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西学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化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分析检验） 

 

一、专业名称、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化学   

    专业代码：070301 

专业简介:化学专业于 2001 年开始招生，2013 年确定为甘肃省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多年来，

化学专业在人才培养质量、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和实验室建设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已建成无

机化学、有机化学和物理化学三门省级精品课程，物理化学省级网络精品课程，化学基础课程省级

教学团队，基础化学实验课程教学团队、甘肃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甘肃省河西走廊特色资源利用

重点实验室。中心及实验室有扫描电子显微镜、核磁共振等仪器设备共计约 3000 万元，设施功能

完善，使用率 100%。专业现有一支素质良好、结构优化、富有活力、相对稳定的师资队伍，专任

教师 28 人，其中教授 7 人，副教授 6 名，高级实验师 3 名，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6 人，硕士以上学

历教师占 89.3%。化学专业为地方学校和企业培养了一大批化学教育工作者和专业人才。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立足河西、面向甘肃、辐射周边，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身心健康、视野

开阔，掌握化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现代分析检测方法及相关数学、物理、化工基础知识；接受

科学思维、科学研究和工程能力训练，具有较好科学素养、较强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毕业后能在

化学、制药、食品、环境等行业从事分析检验的应用型人才。 

三、基本要求 

本专业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 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健康的审美观和基本的审美能力；有高度的社会

责任感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具备较好的人文、科学素养和健康的心理素质、积极的人生态度；能够

适应科学、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2. 掌握化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实验技能，接受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初步训练,具有较

强的创新意识，能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药物分析、食品分析及环境检测中遇见的问题。。 

3. 掌握体育运动相关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和生活习惯，达到国家规定

的大学生体育锻炼合格标准。 

4. 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的基本方法。了解本专业发展

现状、新技术及新设备发展动态。 

5. 掌握一门外国语言，能阅读和翻译本专业外文资料，有较好的听、说、读、写能力。 

6. 了解计算机基本原理，熟练应用计算机基本技术。 

 

基本要求 实现途径 

科学知识 

人文、科学知识 通识教育平台课程 

专业知识 学科基础课、专业基础课 

相关领域科学知识 专业选修课 

专业能力 

药物分析基础知识、技术 专业方向课及相应实践环节 

食品分析基础知识、技术 专业方向课及相应实践环节 

环境检测基础知识、技术 专业方向课及相应实践环节 

实验技能 化学实验 

科研能力 
毕业论文、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竞赛、大学生科

技创新等 

综合素质 

思想、道德素质 通识教育课程、导师培养、军事理论、军事训练 

优良的身体素质、良好的生活习

惯 

体育课、早操、社团活动、运动会；学院、学校组

织的各项体育活动、精神文明月活动、专业实习等

 

四、主要课程 

1.大类学科基础课程：  

专业导论、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化学实验安全与规范。 

2.专业学科基础课程： 

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现代仪器分析、物理化学、结构化学、化学工程基础、环境

监测、药物分析、食品分析。 

3.专业方向选修课程： 

化学信息学、化学专业英语、有机分析、高分子化学、环境化学、计算机在化学中的应用、材

料科学基础、如何写好科研论文等。 
4.实验课程： 

无机化学实验、分析化学实验、有机化学实验、物理化学实验、高分子化学实验、现代仪器分

析实验、综合化学实验、环境监测综合实验、药物分析实验、食品分析实验。 



五、毕业要求及授予学位 

本专业学生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 170 学分，其中：通识教育课程 53 学分，

专业教育课程（含学科基础课程）72 学分，完成所有实验实践教学环节，实践创新平台课程学分

达到 45 学分，外语考试成绩符合本科毕业生的要求，通过论文答辩者，准予毕业。符合学校学位

授予条件者，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六、教学时间、学分分布表 

课程 
类型 课程模块 课程 

性质 
学分
数 

总学
时数

各学期学时数 学分
比例 备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通识教育 
平台 

通识教育公共必修课程 必修 45 672 216 168 136 152   26.47  

通识教育核心选修课程 选修 8 128 32 32 64   4.71%

专业教育 
平台 

学科基础课（含大类） 必修 16 256 96 64 48 48   9.41%

专业基础课程 必修 38.5 616 56 128 128 128 176   22.65

专业方向选修课程 必选 13.5 216 16 24 64 96 16 7.94%  

职业教育课程 选修 6 96      96   3.53%  

实践创新
教育平台 

实验（实训）课程 必修 18 568 48 80 160 96 72 112   10.59  

集中实践教学环节 必选 17 16+2

6 周

16+2
周 1 周 1 周 3 周 1 周 6 周  12周 10.0%  

课外实践与创新创业 

训练
必修 8 6   2 周    6 周  4.70%  

合  计  170 2568
+32

448+
2 周

496+
1 周

504+
3 周

486+
3 周

312+
1 周

208+
6 周

96+6
周

16+1
2 周

  

 

七、课程设置、教学计划表 

（一）通识教育课程（53 学分） 

修读要求：通识教育课程由通识教育公共必修课程和通识教育核心选修课程两部分组成。通识

教育公共必修课程，修满 45 学分，通识教育核心选修课程，修满 8学分。 

1.通识教育公共必修课程（45 学分） 

课程 
模块 

课程 
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
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辅修 
课程 

备注 

思想 

政治 

理论 

课程 

10141110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48 3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院制定，党
委宣传部、教务处审定 10141110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5 64 4 考试  

1014111002 中国近代史纲要 3 48 2 考试  



101411100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48 1 考试  

1014111005 形势与政策 2 32 1-4   
马克思主义学院统一组
织实施 

小  计 16 240     

军事课程 
 军事理论 2  1   军事技能训练 2 学分已

纳入实践课程体系中。 小  计 2 32    

大学英语

课程 

1012111001 大学英语 I 4 64 1 考试  

学生每周至少要在自主
学习中心完成 1 学时的
英语自主学习。 

1012111002 大学英语 II 3 48 2 考试  

1012111003 大学英语 III 3 48 3 考试  

1012111004 大学英语 IV 3 48 4 考试  

小  计 13 208    外语课程不低于 13 学分 

大学计算

机基础 

1035211001 大学计算机基础（综合） 2 32 1/2 考试   

1035211009 C 语言程序设计 2 32 1/2 考试   

小  计 4 64     

大学体育
课 

1052111001 大学体育Ⅰ 1 32 1 考查  
体育技能基础课程 

/体育创新课 

/体育俱乐部 

/体育保健课 

1052111002 大学体育Ⅱ 1 32 2 考查  

1052111003 大学体育Ⅲ 1 32 3 考查  

1052111004 大学体育Ⅳ 1 32 4 考查  

小  计 4 128     

健康教育
课程 

 健康教育 2 32 1   由校医院和学工部心理
健康教育中心组织实施 小  计 2 32    

创新创业
教育类必
修课程 

 创新创业基础 2     
由创新创业学院会同学
工部、就业指导中心指定
计划并组织实施 

 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2     

小  计 4     

合计 45 672     

2.通识教育公共选修课程（8学分） 

课程模块 学分 
总 

学时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辅修
课程 

备注 

人文素养与传统文化 2 32 春秋 考查  
要求在四大模块中选修 8 学分以上的非本专业相近课程（至少要覆
盖 3 个模块以上），其中，非艺术类学生选修艺术与审美类课程不
少于 2 学分，学生参加艺术社团活动，取得校级以上艺术成果可抵
艺术审美类课程学分，学分认定工作由相关学院会同教务处组织实
施。理工农医类专业学生选修人文素养与传统文化类不少于 2学分；
经管、教育、文史法、艺术类专业学生选修科学探索与技术创新类
或卫生健康与生态文明类课程不少于 2 学分；教师教育类专业学生
选修人文素养与传统文化类课程不少于 2 学分。建议每学期修读 2

学分，在前 4 学期内完成。 

课程目录另附。 

体育艺术与审美体验 2 32 春秋 考查  

科学探索与技术创新 2 32 春秋 考查  

卫生健康与生态文明 2 32 春秋 考查  

（二）专业教育课程（74 学分） 

修读要求：学生应在学科基础课中修满 16 学分，专业基础课程中修满 38.5 学分，专业方向选

修课程修满 13.5 学分。在职业教育课程模块须修满 6学分。 

专业课程计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 

模块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 

学时

开设

学期

考核

方式

辅修

课程
备 注 

专业

教育

平台 

大类学科
基础课程 

1031121181 高等数学（C）Ⅰ 4 64 1 考试

1031121182 高等数学（C）Ⅱ 4 64 2 考试

1032121181 普通物理Ⅰ 3 48 3 考试

1032121182 普通物理Ⅱ 3 48 4 考试

小计 14 224

专业 

学科 

基础 

1033121001 化学导论 1 16 考查

化学实验安全与规 1 16 考查

小计 2 32

专业 

基础 

课程 

1033121002 无机化学Ⅰ 3.5 56 1 考试

1033121003 无机化学Ⅱ 4 64 2 考试

1033121004 分析化学Ⅰ 4 64 2 考试

1033121005 有机化学Ⅰ 4 64 3 考试

1033121010 现代仪器分析 4 64 3 考试

1033121006 有机化学Ⅱ 4 64 4 考试

1033121007 物理化学Ⅰ 4 64 4 考试

1033121008 物理化学Ⅱ 4 64 5 考试

1033121011 结构化学 4 64 5 考试

1033121012 化学工程基础 3 48 5 考试

小  计 38 5 616

专业 

方向 

选修 

课程 

1033121015 生活英语听说 1 16 1 考查

1033121009 化学信息学 1.5 24 2 考查

1033121013 化学专业英语 2 32 5 考查

1033121014 高分子化学 2 32 5 考查

1033123006 有机分析 2 32 7 考查

1033123001 计算机在化学中的 2 32 7 考查

1033123007 材料科学基础 2 32 7 考查

1033123008 环境化学 2 32 7 考查

1033123012 有机合成 2 32 7 考查

1033123013 药物化学 2 32 7 考查

1033121016 如何写好科研论文 1 16 8 考查

小  计 13 5 216

职业 

教育 

课 

1033121015 药物分析 2 32 6 考查

1033121016 食品分析 2 32 6 考查

1033121017 环境监测 2 32 6 考查

小计 6 96



合计 74 928

 

（三）实践实习、创新创业课程（43 学分） 

实践创新平台课程计划表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课程编号 
学
分

总 
学时

讲
授

实
验

建议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主要开
课学院 

备注 

实验
实训
课程 

无机化学实验（Ⅰ） 1033131001 1.5 48  48 1 考查   

无机化学实验（Ⅱ） 1033131002 1 32  32 2    

分析化学实验（Ⅰ） 1033131003 1.5 48  48 2    

分析化学实验（Ⅱ） 1033131004 1.5 48  48 3    

仪器分析实验（含
仿真） 1033131009 1.5 48  48 3    

有机化学实验（Ⅰ） 1033131005 1.5 48  48 3    

有机化学实验（Ⅱ） 1033131006 1.5 48  48 4    

物理化学实验（Ⅰ） 1033131007 1 32  32 4    

物理化学实验（Ⅱ） 1033131008 1 32  32 5    

高分子化学实验 1033131010 0.5 24  24 5    

普通物理实验（Ⅰ） 1032131110 0.5 16  16 3    

普通物理实验（Ⅱ） 1032131110 0.5 16  16 4    

化学工程基础实验 1033131011 0.5 16  16 5    

综合化学实验 1033131012 2 32  32 6    

药物分析实验 1033131013 1 32  32 6    

食品分析实验 1033131014 1 48  48 6    

小计 18 568       

集中
实践
教学
环节 

入学教育  1 16   1 考查 
学工部 
各学院 

 军事技能  2 2 周   1 考查 

公益劳动  2 4 周   2-5 考查 

思政实践  2 2 周   4 考查 马院等  

毕业论文  6 12 周   8 考查   

专业实习  4 4 周   6 考查  非教师教育类
各专业自主设
置 环境监测  2 2 周   6 考查  

 
小计 17

16+2
6 周

    
 

 

课外
实践 
创新

社会实践  2 2 周   1-6 考查 团委  



创业
训练 

素质拓展与创新创
业训练 

 6 6    考查 

各学院 
创新创
业学院 
团委等 

按照河西学院
学生素质拓展
与创新创业教
育学分实施办
法等相关规定
认定学分 

小计 8 8 周       

合计 43
16+3
4 周

      

八、说明 

1. 本专业培养方向为分析检验方向。基本学制 4 年，实行弹性学制，修业年限 3-6 年。 

2. 本专业分析检测实习时间为 4 周，安排在第 6 学期末进行，可校外或校内外结合方式进行。 

3. 毕业论文的开题环节应在第 7 学期完成，研究、设计、撰写环节在第 8 学期进行，答辩于第 8

学期 5 月底结束。 

九、主干课程及其介绍 

1. 无机化学  120 学时 

先修课程：无 

课程简介：无机化学是化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和先修课程。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元素周期律、近代物质结构理论、化学热力学、化学反应速率、化学平

衡、电解质溶液、氧化还原反应等无机化学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重要元素和化合物知识等。 

设置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理解和掌握无机化学基本原理，较系统地掌握重要元素和化合物的

主要性质、结构、变化、规律和用途，掌握化学基本计算，为今后从事化学教学或应用化学工作和

学习后续课程打下基础。 

使用教材：北京师范大学等，《无机化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参考书目：大连理工大学，《无机化学》（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宋天佑等，《无机化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 有机化学  128 学时 

先修课程：无机化学 

课程简介：有机化学是化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以无机化学为先修课程。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有机化合物的基础理论和重要类型，有机化合物的命名、结构、性质，

有机化学反应的基本类型及规律，重要有机化合物的合成方法等。 

设置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较系统地掌握各类典型有机化合物的命名、结构和性质，掌握有机

化学反应的基本类型，部分经典的有机化学反应的机理，以及一些较简单的有机化合物的合成方法，

初步掌握立体化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能运用电子效应和空间效应来解释一些有机化合物的结

构和性能的关系，初步了解测定有机化合物结构的近代物理方法及学科发展的新动向和新成果。 

使用教材：李景宁，《有机化学》（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参考书目：胡宏纹，《有机化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古练权等，《有机化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3.分析化学  64 学时 

先修课程：无机化学 

课程简介：分析化学是化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以无机化学为先修课程。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运用物理和化学的原理，定性和定量分析化合物组成的基本方法及基础

理论。 

设置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较系统地掌握分析化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较深刻地理解水溶液中

化学平衡及其在分析化学中的应用，了解常见离子的系统分析方法，掌握滴定分析、重量分析和光

度分析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了解现代仪器分析的概况，掌握几种常见仪器的使用方法及分析化学中

数据处理的基本方法。 

使用教材：武汉大学，《分析化学》（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参考书目：李龙泉等，《定量化学分析》（第二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华中师范大学等，《分析化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4. 现代仪器分析  64 学时 

先修课程：无机化学、分析化学 

课程简介：现代仪器分析是化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以无机化学、分析化学为先修课程。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利用光、电、热、声、磁等或物理化学性质来确定其化学组成、含量以

及化学结构。 

    设置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仪器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方法特点；仪器的工作原理和构造； 

仪器分析的定性、定量分析方法及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初步具有应用此类方法解决生产与科学研究

相应问题的能力。 

使用教材：朱明华，胡坪编.《仪器分析》.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参考书目：刘约权编.《现代仪器分析》.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张华，刘志广编.《仪器分析简明教程》.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5.物理化学  128 学时 

先修课程：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高等数学 

课程简介：物理化学是化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以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和高等数学为

先修课程。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化学热力学、电化学、化学动力学、表面现象和胶体化学等。 

设置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理解和掌握化学热力学、化学动力学、电化学和胶体化学等基础知

识和基础理论，能运用热力学基本原理处理溶液、相平衡、化学平衡和电化学等方面的问题，能运

用化学动力学方法讨论化学反应速率和机理，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使用教材：傅献彩，《物理化学》（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参考书目：万洪文，《物理化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天津大学，《物理化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6.化学工程基础  48 学时 

先修课程：物理化学、高等数学 

课程简介：化学工程基础是化学专业的主干课程。 

设置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理解和掌握传递过程（流体动力过程、传热过程及传质过程的吸收

和蒸馏）的基本原理；化学反应工程中基本反应器原理，物料停留时间分布和流动模型原理，并学

会生产中一般性的设计和分析处理实际问题的方法；掌握硫酸、合成氨等基本化工原料的合成工艺。

为将来从事化学、化工工作打下基础。 

使用教材：张近，《化工基础》（第一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参考书目：陈敏恒，《化工原理》（第二版），化学工业出版社。 

王永成，《化学工程基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7.结构化学 64 学时 



先修课程：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 

课程简介：结构化学是化学专业的主干课程，无机、有机、分析和物理化学为先修课程。 

设置本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了解现代量子化学理论和各种物理测试方法的基本原理，理解对薛

定谔方程及波函数物理意义的描述，了解对最简单的体系和模型进行量子力学处理的数学方法，掌

握所得结论的物理意义及由此得到的新概念、新规律，能用这些概念和规律定性和半定量的分析比

较复杂的化学现象。掌握用群论处理对称性规律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了解晶体化学的基本原理、

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以及物理测试方法的基本原理。 

使用教材：周公度、段连运，《结构化学基础》（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参考书目：李炳瑞，《结构化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王军，《结构化学》，科学出版社。 

方案制定负责人：石彦龙 

方案制定组成员：王永生、吴冬青、王俊科、齐亚娥、任雪峰、林敏、金小青、闫盆

吉、李振、于立波、尤兴梅、刘彩云 

方案制定执笔人：石彦龙 

教学副院长审核：王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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