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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物理性污染控制课程作为环境类专业的核心课程，主要研究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噪声、振动、电磁

辐射、放射性、热和光”六部分内容。该课程内容抽象、知识结构逻辑性较差，导致学生学习积极性下

降。此外，传统的教学过程多以灌输式进行，理论知识与实际工程应用不能有效结合，不能做到学以致

用。针对物理性污染控制课程存在的问题，通过结合生活案例、工程应用、思想政治等方式，增加教学

过程的趣味性和教学内容的可理解性，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并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实际

工程问题的能力。通过思政内容的融入，培养思想过硬的高素质专业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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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hysical pollution control course is a core subject in environmental majors, focusing primari-
ly on six aspects related to human life: “noise, vibration,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radio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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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t, and light”. The abstract course content and poor logical knowledge structure have resulted 
in a decrease in students’ learning enthusiasm. In additio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approach of-
ten relies on rote learning, failing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theoretical knowledge with practical en-
gineering applications, and thus unable to achieve a practical understanding. To address the is-
sues in the physical pollution control course, it is necessary to incorporate life cases,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nhancing the interest and comprehensibili-
ty of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content. This approach will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efficiency, as well as cultivate their ability to analyze problems and solve real engineering is-
sues. By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aims to nurture highly qualified profes-
sionals with strong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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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适宜的物理环境是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生

活环境及健康问题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中物理性污染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是近几年比较关注的

环境污染问题。2009 年实施的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环境工程技术分类与命名》中，按环境工程技术的治

理对象，分为水污染控制工程技术、大气污染控制工程技术、固体废物污染控制工程技术、物理污染控

制工程技术和生态修复工程技术[1]，可见对物理性污染的控制具有重要意义。《物理性污染控制》课程

作为环境类专业的核心课程，涉及内容主要包括噪声、振动、电磁辐射、放射性、光、热等污染特性，

并研究其产生的危害，具体的评价方法及标准，以及相关的控制技术及原理[2]。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

生掌握物理性污染控制理论和方法，并且能把数学、物理和工程基础知识相联系，为将来在解决相应的

环境工程问题奠定理论基础，图 1 为课程教学路线图。 
 

 
Figure 1. Teaching roadmap of physical pollution control course 
图 1. 物理性污染控制课程教学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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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教学存在问题 

传统的教学以教师灌输式讲课为主，单一的教学方式使得课堂互动性不足，学生学习兴趣下降，缺

乏主观能动性[3]。物理性污染控制内容抽象，理论知识复杂，部分内容章节之间相对独立。学生对知识

内容理解不到位，思维混乱，不能将所学理论知识与实际工程问题相结合，不能做到学以致用。此外，

物理性污染控制课程内容与其他课程内容有交叉，比如大学物理、环境影响评价等[4]。学生对涉及到的

知识遗忘或者陌生，使得难以理解课程内容，导致失去学习兴趣。教学过程使用多媒体教学时，课件内

容多以文字或公式形式呈现，对照课件讲解导致学生学习过程枯燥，难以抓住重点，学习效率低。因此，

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势在必行。 

3. 教学改进方法 

3.1. 结合日常生活 

物理性污染控制主要研究噪声、振动、光、电磁辐射、放射性和热等相关内容，这些能量时刻存在

于人类日常生活当中，但是由于时间、空间和强度的不合理，导致对人类生产生活和健康产生影响，从

而形成了物理性污染。涉及到的专业词汇学生理解困难，因此可以与实际生活相贴近，深入浅出，理解

了专业词汇，才能更好的掌握物理性污染控制这门课。 
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引入贴近生活的实际案例，增加教学知识与实际生活的贴合度，让学生能够置

身于这些案例中，更好的理解相关内容，增加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可以培养学生

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比如夜晚灯火通明产生光污染，经常使用的手机电脑等存在电磁辐射

污染，施工过程中的声音及振动产生了噪声及振动污染，以实际案例进行讲解，学生可以更好的接受和

理解，提高学习效率。此外，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及对复杂问题的解决能力。以噪声污染及振动污染

内容为例，学生自由组队分工，以小组形式拍摄(照片或视频)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噪声或振动污染，分析产

生的影响，并对污染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说明具体的控制技术。在课堂上进行分享展示，并设置答疑

环节，调动班级学生参与热情及掌握学习内容(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class presentation 
图 2. 课堂展示活动示意图 

3.2. 实际工程应用 

 
Figure 3. Schematic diagram of classcase discussion 
图 3. 课堂案例讨论示意图 

 
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5]。按照工程教育专

业认证的要求，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习，应具备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复杂环境工程问题的能力[6] [7]。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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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污染控制作为工程专业认证的考核课程，学习过程及学习内容应与实际工程相结合，培养学生解决物

理性污染相关工程问题的能力。结合实际工程案例，可以更好的理解相关知识。比如噪声污染控制，分

析交通道路噪声污染，教学中给出具体污染案例。学生自由分组进行课堂讨论，并转变角色扮演工程技

术人员，分析噪声污染是否超过环境标准，结合所学噪声评价方法及控制技术，提出相应的污染控制措

施(如图 3 所示)。综合应用所学知识，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具有设计控制技术的能力。 

3.3. 课程思政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

教育教学全过程[8]。”将物理性污染控制教学内容结合科学精神、家国情怀等，将思政教育融入到课程

体系中，提升教学效果，使学生对所学专业知识有所思考，树立自信、理想和信心，培养思想过硬、专

业过硬的专业人才。以振动污染及其控制章节为例，介绍弹性减振、阻尼减振等振动控制技术内容时，

引入我国各大工程及建筑中使用这些减振技术的实例，如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很好的利用减振器对振动进

行控制；上海中心大厦作为以振动为主题的科普基地等，这些建筑体现了中国的奋斗精神以及自主创新

能力，并且在设计过程中为解决相应的问题，科学家们表现出的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值得每个人学习和

敬佩。通过这样的案例教学，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相结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对学生进行了

思想教育。引入这些案例，让学生产生自豪感敬畏心，以及了解所学内容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3.4. 多媒体和预习复习 

目前的教学过程以多媒体教学为主，教学过程中结合多媒体和视频资料，可以增加课程的有趣性，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此外，及时了解相关教学内容的最新前沿，与学生进行分享教学，打开学生的学习

思维，开阔视野。物理性污染控制课程内容与其他课程内容有交叉重复，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对相关知

识印象不深，加大了教学难度。因此，对每一部分内容涉及到的其他学科知识，列出学习大纲，让学生

提前复习涉及到的其他学科内容，可以增强学生对这部分内容的理解，便于掌握和理解教学内容，提高

学习效率。比如噪声污染及其控制和振动污染及其控制这两章中，关于振动基础和声学基础的内容，在

大学物理课程中有详细介绍。因此在讲这两部分内容前，要求学生提前学习大学物理中关于振动和声学

基础的内容。 

4. 结语 

合理应用教学方法和手段是解决教学问题的有效途径，通过生活案例及视频资料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及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结合工程案例，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拓展学生

知识面，培养学生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融合思政教育，培养具有爱国主义情怀、有责任有担当的

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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