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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环境保护战略是我国近些年一直高度重视并积极落实的一项

战略，环境保护关系着生态平衡，关系着人、社会与自然之间
的和谐发展，国家也针对环境保护战略做出了大量的战略部署和
努力，提高人民政治觉悟、环境保护意识对实施国家环境保护
战略具有决定性作用。而高校作为育人基地，环境工程专业作
为培养环境保护人才的专业 ,《环境监测》课程作为环境工程专
业的核心课程，其对提高人民政治觉悟、环境保护意识的重要
性是不言而喻的，高校学生也肩负着一定的责任和使命，所以
在《环境监测》课程教学中教师需要将课程思政中的道德观
念、政治立场以及职业素养等内容渗透给学生，提升学生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进而在推动学生全面发展的同时，也为环境保
护战略的深度落实奠定坚实的基础。

1  课程思政内容与《环境监测》课程内容之间的衔接
课程思政要实现在《环境监测》课程中的高效渗透，首先

需要教师对教学内容进行有效的二次挖掘，寻找教学内容中与思
政教育的衔接点和延伸点，这样才能让学生自然而然的接受思政
教育，提升综合素质。如教师在讲授河流水质监测和废水监测
相关知识时，可以延伸渗透水资源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
义，培养学生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的意识和观念；教师在讲授
城市固体垃圾相关课程内容时，通过数据信息让学生清楚认识一
个城市、一个国家一天的垃圾产出数量，并给学生普及垃圾处理
的难度以及在处理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然后讲解垃圾分类，
倡导学生“保护环境，从我做起”，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集体荣
誉感和社会责任感；教师在讲述大气污染监测的时候可以通过对
学生日常生活环境的分析来影射大气污染对人们生产生活环境的
影响，让学生认识自身所学专业的重要性，同时给学生大量列举
大气保护措施，从个人、技术、集体等多个方面来巩固学生对大
气污染的认知，进而提升学生在保护大气环境时的自我约束力和
岗位工作中所展现的职业素养。综上可以看出，环境监测课程中
有很多知识点可以渗透思政教育内容，教师需要通过这些知识点
的渗透延伸来培养学生正确的生态环境观，让学生认可国家所提
倡的绿色发展观，同时提升学生的安全意识和技能，让学生可以
在碳中和碳达峰中国行动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2  课程思政在《环境监测》课程教学中的渗透方法
2.1案例分析渗透

《环境监测》课程与大众生活和社会生态息息相关，所以课程
教学过程中针对性案例非常丰富，这些就是教师渗透思政教育的
重要渠道之一。比如：在学习污水监测和评估治理的时候，教师
可以引用山西汾河治理案例，山西是煤矿生产大省，也是污水治
理的重点区域，教师可以通过污水治理引导学生分析经济、资源、
环境等多方面之间的联系，让学生感受污水监测的重要性，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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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生态环境平衡对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进而提升学生的
逻辑思维和大局观念。

2.2合作探究渗透
提升课程思政的渗透效果在于学生自身对环境监测相关知识

和内容的探究与理解，通过资料的收集，对事例、案件、问题的
剖析，增强自己的知识积累，提升自身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所
以教师在《环境监测》课程教学中需要设置合理的项目任务或者
有效的引导问题，通过合作探究的教学方式让学生进行有效的分
工合作和分享交流。学生会在这个过程中拓展视野、发散思维，而
且这样自主性较强的学习方式也更容易提升对学生的思想教育效
果。比如：在学习环境监测的主要手段相关内容时，教师可以给
学生准备几个经典的案例，让学生自己设计监测计划，通过这种
方式一方面能锻炼学生对环境监测中所使用物理手段、化学手段、
生物手段的灵活运用，另一方面学生在设计计划的过程中会翻阅
大量资料，并根据案例内容对监测计划进行借鉴和创新，同时也
会对相关环境监测内容有更深入的认知和感触，这样教师既能够
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创新意识，同时也能够通过语言上的引导
实现有效的思政教育渗透。

2.3教学活动渗透
在《环境监测》课程中渗透课程思政内容需要教师改变传统

口语表述引导式的单一渗透方式，让课程思政的渗透呈现多元化
开展，这就要求教师不仅要在课程内容教学过程中渗透思想教育
内容，也要落实在教学活动中，构建环境监测课程教学中的协同
效应。比如：在学习大气环境监测的时候会提到各种化学气体对
大气环境的污染破坏，教师可以针对不同的化学气体组织实验教
学活动，让学生在实验中分析这些化学气体的结构，了解气体产
生的原因以及对大气的危害程度等。而教师就可以在气体产生原
因和造成危害这部分渗透思政教育，借助国家所发布相关法律法
规和政策标准等提升学生的法治素养和政治意识。

3  结语
课程思政不仅仅是思政课程教师和辅导员的工作任务，更是

各类专业教师的教学任务，将课程思政落实到《环境监测》课程
教学中对推动和落实我国的环境保护战略和绿色发展战略有重要
意义，环境监测是环境保护的上策，需要高校培养高技能、高素
质的复合人才来提升环境监测质量，而教师需要通过各种教学方
法将教学内容进行有效的延伸渗透，提升学生对职业重要性的认
知，助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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