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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在分析环境类专业课程思政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以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专业基础及核心课程为依托，

全面梳理相关思政元素、专业知识点及教学案例，构筑环境类专业课程思政体系，设计融合相关内容；

并以《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程思政建立为例，全面阐述了该课程思政元素抽取、内容设计、实施方法

与实施成效等。课程反馈显示，课程思政内容及教学效果得到学生们的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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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environmen-
tal specialty, the article proposes to comprehensively sort out releva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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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points and teaching cases, to construct the system of curricu-
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for environmental speciality and to design and integrate relevant con-
tent based on the speciality foundation and core curriculum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vi-
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it takes the establishment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Air 
Pollution Control Engineering” as an example to thoroughly expound the extra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the content design, the implementation methods and the effects in this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Course feedback shows that the content and teaching effect of 
this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are highly recognized b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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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

立德树人成效是检验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就是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

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因此，

构筑环境类专业课程思政体系，探讨并实施具有长远和现实的意义。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

入“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中，提出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培养具有

生态文明意识，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观的新时代生态环保专业技术人才，成为环境类专业为“生态文明”

建设肩负的光荣使命。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不断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理论

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自信”正经受着巨大考验[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中

华文明传承五千多年，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2]。“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 5000
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3]。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包含许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

发展的文化基因，多次强调重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厚德载物”等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理念[4]。
广大教育工作者在环境类课程思政方面做了诸多探索，取得丰硕成果。 

周健等[5]进行了“环境健康学”课程思政的教学融合路径探索。张伟等[6]在《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

思政课程建设研究中以“代入式”让学生进入到案例中，以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参与感、职业使命感和民

族自豪感。刘洁等[7]在“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程思政建设的研究与设计中，按照培养目标和思政教育

的要求修订课程教学目标，使学生深刻理解大气污染关乎全人类文明的发展，能够愿意投身到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建设中来。郭少青等[8]结合太原科技大学环境类专业的具体情况，分析了目前环境类专业进行

课程思政的必要性及环境类专业教师充分认识课程思政的意义，并提出了对环境类专业教师进行课程思

政的探索性路径。潘奕雯[9]等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课程思政的教育教学进行了探索，在《环境影响

评价》思政课程的大气环境专题中分析了大气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并结合“雾都”伦敦和京津冀典型

案例，针对新形势分析大气污染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厘清环境类课程思政元素的基础上，从思政育

人目标、思政切入点、思政元素、育人方法和载体等方面进行教学设计，以期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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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关系，并有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环境理念、思维和视野。 

2. 环境类专业课程思政体系构筑与实践 

2.1. 课程思政体系构筑 

课程思政的总体目标是：通过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点的融合与传授，为国家培养和输送政治认同，

坚定“四个自信”，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知法懂法，具有人文精神、科学精神、生态理念、工程伦理

意识合格的环保专门人才。 
1、紧扣环境学科人才培养目标，突出目标引领。课程思政教学的载体是课程体系，必须遵循课程

体系设置的原则与目标。环境学科专业课程体系包括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和实践课程(包括第

二课堂)，每个模块的教学内容与目标不同，与之匹配的课程思政教育内容也应不同；每门课程思政元

素融入目标落细落实在模块目标构建基础上，针对每门课程，对标专业培养方案和毕业要求，深入挖

掘每门课程的思政元素；将课程思政贯穿整个教学环节，涵盖教案与课堂教学设计、考核体系等各教

学要素。 
2、构建环境学科课程思政体系，突出价值引领。在近些年的教学实践中，选取《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水污染控制工程》、《固体废弃物处理工程》、《环境土壤学》、《环境化学》、《环境工程原理》、

《环境科学导论》、《物理性污染控制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环境规划与管理》及《环境微生

物学》等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专业基础及核心课程，以集体备课方式全面梳理相关思政元素、专业知识

点及教学案例，构筑环境类专业课程思政体系，设计相关内容。 
3、融入环境学科时代主题，突出精神引领。主要内容：1) 生态文明的提出及发展历程；2) 中华文

化的生态、环境观与智慧；3)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与环境观，以及与中华文化的比较；4) 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四大核心理念：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生态自然观；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新经济发展观；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新系

统观；环境就是民生，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新民生政绩观；5)“十二五”

以来环境保护措施解读：大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蓝天计划，《“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生态文明”和“五位一体”战略布局；6) 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绿色发展与高质量发展；

7) 全球重大环境污染事件解读，经验教训；8) 实例分析，北京科技大学大气污染团队二十年的努力与贡

献以及各类工程案例，以及国家近几年查处的环境违纪、违法案件分析等，强化学生科学精神与工程伦

理意识的培养；9) 学生自主讨论“我们能为节能环保做什么？”培养生态文明意识与生态道德修养；10) 
综合分析首钢集团搬离北京战略意义，集体主义的大局观培养；11) 环境科学界的科学家故事，引导和

激发学生们学习他们不畏艰辛、勇于探索的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等…… 
老师们围绕以上内容，分析课程的专业知识点、相关思政元素与教学内容、案例的结合方式，避免

思政内容在不同课程课堂教学中的重复，从培养学生生态文明价值观入手，让学生树立“环境安全意识，

工程伦理意识，生态道德意识，勤俭节约意识”，收到显著成效。 

2.2. 课程思政实践——以《大气污染控制工程》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故事讲好了，可以拉近师生的心理

距离。《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程特点是知识点琐碎繁多且抽象，因此，我们以“专业知识点 + 思政元

素”为课程内容设计的核心，围绕知识点结合现代社会实际现象深入挖掘思政元素，从知识点的内涵、

发展和文化背景、哲学思想等方面凝炼思政元素与价值观。以学生为中心，进行课程思政与课程内容设

计，部分设计内容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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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ign examples of some knowledge point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Air Pollution Control Project 
表 1.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部分知识点与思政元素设计举例 

章节 知识点与课程思政元素结合点 教学方法 思政育人成效 

第一章 

授课知识点：大气污染及其来源 
思政元素：蓝天保卫战的提出背景，播放“蓝

天保卫战”科普宣传短视频；融入新时代党的生

态文明建设相关的最新论断和理论。 

启发式教学 
问题导入：大气

十条与蓝天保卫

战的提出! 

培养生态文明意识，牢固树立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观；立

志为生态文明建设和和绿色发

展事业贡献力量。 

授课知识点：大气污染的影响 
思政元素：从雾霾大家自觉戴口罩引入新冠疫

情倡议戴口罩，全国人民上下一心的抗疫精神，

通过对比体现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精神的伟大。思

考我们应该怎么做？ 

引导式教学 
问题导入：防雾

霾与防新冠肺炎

共同点是什么？

戴口罩 

引导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不断增强学生道路自信

和理论自信，培养学生的爱国

情怀和民族自豪感。 

第三章 
授课知识点：大气圈层及气象要素 
思政元素：全面介绍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

的事迹。 

案例式教学 
问题导入：我国

气象学领域著名

气象学家是谁？ 

引导学生学习他的爱国精神、

科学精神、开放精神与奋斗精

神。 

第七章 

授课知识点：气态污染物控制技术基础。 
思政元素：分析首钢集团搬离北京案例，企业

既要自身发展，又要服从产业结构调整，更要为

首都、为国家奥运对环境的要求而做的贡献。 

案例式教学 
问题导入：什么

是奥运蓝？综合

分析首钢集团搬

离北京战略意义 

培养学生集体主义和大局意

识。 
对于党员：个人服从组织、少

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全党服从中央。 

第八章 

授课知识点：硫氧化物的污染控制 
思政元素：以北京科技大学大气污染治理团队

二十年来取得的成果，告诉学生科学精神在于坚

持、不懈努力与探索，以及精益求精！人命大于

天，培养科学严谨的科研精神，踏实做事的科研

理念，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 

案例式教学 
问题导入：是不

是发展就要牺牲

环境质量？ 
设计工程师应有

哪些特质？ 

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工程伦理

思想、工程伦理意识与工程伦

理规范，提高学生的工程伦理

决策能力；树立“工程伦理道

德与责任意识”和正确的价值

观。 

第九章 

授课知识点：氮氧化物污染控制；播放“七十

亿人的梦，我们只有一个星球，请谨慎使用”科

普视频。 
思政元素：典型大气污染案例“伦敦烟雾事

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分析；让学生

认同“平等”的价值取向，认识到我们在同一片

蓝天，呼吸同样的空气，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进而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山水林田湖草沙

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论述。 

案例解析与网络

延展式教学 
问题导入：“伦

敦烟雾事件”、

“洛杉矶光化学

烟雾事件”产生

的原因，有何不

同？ 

引导学生在分析问题时要看到

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用马克

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去看待生态

环境保护，培养用辩证思维发

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树立人

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及家国情怀

的使命感和勤俭节约意识。 

第十二章 

授课知识点：全球面临的环境问题，“全球气

候大会”、“全球变暖”等案例讲解 
思政元素：习近平 2021 年 1 月在世界经济论坛

“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向世界庄严承诺：中国

力争于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引导式教学 
问题导入：特朗

普为什么退出《巴

黎协定》？ 

通过大国比较以及经典历史瞬

间，使得学生切实感受到国家

“富强”的价值目标，认识到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及作

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在教学中，始终将立德树人贯彻到课堂教学全过程、全方位、全员之中，努力培养出“政治强、情

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符合社会和国家需求的高素质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3. 实施方法 

贯彻“三贴近”(贴近社会发展实际、贴近学生生活实际、贴近学生思想实际)原则，坚持理论联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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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将教学内容的政治性、思想性、知识性、创造性、学术性、趣味性融为一体。以学生为中心，通过

分析教学内容、分析教学对象、改进教学方法，实现师生互动与教学相长，达到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1) 分析教学内容。分析所选取的各门课程内容，抽取重要知识及与思政元素的对应关系；充分结合

专业性质，基于课堂叙事性教学、平台情景式教学和网络延展式教学等多种方法和手段的相互渗透和有

机融合，形成“立体化”的教学模式。 
2) 分析教学对象。学生思维活跃，具有很好的知识储备和探索精神，环境与每个人生活与经济社会

发展都息息相关，可以通过不同课程循序渐进潜移默化地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

为主线，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

系统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

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将“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面融入课

程体系之中。 
3) 改进教学方法。加强师生互活动，采用专题式教学法、案例式教学法、研讨式教学法、情境式教

学等方法。以学生为主题，在充分准备、精心设计的基础上，选择能具有思政特色的相关事件、任务等，

做成案例，“短视频”“虚拟实践”等形式，学生亲身体验，提升在专业课堂中思想政治理论的说服力、

感染力。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努力将学、思、问、答融为一体，使学生“无疑时导其有疑，有疑时则导

其解疑”，从而学得扎实，思得辩证，问得深刻，答得透彻。师生平等探讨，教学相得益彰。 

3. 取得的成效 

以《大气污染控制工程》课程为例，课程结束后，以无记名方式对课程思政及教学效果进行了调查

问卷，同学们对课程思政及教学效果的评价如下： 
 

 
Figure 1. Survey resul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cognition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effect 
图 1. 课程思政认可度与教学效果调查结果 
 

从图 1 可以看出：绝大部分同学对本课程开展的课程思政内容能够接受，不赞成课程思政内容的为

极少数。同学们在留言中说道：“生态文明的建设，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努力。相信，我们的祖国，

我们的地球会越来越好。”说明本课程的思政教育效果良好。 
与其它课程相比，认为本课程的学习收获很大及比较大的分别占比 33.3%和 63%，说明本课程教学

得到学生们的高度认可。一名同学是这样说的：很荣幸、也很高兴能听钱老师讲课，讲授了很多校外实

践知识，这是我最大的收获。听完这门课程最大的感受就是这真的是只有经验阅历足够丰富的老师才能

讲出来的课，是真的亲身参与过后，才能讲解的如此清晰明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讲解十分细致，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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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讨论课，同学们讲的话，在我听来好像没什么问题的，老师却能及时纠正，一一讲解，获益良多。

另一名同学这样说：老师平常举的例子和扩展的知识很充足很全面，结合课本知识对我们教学，这种方

式很利于我们对课本加深印象，老师让我们自我讨论，更利于我们自我探索，从案例中学会思考总结，

学到了一些在学校学习不到的东西，很充实。 

4. 结语 

环境类专业课程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我们通过提高专业课教师自身素质，组建教学团

队，集体备课，丰富教学内容，从更深层次挖掘学生感兴趣、能引起学生共鸣的思政元素，并融入专业

课程知识点，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提高思想道德修养，提升政治觉悟，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

同感，这些在边疆地区的教育事业中尤为重要。通过专业学习将课程中蕴含的文化基因和价值范式，与

专业知识点结合传递给广大同学，教育效果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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