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2, 12(12), 5315-5319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2807   

文章引用: 刘少恒, 陶建军, 郑丽英, 胡熙. 后疫情时代高校课程思政教育的思考与实践[J]. 教育进展, 2022, 12(12): 
5315-5319. DOI: 10.12677/ae.2022.1212807 

 
 

后疫情时代高校课程思政教育的思考与实践 
——以《环境工程微生物学》为例 

刘少恒1*，陶建军1,2，郑丽英1，胡  熙3 
1湖南文理学院/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电镀废水回用技术湖南省工程研究中心，水处理功能材料湖南省重

点实验室，水产生物资源与环境生态湖南省工程研究中心，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与发展湖南省协同创

新中心，湖南 常德 
2湖南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3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湖南 长沙 
 
收稿日期：2022年11月3日；录用日期：2022年12月2日；发布日期：2022年12月9日 

 
 

 
摘  要 

新冠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给当今大学生的思想带来了极大的冲击。现如今，人们对于生态文

明教育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有着专业环保知识的环境工程、环境科学等相关专业学生对于环境保护有

着更多建言献策的能力。在课程专业知识传授中突显此次疫情中的鲜活典型，融入家国情怀、社会责任、

仁爱之心等思政元素，将使得知识传播在价值引领下大放异彩。本文以《环境工程微生物学》这门环境

类专业基础课程为例，从挖掘专业知识中蕴含的思政教育资源、强化实践课程中体现的思政教育价值、

以案例为载体开展启发式教学和注重学生反馈、避开“课程思政”误区四个方面进行探讨，以期达到更

好的教书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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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VID-19 epidemic has changed people’s life manners and also impacted the thinking ways of 
college students greatly. Nowadays, people have a new understanding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tudents majoring in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other related majors 
with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have more ability to make sugges-
tion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hen teach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vivid examples of the 
epidemic should be highlighted,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such as patriotism, so-
cial responsibility and benevolence should also be integrated, so that the specialized knowledge 
would be more valuable.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microbiology” was taken as an example of 
the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in environment engineering and the related majors in this paper. In 
order to achieve better teaching effect and moral cultivation, digging ideological education re-
sources, strengthening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ractice course, highlighting the typical cases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students’ feedback we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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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初，一场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陷入了极大的恐慌之中。时至今日，我们已从最

初疫情集中爆发期地慌忙应对，进入到现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措施的采取，且随着病毒的变异不断调整防

疫对策的后疫情时代。对于高校教育而言，这不仅是一次重大突发危机，也是一次大考验。这场大考验

不仅改变了学生们曾经熟悉的生活方式，同时也给他们的思想带来极大的冲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

计。抗疫之余，我们对于生态文明教育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与环境保护相关专业的学生更是肩负着国

家环保事业发展的重任，他们有着专业知识，对环境保护与治理有着更多建言献策的能力。因此在这特

殊的后疫情时代，把疫情中出现的鲜活案例突显出来，引发学生的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1]。将爱国敬

业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环境类专业课程教育中，用“润物细无声”的方法让学生明白做什么，怎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280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刘少恒 等 
 

 

DOI: 10.12677/ae.2022.1212807 5317 教育进展 
 

么做，为什么做，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内在要求和当今社会赋予我们的时代任务。因此，

笔者以环境类专业基础课程《环境工程微生物学》为例，从挖掘专业知识中蕴含的思政教育资源、强化

实践课程中体现的思政教育价值、以案例为载体开展启发式教学和注重学生反馈、避开“课程思政”误

区四个方面进行探讨，在课程专业知识传授过程中融入家国情怀、社会责任、仁爱之心等思政元素，将

使得知识传播在价值引领下大放异彩。 

2. 挖掘专业知识中蕴含的思政教育资源 

专业课程的教学目的不仅仅在于知识传授，更应该传播社会使命感，立德树人。《环境工程微生物

学》这门课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资源众多，如何充分挖掘，决定了理工科思政教育能否从“思政课程”

向“课程思政”转型。例如，在讲解微生物的基本知识时，开篇就是介绍病毒——一类连细胞结构都没

有，且只能存在于别的生物体内的超微生物。就是这简单独特构造的微生物中的一种——COVID-19，肆

虐全中国，并蔓延至全球多个国家，造成了 2020 年春节本应是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却变成万人空巷，

人人恐慌的局面。即便是在疫苗赶制成功投入市场的情况下，病毒仍在继续蔓延，且不停有变异株出现，

感染者数量仍居高不下。在围绕专业知识如病毒危害、病毒传播、病毒控制等内容时，可以将此次抗击

新冠疫情中的一些典型人物的奉献精神、爱国情怀等传递到学生热血中。那些“不计报酬，无论生死”

的白衣天使，那些速援雷神山、火神山的建设者们，那些分布在社区的每一个志愿者，甚至是每一个听

候指令待在家中“少出门，多居家”的人民群众，都可以成为我们这十多亿中国人抗疫成功的关键要素。

如果说，以前只能从历史中学习和感悟，那么现在，疫情让在校的大学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感受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举大国之力办大事，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摆在首位。这些生动案例，

都可以深化学生的爱国情操和社会担当[2]。 
同时，后疫情时代，需要加强引导学生利用自己所学知识对网络上的纷杂信息进行甄别，让学生明

白知识力量的强大。疫情中，随处可见“勤洗手，多通风，人多不去凑热闹”的宣传语，所蕴含的知识

点包括切断病毒的传播途径，病毒在离体环境中存活时间很短等[3]。在此加入病毒传播动力学模型 SIR、
SIRD 等知识的讲解，引入基本再生数和有效再生数的概念，让学生更能理解为何当初武汉要采取“封城”

手段，以及如若晚几天或不采取“封城”措施有何影响等。每个在中国大地生活的人此次都是同生死、

共患难，这种能让所有人共情的体验机会少之又少，把握这种难得的思政资源，可以大大降低专业知识

讲解的难度，达到思政教育的育人目的。 

3. 强化实践课程中体现的思政教育价值 

与《环境工程微生物学》相关的实践课程较多，包含课程实验、课内外的认知实习、顶岗实习、毕

业实习等。在这诸多的实践课程中强化思政教育，也是全方位育人的基本要求。例如在微生物接种实验

完成后，为防止生物污染，可要求学生自发进行污染器皿的灭菌、洗涤等，以培养学生们不计个人得失、

乐于奉献的优良品质[4]。曾经学生们可能不了解生物污染的危害，但在疫情时期，一旦出现因为处理不

达标而使得携带着新冠病毒的医院废水随意排放的情况，由此造成的生物污染后果将不堪设想。环保从

业者更需要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高尚的道德情操担起社会的责任。 
环保的本质就是公益性的，这种公益性体现在环保从业者更需要具有大爱、博爱的精神。在进行课

内外实践环节时，加入服务社会这些公益性元素有助于让学生了解环保治理的全过程。例如去社区宣传

保护野生动植物。这次新冠疫情的早期病例都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结合之前的 SARS 可将果子狸作为

中间宿主的例子，大众又纷纷猜测穿山甲、竹鼠等野生/半野生动物会否是新冠病毒的中间宿主？尽管目

前还不能证实这个说法的正确性，但对于那些捕食野生动物的人却依然需要进行呵斥和声讨，他们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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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他物种生存的权力，凌驾于自然之上。只有敬畏生命，保护野生动物们的天然栖息地，阻止人类对

他们的围猎和贩卖，才能让其体内的病毒找不到接近人类、快速演化的机会。在宣传活动前，学生们必

定要熟练掌握相关知识和原理，且要精心组织策划，制定活动方案，对于动植物保护可包含收集资料–

制定方案–监控–分析–提出治理方案等完整过程。这些过程可以较好锻炼学生的专业综合素质和实践

能力，而且获得环保工作的成就感和认同感，以思政促教育。 

4. 以案例为载体，开展启发式教学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中，坚持案例与知识点的有机结合，以案例为载体，充分让学生参与案例的

讨论，可以增强教和学的互动，提升教学效果。例如在介绍环境因子抗生素对微生物的不利影响时，引

入现在较为严重的某湖区抗生素污染案例，引导学生查阅资料分析抗生素出现的原因、生产机制、人类

进入后抗生素时代的发展方向，启发学生关于抗生素污染治理等问题的思考。此外，在课程考核中也可

以结合案例设计题目，使之更贴近社会，对学生的教育指导效果更好。例如可设计题目：A 市环保监察

组发现，某印染厂部分废水在未经处理后于夜间偷排入附近河道，员工小张发现后打算立即报告，却被

员工小李劝阻，说只是部分漏排出去的，影响不大。试问：1) 该印染厂废水中主要污染物是什么？废水

直排会对河流生态造成什么影响？2) 对于上述案例，谈谈你的感受。如果你是公司员工，你会怎么做？

案例引入式的考题更能启发学生，提高社会责任感。 

5. 注重学生反馈，避开“课程思政”误区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是主体。教师主体性的发挥是为了学生主体性的发展，学生主体性的

发展更多依赖于教师主体性的引导。要想获得较好的“课程思政”教学效果，注重学生的反馈十分必要。

教师可通过分享课程心得、提交课程报告等形式了解学生除了知识的收获外，本课程对于自身价值提升

的影响[5]。曾有学生在学完水污染治理中的微生物后便发出感叹“原来生物膜就是一群团结的微小细菌

集群体之力干掉污染物大 boss 的故事啊”。团结就是力量，当代的大学生全程见证并亲身参与了举国上

下一条心的抗疫盛举，对于团结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学生的反馈可以让教师更加注重用润物细无声的方法进行思政教育，走出常见的“课程思政”误区。

其主要的误区之一是思政内容与课程知识点脱节，造成将专业课上成思政课的结果。实际上，学生对于

过于生硬或突入的思政内容引入是抵触的，只有立足课程内容，将思政教育有机融合，才能起到全程育

人的作用。此外，“课程思政”的另一常见误区是专业课教师过于主动的进行思政教育，与其完全让学

生被动的接收，不如将主动权留给学生，充分发挥学生群体的主观能动性，让其在思想上产生共鸣，达

到思政教育入人心的效果。 

6. 结语 

疫情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冲击，在后疫情时代，我们更需要从这次改变全

球的事件中吸取教训，找到闪光之点，让学生们在专业知识的学习过程里多一点对世界观、价值观、人

生观的思考和认知。青年强则国强，奋发图强的学生们若能在更多的鲜活案例中得到点醒，将会使得社

会主义建设具有更为强大的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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