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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是专业人才培养的摇篮，如何全面培养适应社会发展和市场需要的人才一直是教育事业关注的问题。

针对《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程教学现状，该论文提出立足于蓝天白云环保工程师培育的《大气污染控

制工程》课程的改革，从教材、课程学习价值、教学方式、实践内容四位一体地对该课程教学模式进行

了全面探讨和改革，为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程建设和环保人才培养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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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the cradle of professional talent training. How to comprehensively cul-
tivate talents meeting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market has always been a concern of 
education. Based on the current teaching situation of the course “Air Pollution Control Engineering”, 
aiming at boosting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gineers for the blue-sky-and-white-cloud target,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reform of the course. A “four-in-one” teaching pattern integrating course 
book, study value, teaching method and content of practicing activities was proposed, and based on 
which the course teaching mode has been comprehensively discussed and reformed to provide ref-
erence for the course construction and the training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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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大气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威胁了公众健康，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2013 年，中

国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大气十条”，2018 年，国务院发布《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

划》，这些政策的提出表明中国政府治理大气污染的坚强决心[1]，给大气污染治理与防控提出更高的标

准，同时也对环保类人才的培养提出更高要求。高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如何全面培养适应社会发展和

市场需要的人才一直是教育事业关注的问题。教育部对大学生教育提出明确要求：进一步加强实践教学，

注重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教高[2015] 1
号) [2]，表明培养具有实践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人才是当前教育的重点。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是一门高等学校环境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是环境工程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该课程涉及的知识面很广，包含化学、高等数学、材料科学、物理学等多个学科的内容，与大气

污染治理工艺和技术联系紧密的特点。虽然该课程与工程实际问题联系较为紧密、实用性高，但是由于

本课程涵盖多种大气污染原理、工艺概念和参数推导较多且易混淆、对学生利用综合知识来分析问题并

进行工艺设计和计算的要求较高，使得学生普遍反映该课程是一门非常难学且容易忘记的课程。近年来

同行们的为提高教学质量，从不同方面提出多种教学改革措施。刘忻等[3]等以课程预期学习目标为导向，

提出了突出学生的学习主体，注重课程间的协调、改善教学方法和构建更合理评价体系的教改思路。蔡

炜[4]基于实践教学中的问题，从创新实践教学方法、优化实践课时设置、完善实践教学考核体系等提出

改革内容。祁志冲等[5]注重科学研究前沿进展融入教学，从科学研究前沿进展内容的选取原则，融入本

科教学的方式，以及融入教学的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深度探讨。本文结合作者多年的教学经验，对教学模

式提出新的改革措施，以期对环境工程专业的相关课程教学改革提供帮助。 

2.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结合《大气污染控制工程》的教学实践现状，发现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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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时少，教材内容多、更新慢。大气污染控制工程作为环境专业的必修课程，包括了大气污染物

从产生、扩散到末端治理，几乎涵盖了全部大气污染治理的内容，内容繁多，涉及到化工原理、流体力

学等多门专业基础学科知识，知识联系性强，抽象问题多且复杂。但是这与普遍存在的学时较短的现象

相矛盾，老师要在较短的学时内完成教学大纲任务，缺乏生动性且难以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同时，大气

污染防治技术飞速提升和发展，但是新技术或者热点介绍受成稿时间限制相对量少而不足，使得教材更

新难以跟上最新的国际前沿技术的发展[6]。特别是对于当前比较关注的一些如雾霾、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等方面涉及较少，缺乏相关案例介绍；并且教材中所列控制标准等也存在老旧问题，与我国新提出的污

染物控制标准存在差异。 
2) 学生能动性低，课堂缺乏活力。很多学生在填报志愿时没有充分了解环境专业的课业要求及其就

业趋势，或是被动调剂，在开始学习专业课后发现自己对本专业兴趣低下，特别是专业性较强的课程。

而且目前教学方式仍以理论知识的讲解为主，讲授式课堂启发性不足，学生缺乏主动能动性，被动为获

得学分而学习，对学习该课程的意义和用途知之甚少，从而导致对课程的理论知识掌握较弱，创新意识

不强。学习结束后分不清对重点和难点，难以利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缺少成为蓝天保卫环

保工程师的志趣。 
3) 理论讲授扎实，实践环节不足[7]。高校重视知识灌输，忽视实践动手能力。导致多数课时用于理

论教学，实验课时少且多以简易常规科普性技术演示方式进行知识讲授，无法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生实践受到资源有限、场所不足、专业普适性的制约，对环境问题认知不到位，无法将知识与实际结

合。 
针对全国高校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程授课等的现状，结合先进的教学经验、国家政策、环保人才培

养目标和课程特点，从教材、课程学习价值、教学方式、实践内容对该课程教学模式等进行了全面探讨

和改革，为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3. 学生为中心，以学生学习成果为导向的改革措施 

山东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已经启动 IEET 认证申报工作，主旨为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学习成果为导向，

确保教育品质，或培育学生的成果。该教育理念对《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程教学改革意义重大，为更

好适应学校的建设目标，通过学习同类院校的经验，总结适合本专业的教学改革措施如下 
1) 多元化教材新形式 
优秀的教材对教学质量至关重要，是建设一门精品课程的关键。教材在确保内容质量的前提下，还

要紧随时代发展进步，涵盖新大气污染物治理的概念，新技术的发展水平，新政策、标准的要求，让学

生对该方向具有全面认识。教材应该多元化，不能局限于书本，网络时代下应充分利用电子教材、网络

教材和多媒体课件和视频等，开展以纸质书籍为主、网络资源为辅的多元化教材新形式，打破原有死记

硬背课本的学习方法，拓宽学生的眼界，培养自我学习能力。 
2) 明确课程学习价值 
面对我国严峻的复合型大气污染形势，亟需更多的专业型环保人才参与到“蓝天保卫战”战略，《大

气污染控制工程》作为大气污染防治技术学科的主要课程，任课教师应在学习指导工作中发挥主力作用，

明确课程学习价值，结合课程教学做好学习指导工作。学习指导应实现以下目标：首先，增加向学生全

面解读培养方案的工作环节，应该让学生清楚课程的学习要求，知晓应该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帮

助学生对实现毕业要求的路径有所了解；其次，应该让学生明白《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程的学习价值

和作用，了解大气环保工程师的责任与使命，增强学习主动性和自觉性，进而引导学生做好成为专业型

环保工程师的职业规划；最后，应该建立起良好地师生沟通渠道，使学生在学习中遇到问题时能够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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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寻求帮助。 
3) 多元化教学方式 
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才，让人掌握多种适应社会发展的手段。“双一流”高校瞄准的是拔尖创新人

才和未来顶尖科学家人才培养，所以本课程教学立足于蓝天保卫环保工程师培育，因材施教，发挥学生

教学主体角色，加大在大气治理方向有志趣的学生的培养力度。在课堂中引入案例教学[8]、加入前沿热

点、开展互动式教学和专题式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求知欲，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视频教学是新兴的教学方式，应充分利用这一方式，打破时空局限，开展线上线下教学方式，

不拘一格的让学生更为方便的学习和复习课程知识。引入以研究生为助教教育模式，辅助老师完善对学

生学习成果的考察，加深本科学生对所学知识及在科研以及实际应用的认识，进而激发本科生深耕于环

保和科研领域的服务意识。 
4) 重视学以致用 
开展启发式教学，让学生明析学习本课程的目的和应用价值。强化实验和实践环节，组织学生深入

本地工厂一线，如华能青岛热电厂、华电等企业，参观学习传统工业脱硫脱硝以及海水脱硫体系，加深

对现有的重点工艺、技术的应用领域的认识，使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引导学生进入实验室，学习新兴

大气污染(PM2.5、VOCs 等)科研现状，新治理手段(光催化、电催化等)，使学生既了解热点问题的国内国

际研究动态，又加深对这些热点问题涉及理论知识的掌握，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和创新意识。为成为蓝天

保卫环保工程师奠定坚实理论和实践经验。 
综上分析，我们提出该课程的教学实践体系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Diagram of the teaching practice system 
图 1. 教学实践体系图 

4. 结语 

在当下蓝天保卫战的攻坚阶段，全国高校应该注重蓝天白云环保工程师培育，本文针对全国高校大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10366


于美青 等 
 

 

DOI: 10.12677/ces.2022.1010366 2333 创新教育研究 
 

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程授课等的现状，结合作者多年的教学经验、国家政策、环保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特

点，三位一体地对该课程教学模式进行了全面探讨和改革，为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提

供参考，以达到实用型环保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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