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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专业课是进行课程思政的主战场，对专业课进行课程思政改革，可润物细无声地实现“教书”与“育

人”职能。本文在分析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程进行“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意义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程思政”改革的途径，以期为环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程真正实现“教书”与“育

人”的双重目标提供理论与应用依据。 
 
关键词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教书育人 

 
 

The Investigation of Air Pollution Control 
Engineering Teaching Innovation Based on 
Concept of “Cours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usen Qiu, Jieyun Liu, Haiyang Zhang, Yu Wang 
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Surveying Engineering,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Anhui 
 
Received: Dec. 19th, 2022; accepted: Jan. 22nd, 2023; published: Jan. 29th, 2023   
 

 
 

Abstract 
The main battlefield of cours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he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university. The reform of cours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professional 
courses can silently achieve the double purposes of teaching and educating. In this study, we ana-
lyz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form of cours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air pollu-
tion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course, and the paths for the reform of air pollution and control en-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1022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1022
https://www.hanspub.org/
https://fanyi.so.com/#%20concept


邱虎森 等 
 

 

DOI: 10.12677/ces.2023.111022 133 创新教育研究 
 

gineering cours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ere importantly discussed.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supply a basis of theory and application for the achievement of double purposes of 
teaching and educating for the air pollution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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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气污染问题日趋严重。与此同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对环境

质量，尤其是对空气质量的要求日渐增加。二者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伴随着我国大气污染由单一型(煤
烟型)向复合型污染(机动车和煤烟复合型)的逐步转变[1]，国家及社会对大气污染治理方面专业人才的需

求日益提高，不仅要求高校培养的大气污染治理专业人才具有过硬的专业理论与实践素质，也要求他们

具有较好的德育素养[2]。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教师不能仅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

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3] [4]。这为新时代的高校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学生的

专业知识、能力培养等不再是终极目标，立德树人才是更高层次的育人目标。因此，培养具有高尚道德

素养、练就扎实专业技能的大学生才是堪当社会主义事业重任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实践表明，“课程思

政”建设是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重要载体，将课程思政贯穿于高校教学的全过程具有重要意义[5] [6]。2020
年，教育部提出高校要明确所有课程的育人责任，推动每位专业课教师开展“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做

到课程门门有思政，教师人人讲育人[7]。在高校教育教学过程中，专业课程体量大、覆盖面广，从某种

意义上来讲，其思想政治教育要比思想政治课程更具影响力[2]。因此，在专业课教学中，如何融入“课

程思政”元素，充分发挥专业课程的思政育人作用，是当前专业课程思政教育研究的热点。 
综上所述，大学进行思政教育的主战场是专业课，在对专业课进行“思政”改革的过程中，要充分

挖掘其“思政”元素，将思政教育融入课程教学的各个环节，通过设计合理的思政教育内容，潜移默化

地引领学生的情感与价值观，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并重，润物细无声地实现“教书”与“育

人”职能[8] [9]。大气污染控制工程作为环境工程专业本科教学中的专业核心课程，开展“课程思政”教

学改革，将“思政”元素融入课堂理论、实践教学过程，对课程发挥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2.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程思政改革的意义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程为宿州学院环境工程专业本科生的专业核心课程，在专业人才培养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该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大气污染防控及治理等方面的知识、能力及素养，使学生认识大气污

染的本质，明确气态及颗粒态污染物扩散的机制，掌握大气污染预防及治理技术的基本原理、主要设备

和典型工艺的原理及应用，培养学生解决我国大气污染问题的能力，体现了对学生“知识–技术–能力”

的培养目标[3]。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程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其知识体系及应用价值不断得到广泛的关注与重视。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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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白云的保障需要大气污染控制工程的持续发力及稳步落实。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程是“生态文明”、

“美丽中国”建设的核心内容，其教学目标高度契合了知识获取、能力培养、价值塑造的“课程思政”

教学价值取向。因此，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程具有“课程思政”改革的先天优势。深入挖掘该课程的“思

政”元素，并进行有机融合，真正达到“生态文明进心中”的育人目标。 

3.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程思政教学改革途径 

3.1. 完善课程设计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的教学活动是在整个时代大背景下进行的，针对层出不穷的大气污染空气问

题和各种防治技术手段，可充分激发同学们学习兴趣。根据宿州学院环境工程专业 2019 版培养方案要求，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程为专业核心课程，总学时 48 学时，共 3 个学分。在保证理论教学的同时，为

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同时配备有《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实验》，为 16 个学时，1 个学分，以及《大气污

染控制工程课程设计》，为 18 个学时，1 个学分。本课程采用郝吉明主编的国家级规划教材《大气污染

控制工程》(第四版)，共 12 章内容。教学内容较多，主要包括大气污染及其污染源、大气气象学、扩散

浓度估算模式、颗粒污染物及除尘装置、气体污染物控制技术等基本理论和技术[10] [11]。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程在传授给学生基本的大气污染防治理论及技术技能的同时，还要承担起

价值引领、立德树人，培养和塑造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功能和任务。在课程设计

中，要注意在理论知识传授及专业技能培养的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永远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积

极应对区域性复合大气污染、实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关注大气污染物的人体健康效应，培养学

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强烈的家国情怀、恪守环境人的职业道德，积极投身到大气环境治理事业中。例如，

在第 12 章“大气污染与全球气候”中，主要包括温室气体与全球气候、臭氧层破坏、酸雨三部分内容，

在讲解温室气体与全球气候部分时，要插入“碳达峰、碳中和”的内容。我国在 2020 年 9 月提出了“中

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在 2030 年前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12]。我国提出的双碳目标，既展现了我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同时也对我国新形势下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环境工程专

业的学生，要积极投身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行动中，积极做低碳生活的倡导者、践行者和宣传者。 

3.2. 提升教师课程思政素养 

在传统的教学中，对于《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这门工程性较强的专业课程，多数教师往往专注于专

业理论与技术的传授，但忽视了“立德树人”的目标，这种传统教育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今社会对于大

气环境人才的要求[10] [13]。 
“课程思政”改革的关键在教师。“课程思政”改革，不仅要求教师进行教学模式、手段和内容的

改革，还要求教师转变教学观念，不仅要传授给学生专业的理论知识，还要对学生进行价值引领，达到

育人育才的目的。专业课教师要做好课程思政教育，首先自身需要具备较高的政治觉悟、深厚的人文素

养、端正的人格品行，要以身为范，先“立德”后方能“树人”。一方面，教师平时要加强学习。第一

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党的二十大精神有机

地融入到大气污染控制工程教学实践中，引导学生利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大气污染

与控制问题，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和科学价值导向。第二要加强专业理论学习，掌握学科前沿。随着经

济法人发展，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以及酸雨等大气污染问题呈现全球化特征，《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课程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培养学生的主人翁意识，以诚信友善、明和谐的价值理念应对大

气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国家教育部、省教育厅、学校等各级教育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教师的“课程思政”

教育培训，提升专业课教师的课程思政教育能力，使其进一步理解“立德树人”的重要内涵，增强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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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与“育人”的责任感。 

3.3. 创新教学方法 

传统教学方式多聚焦知识和能力目标的培养，而对情感目标的把握和培养远远不够。本课程教学目

标既要关注学生知识和能力的培养，使他们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形成具备

大气污染控制设备设计与应用的能力。此外，还应强化情感目标方面的培养，坚持立德树人的要求，培

养学生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强烈的家国情怀及团结协作的精神。 
探索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是推动“课程思政”情感目标实现的有效路径之一[14]。《大气污染控

制工程》课程可采用参与式教学、案例式教学、讨论研究式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例如，对于复杂的科

学问题，教师可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并参与讲解，激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引导学生与合理的思政元素结

合，在加深学生对知识理解的同时，更能体会到课程的价值导向。又如，在讲旋风式除尘器的原理及工

艺流程时，可将学生分组，设计除尘器的烟尘除尘流程，在此过程中，加强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 

3.4. 创新考核方式 

为实现课程思政育人的目的，要转变考核方式，将课程思政的内容纳入到课程考核中[15]。根据《大

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程教学目标要求，适当加入思政元素，如学术道德、专业思想与素养等的考核，占

比可控制在 10%~20%。同时，还可根据学生平时的学习理论学习及实验实践过程所表现出来的学习态度、

思想政治素养等给与一定的课程思政平时成绩。比如，在参与式教学中，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学生在分

组过程中表现出的团队写作能力等；在实践教学中，学生表现出来的动手积极性、实验记录认真程度，

对实验设备的维护态度等，来考察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又如，在期末考试中，可在主观题设计中，加

入一些思政元素的考察。 

4. 结语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作为环境工程专业本科教学中的专业核心课程，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堂理论教学，对课程发挥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分析《大

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必要性入手，从完善课程设计、提升教师课程思政素养、创

新教学方法、创新考核方式四个方面系统分析了《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途径，

以期为《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程真正实现“教书”与“育人”的双重目标提供理论与应用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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