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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到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

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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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全程育人、全

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是新时代

国家对高校的期望与要求[2]。课堂教学是对学生实施思想政治教

育的重要阵地和渠道。环境科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涉及环

境学、生物学、社会学、工程技术等多个领域。开设环境教

育通识课程对于普及环保知识、提高大学生的环保意识和技能，

实现高校育人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根据环境教育通识课

程《环境问题与绿色文明》的特点，探索将思政教育融入课程教

学的方法和途径。

1 　《环境问题与绿色文明》课程简介

该课程是东北师范大学面向全校非环境专业的本科生开设的

环境教育通识课程，每年春季学期、秋季学期开课，选课人数在

100人以上。课程一共包括九个章节，涵盖水环境问题、大气环境

问题、土地环境问题、固废污染问题、噪声污染问题、光污染问

题、人与自然的关系、低碳生活以及绿色经济等方面。课程教学

方法有课堂讲授和实践教学。学生通过本课程学习，预期可以达

成以下学习目标：一是能够理解环境科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基本方法，理解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对策；二是具备较高

环境素养、强烈环境责任感和环境科学知识，能够在未来的生活

中或工作中践行绿色文明理念。

2　思政教育融入《环境问题与绿色文明》教学的途径

2.1 完善课程教学内容，引导学生树立生态环保理念

教师积极思考思政融入点，在每节当中穿插关于生态环境

以及生态文明的内容，使学生充分掌握温室气体、雾霾污染、可

吸入颗粒物、环境容量、水循环、环境承载能力等重要概念，准

确理解“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

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

同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等重要论述[3]，全

面了解我国探索绿色发展道路上的重大举措，树立节约资源、保

护环境的意识，自觉把保护地球家园、生态环境融入日常学习生

活当中。

2.2 优化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环保意识及爱国情怀

鼓励学生进行资料调研及实地调研，结合自家家乡的具体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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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污染物问题，分析污染产生原因、主要危害及防治方法。安排

学生进行课堂汇报交流（图1、图2），使学生对对环境保护产生

兴趣，激发其爱国情怀，引导其自觉成为环保事业的先行者和践

行者。如有学生对山东省泰安市某乡镇的环境问题进行调研，发

现存在较为突出的农药化肥污染问题、塑料袋过度使用以及水污

染问题，提出“加强农村环境保护的法制建设，完善环境的监督

机制；加大对市场及街道环境卫生的改造和建设；搞好农村环境

保护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环保意识”等一系列措施。有学生对家

乡榆林市沙地的治理情况进行了调研，在报告中写道“我记得刚

上大学时，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有一个同学问我为什么这么节

约用水，他们那水都特别多，我说因为家乡缺水，自觉就一直有

这个习惯。现在回头看，曾经干旱缺水的西北大地，现在正在越

来越好”。对于家乡环境问题的关切，有利于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

以及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感[4]。

2.3鼓励创造性学习，提高学生从专业角度思考环境问题的

主动性

环境类课程本身具有明显的交叉性，和学生所学专业（如法

学、经济学、教育学、传媒学等）均有联系。因此鼓励学生进行

创造性、研究性学习，结合其所学专业深刻理解环境相关理论，积

极探索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如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基于经济

学角度思考了经济与环境之间的联系，提出“在传统经济增长模

型上，仅考虑到了资本（K）、劳动（L）与技术进步（T）给生产

带来的贡献，这显然是不够的。自从环境（E）价值能够计量之后，

即有Q=f（L，K，T，E），由此可见环境和经济之间是密切联系的，

经济发展要以环境作为基础”、“引发环境问题的因素比较多，比

如外部不经济、政府控制失灵、市场失灵以及体制、法律环境等

方面的问题等”。法学专业的同学深入思考了环境问题的法律规范

与救济途径，提出“法律规定的环境比自然科学的环境范围要窄

得多。法律上的环境必须是人的能力能够达到和影响的环境因素，

而自然科学则不要求。其次法律上的环境，必须是具备维持生态

平衡和维护环境功能作用。因为环境对人类最大的作用就是生态

功能，与这种环境要素是否处于纯天然状态和原始野生状态没有

必然关联。”这种结合专业的研究与思考，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使其对环境问题的认知不断深化，有助于其不断树立尊

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

3　结语

笔者在此以环境教育通识课程《环境问题与绿色文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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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遵循尊重、创造的教育

理念，基于学生的专业背景

及学习兴趣，探索了思政与

课程教学的融合途径，以充

分发挥高校环境教育通识课程

教学的育人功能，深入贯彻

落实立德树人的理念，培养

出具有生态文明思想及良好环

保素养的大学生，为推动我

国绿色发展和实现建设美丽中

国的宏伟目标提供教育思路和

人才保障。

参考文献：

[1]王莹.哈军工思想政

治工作研究[D].哈尔滨工程大

学,2017.

[2]王鹤霖.优秀传统儒

家思想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中的价值研究[D].大连医科

大学,2017.

[3]潘家华.生态文明建

设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4]刘康民.初中地理教

学中乡土地理课程资源的开

发研究[D] .西北师范大学,

2015.

图1    学生针对家乡（鞍山）环境问题的调研分析报告ppt

图2    河南籍学生分析的家乡水环境问题成因

接，从而全面提高人才素养。因此，大学英语思政课程教学成
效的检验一方面要注重学生英语的综合运用能力提升与否，尤其
是英语听说能力的检验；另一方面加深学生对中医药学基础知识
背后所反映的中国传统文化及传统思想的认知与认同，通过课堂
表现、实地访谈、问卷调查及期中和期末考核等形式直接或间
接检验学生的学习获得情况，及时反思，从而为下一阶段的深
入思考政教改注入新的特色元素。

4  结语
在大学英语课堂让学生把体现、折射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理

论、经典以及逸闻趣事等等素材用英文表现出来，提升学生翻
译、写作及英语口语的同时，培养了合作型的学习习惯，更在
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学生的中医药文化自信与认同，加深了对于中
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文学的理解，课堂气氛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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