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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专业教学中的课程思政融入策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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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等教育是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高质量、高素质人才的中坚力量。在全面素质教育理念下，高校培
养人才不仅要注重传授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培养人才的专业能力，更要注重培养人才的职业素养、思
想政治素质，进而能够使其自愿全身心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所以，加强思政教育至关重要，
课程思政是当下提高思政教育的一种最有效途径，且作用明显。本文以环境工程专业问题，探讨专业教
学中课程思政的融入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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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热点进行结合，更不用说渗透思想政治教育了，严

重降低了教学成效。

2  环境工程专业教学中课程思政融入具体对策

2.1 注重提高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水平
要想在做好专业教学的同时提高思政教育水平，就

必须引导教师将教书与育人、自我修养紧密联系在一起，

树立以德立身、施教的理念，进而在环境工程专业教学

中渗透思政教育。当下，专业课教师多存在两种情况：

①潜心钻研本专业的最新动态、新技术和新工艺，对国

家大事、社会发展毫不关心；②功利心强，希望通过自

己的专业能力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进而会潜移默化让

学生存在急功近利的心理。专业课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很

大，如果他们缺乏坚定的道德立场，没有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那么是无法对学生产生有利影

响的。基于此，高校应注重提高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水

平，提高他们的职业素养，定期组织教师外出进修学习，

引导教师在专业课教学过程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学。其次，作为环境工程专业课教师，还要注重以身

作则，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注重在教学中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遵纪守法，奉献社会，进而对学生产

生积极的影响。

2.2 实时关注国内外最新环保政策与发展动态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

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如，酸雨、雾霾等都对人们

的生产生活产生严重的影响，基于此，很多人都反对我

国发展模式，推崇发达国家环境政策。虽然我国传统粗

犷的发展模式确实引发了不少环境问题，但环境污染、

资源匮乏、生态被破坏属于全球性问题，欧美等发达国

家传统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更加严重，温室气体排放、

能源消耗等都严重影响着国人的生产生活。近年来，发

达国家的环境保护对策成效显著，确实值得我国学习。

但我国也积极应对环境问题，并将生态文明纳入“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中，其更是社会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的

问题。基于此，环境工程专业教师在讲解相关内容时，

应向学生介绍我国环保政策法规和技术发展历程，向学

生介绍我国最新的环保事业发展方向，介绍我国生态环

境保护和治理方面的主要成就。如，在讲解“水污染治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生态文明作

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环境工

程专业课程教学中，应注重贯彻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作用，

让环境工程专业教学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并肩同行，产生

协同效应。接下来，谈谈对环境工程专业教学中课程思

政融入的几点思考。

1  高校环境工程专业思政教育现状

1.1 专业教师缺乏较强的思政课程意识
一直以来，我国高校各大专业教学过程中，侧重于

传授专业理论知识、实践技能，关注学生的毕业设计、

实践实训效果，没有通过专业教学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

态度和习惯，注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甚至有教师错误地认为专业课与思政课属于

不同的范畴，应互相独立、各司其职，学生人格的塑造、

价值观的树立是辅导员、思政教师的责任，导致教书和

育人相脱节。其次，不少高校专业课教师多是一些刚走

出校门的硕士生、博士生，甚至有少数人尚未取得教师

资格证，他们的专业理论功底扎实、实践技能强，但缺

乏足够的教学经验，更不懂课程思政这一概念。

1.2 大学生缺乏学习兴趣，教学效果欠佳
环境工程专业知识理论性、抽象性强，传统课堂教

学枯燥乏味，且当代大学生崇尚自由，缺乏团队和集体

意识，尤其在网络的影响下，思想观念变得多元化，除

了那些想读研读博的学生、想修学分拿奖学金的学生努

力学习之外，大部分学生都对环境工程专业课程缺乏兴

趣，很多学生上课都是玩手机、睡觉，对于教师布置的

作业和任务更是敷衍了事，教学效果欠佳。

1.3 教学任务重，教学内容与形式需要创新优化
环境工程专业课程多，教学课时紧缺，不少教师为

了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多采用“灌输式”理论教学模

式，事先制作好 PPT课件，课上照本宣科，理论性强、
课堂气氛沉闷，学生极易产生抵触、厌学情绪。很多教

师缺乏责任心，不会主动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

讲义长期没有变化，教学内容陈旧、模式单一，没有利

用好院校、院校安排的观摩、挂职机会，导致理论知识

讲解缺乏典型案例进行支撑，教学也不能与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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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相关问题时，教师可将太湖治理中涉及的组织、治

理规划、制度标准、环境经济政策等作为一个典型成功

案例介绍给学生，如此不仅能引导学生加强对理论知识

的记忆和理解，还能让学生切身感受我国在生态环境保

护上的努力，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增强社会责任感，

并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

2.3 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教学作用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级政府部门都搭

建了自己的门户网站，我国生态环境部、省市级生态环

境局的官方网站上都实时更新了最新的环保政策、法律

法规、环境质量监测数据等等内容，这些内容与环境工

程专业息息相关。因此，作为环境工程专业课教师，应

充分发挥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作用，鼓励和引导学生

课余时间自己上网搜集学习资源，整合相关信息，如此

不仅能让培养学生实时关注国家环保政策最新动态，还

能培养学生搜集和整合信息的能力。其次，教师也要积

极利用各种网络教学平台，将有关环保视频、音频、文

字、图片等有用的教学资源通过网络平台实时分享给学

生，并利用慕课、翻转课堂等方式，实现优质教育资源

的实时共享，并增加师生之间的互动，让学生能够突破

时空的限制，随时随地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学习，在学

习的过程中领悟未来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进而能够端

正学习态度，珍惜学习机会。如此也能缓解地区教育资

源分配不均的问题，为实现教育公平做出贡献。另外，

教师要鼓励和引导学生一个人或以小组的方式制作图片、

视频等资源，普及环保知识，增强大众的环保意识，提

高社会责任感，进而能够在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过程

中积极理解、配合并支持环保工作。

2.4 通过真实案例渗透思政教育
在开展环境工程专业课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树立

课程思政意识，通过一系列真实案例来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的环保意识。如，80岁老年坚持种树 20年，60亩的
野外戈壁滩变成林带；某省为了追求经济利润，招商引

资很多化工企业、冶炼企业，甚至有少数企业在未获审

批的情况下自行建设生产线，乱排污染物，造成附近重

金属污染，影响人们生产生活，更对几千万人的饮用水

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学生在切身感受这些真实案例

的同时，真正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并认识到加强

环境工程建设需要真枪实干，形式主义是万万不行的，

尤其是作为环保人，肩负重任，要积极为我们的后代子

孙创造和谐、纯净的地球环境。从事环保工作的我们必

须坚韧不拔、坚持不懈，将保护地球作为自己的职业信

仰，努力奋斗终生。

2.5 注重在实践实习中渗透思政教育
环境工程专业有很长的发展历史，传统应试教育体

制下，环境工程专业教师忽视了实践实习教学的重要性，

多是组织学生到当地的污水处理厂、环保公司进行观摩、

实习，旨在让学生在观摩实践的过程中掌握环保治理技

术和工艺的具体运行等专业理论知识。新形势下，高校

应高度重视实践教学，在学生实践实习时渗透服务社会、

服务大众等意识，如，组织学生到农村去宣传秸秆焚烧的

危害，去城市社区宣传节约用水、垃圾分类等。再如，组

织学生实地监测附近河道水质情况，遇到污染严重的，要

引导学生深入分析原因，并制定行之有效的解决对策。但

是，在组织开展这些活动之前，要事先做好充足的准备，

要求学生积极活动策划、制定实施方案，预演群众可能提

出的问题等，作为教师，要全程参与，耐心指导，积极为

学生答疑解惑。如此一来，学生在参加这些公益实践活动

时，不仅能巩固所学理论知识，提高专业技能，还能让学

生切身体验环保的重要性以及环保工作的不易，培养学生

团队协作和人际交往能力，并能提高学生成就感、归属

感，进而能够在毕业后全身心投入到环境工程工作中去。

3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全球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

题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是各国共同面临的困境，而环

境工程专业是培养高素质环境专业人才的主要途径。全

面素质教育理念下，高校在开展环境工程专业教学时，

应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

更要引导其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弘扬爱国精神，将

专业学习与理想信念、社会责任、政治信仰融合在一起，

进而真正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环境工程专

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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