科研水平和产业经验丰富的企业人员作

为学生的校外导师、挑选拥有与课程内容相匹配的

科研设备和科研条件、能够满足学生日常科研工作

和生活的实习场所 [12]。在企业学习工作的过程中，

学生应该兼顾理论和时间相结合。因此，课程内容

首先须体现基础知识的学习，在此基础上增加实际

操作的过程，使学生在理解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培

养学生解决材料制备过程中存在的系列问题，激发

学生的科研和实践兴趣。以日常所见的油墨连接

料——二聚酸聚酰胺为例，企业导师首先应介绍二

聚酸聚酰胺是什么，以及合成二聚酸聚酰胺的原料

来源（植物油）；再从化学原料角度阐释聚酰胺的实

验室小试制备过程及合成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工艺参

数、根据工艺参数，确定适宜的工艺条件；然后根

据工程经验介绍二聚酸聚酰胺在工业放大过程中可

能存在的一系列工程问题及相关的解决方案； 后

介绍二聚酸聚酰胺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

些操作事项以及生产工艺符合国家“双碳”战略目标

的原因，让学生从原料来源到产业应用都有一个清

晰的认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还应该注

重学生的动手能力，通过前期的讲解，让学生分组

进行小试实验，并完成油墨配方设计。 后，企业

导师应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有意识地将学科交叉知

识传授给学生，培养学生利用交叉学科解决工业化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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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产学融合特色教学模式 
Fig.2 Characteristic teaching mode of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learning 

 

4  培养材料与化工专业“双创”人才 

4.1  创新创业的重要性 

“创新是第一生产力”在历史经验和社会发展过

程中得到了充分验证。只有力争创新走在世界前列，

牢牢把握住核心技术，才能保证中国的高质量发展不

受制于人，因此，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背

景之下，高等林业院校材料与化工专业应肩负起为社

会培养创新、创业“双创”型人才的责任。创新、创业

能力的提升对于大学生个人的发展和社会企业的发

展乃至整个国家的繁荣昌盛都有积极意义[14]。 

4.2  重视科技创新竞赛 

科技创新竞赛是学生培养方案中重要的开放性

实践环节[15]。林业高校材料与化工专业的学生亦是如

此，高校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创新创业社会实践，是创

新、创业教育的集中体现，应该得到重视。为此，南

京林业大学应高度重视并鼓励我校材料与化工专业

师生，积极参加“互联网+”等创新、创业大赛；由导

师带队、学生组队，在创新创业过程中，通过学生积

极实践和共同协作等方式熟悉企业的日常运行，为学

生毕业后的成功创业打下坚实基础。此外，创新、创

业比赛还有利于拓宽学生思维，将生物质材料方面取

得的理论成果应用于实践，不仅可以满足国家和社会

需要，还可以助力于我校的“双一流”学科建设。 

5  结语 

通过对林业高校现有材料与化工专业课程建设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提出了体现林业高校特

色课程和产教融合相结合的林业高校特色教学模式，

使林业高校的材料与化工专业更加契合于国家“双

碳”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战略；此外，改革后的

材料与化工专业与林业高校的“双一流”学科联系更

加紧密，可依托“双一流”学科建设平台，使学生在学

习课程中能接触到 先进的思想理念与科学知识，培

养学生在科研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使学生成长为国

家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专业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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