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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工程学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与实施路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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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思政教育是目前高校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重要举措，水质工程学作为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

在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充分发挥该课程的立德树人功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阐述水质工程学

课程思政建设必要性的基础上，深入挖掘蕴含在课程中的生态文明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等思政元素，重构
教学大纲，提高教师团队的专业知识和思政育人能力，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完善课程考核方式，实现专业知识传授和思政教育的

有机融合，达到课程育人的目标，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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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18 年 9 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大会，指出要始终

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将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

2019 年 3 月，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党中央高度
肯定了思政课在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方针中的重要地位，指出思政

课是学校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同时强调要坚持贯

彻显性和隐性教育的相统一，挖掘其他类课程以及教学方式中所
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进而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的育人目标
[1]。为了推进高校课程思政的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

2020 年 5 月教育部根据《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对课
程思政建设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该纲要指出专业课程是实施高

校进行课程思政建设的基本载体，专业课教师是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主力军”。高校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要以专业课思
想政治教育为抓手，将思想引领、观念塑造工作贯穿于各个专业

的课堂教学中，与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培养

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 

作为一个传统的工科专业，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肩负着缓

解水资源危机、保护环境和建设生态文明的责任使命，在我们国
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保障作

用，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水质工程学是给排水科学与工

程专业的专业方向必修课程，教学内容包括给水处理和排水处理
两部分。水质工程学是以水的社会循环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水质的

运动变化规律和相关工程技术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改善和控制

水质达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从而实现水的良性社会循环的一
门科学[2]。作为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水质工

程学在本专业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新时代培养给排水高层次

人才的主阵地。在水质工程学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充分发
挥该课程的德育功能，将学生培养成具有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的

高级水处理技术人才。 

一、课程的定位与内容 

水质工程学教学内容是在原有的两门传统主干核心课程给

水工程和排水工程的教学内容基础之上进行了有机整合并扩展

而成的，以水质的净化与处理理论和技术为核心，包含理论教学
和实践教学。在该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对

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价值引导，使其领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

系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树立生态
文明观。把家国情怀、工匠精神、社会责任、工程伦理、法律意

识、创新能力、科学精神和道德规范等有机的融入到课程教学中，

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国家的认同感和时代的使命感，实现专
业课与思政课的同向同行。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不断

探究创新的科学精神，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的融入到

建设美丽新中国之中。 
二、挖掘水质工程学课程的思政元素 

绪论部分，首先通过数据分析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极其有限，

随后引用联合国的报道，因饮用不干净的水死亡的人数，目前已
经超过因战争死亡的人数，水污染的危害比战争更可怕，引导学

生深入思考，触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阐述 2005 年松花江水硝

基苯重大污染事件和 2008 年云南阳宗海砷污染事件，使学生深
刻意识到饮用水安全事关国计民生。这些水环境污染事件不仅对

我们的生活和人体健康带来了影响，也导致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引发了生态环境问题，让学生明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
生态内涵，认识到作为一名给排水人责任重大，增强学生的行业

使命感。 

在讲授第 3 章凝聚和絮凝时，介绍汤鸿霄院士的先进事迹。
汤院士在我国率先研究无机高分子絮凝理论和絮凝剂，在这一领

域，创立了稳定化聚合氯化铁生产工艺，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座

聚合氯化铝现代化生产厂，在理论研究、品种开发、生产工艺到
最后的工程应用这一条龙的研究链上，取得了居于国内外前列的

科研成果。引导学生学习汤院士永开先河、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

求真务实、坚忍不拔的科学态度和其甘于奉献的无私品格。由汤
鸿霄院士自传中谈 JIM Morgan 关于最基础的概念 pH 的段子，致

敬老一辈中外科学家严谨治学的态度。 

在讲授第 7 章氧化还原与消毒时，把新冠疫情期间伟大抗疫
精神有效融入课堂教学。2020 年，为了迅速控制疫情，仅用 10

天就设计建成了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两座医院的废水从排出到

处理合格排放经过 7 道严格的工序：预消毒接触池+化粪池+提升
泵站（含粉碎格栅）+调节池+MBBR 生化池+混凝沉淀池+接触消

毒池[3]。其中在消毒处理上，两座医院的消毒剂的投加量高于国

家标准规定的传染病医院的消毒剂量，同时延长消毒剂的停留时
间到 5 h，远高于国家标准 1.5 h。我国取得抗疫的胜利是全国人

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顽强不屈奋斗的结果，同时让学生深刻

的感受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举大国之力办大事，深化
学生的爱国情操和社会担当。 

在讲授第 9 章膜处理时，介绍社会热点光刻机。即使我国有

了光刻机，芯片制造还会被水卡脖子。不是我国水量不够，而是
水质达不到要求，也就是水不够纯净。芯片制作所用的纯水要经

过三个步骤：预处理、初级纯化、抛光系统。这三个过程中就涉

及到膜滤过程。而高品质反渗透膜技术市场基本上被日本东丽公
司、美国杜邦公司等几家国外公司占据。终端超滤技术市场基本

上也被日东电工集团海德能公司、日本旭化成等几家国外公司占

据。即使这些设备我们都有，还不能算成功，因为制造出的超纯
水需要输送到每个芯片生产车间和机台，而这需要使用高品质的

低溶出管道和高品质泵，但是这些都被美国乔治费歇尔、AG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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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帝国公司、日机装等几家国外公司占据。鼓励学生勤奋学

习、自主创新，立志摆脱引进相关技术和设备的困境，为实现国

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 
在讲授第 13 章活性污泥法内容时，可以给学生讲解多种细

菌单独存在时，很容易被原生动物吞噬，或者被曝气冲刷。当它

们及其分泌的胶质物质组成菌胶团后，就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细菌
共生体，包埋于胶质中，不易被微型动物所吞噬，并在一定程度

上可免遭毒物的侵害，同时躲避曝气的惊涛骇浪，抵抗环境变化。

通过展示菌胶团的“团结协作”现象，使学生深刻意识到协同作
用和团结合作的重要性，引导学生提升大局意识，无论是在学校、

家庭、单位等都尽量使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相统一，将团结协作

精神根植于心，外化于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讲授第 16 章自然生物处理系统时，讲述氧化塘中藻类与

细菌的互生关系，培养学生树立互利共赢的价值观念。白天时，

藻类能够通过光合作用，利用水中的 CO2，P 和 N 等营养物质，
合成自身的细胞物质的同时产生 O2。好氧细菌则利用 O2 对水中

的有机物进行分解转化，这个过程产生的 CO2 可以作为藻类进行

光合作用的原料。氧化塘中的菌藻共生体系除了形成良性的物质
能量循环，同时也降低了水中有机物，N 和 P 等的污染。菌藻共

生互利共赢理念正好与我们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

合。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的大框架内，实现国家间的优势互
补、互利共赢，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迈向新阶段。一带一路的提出，符合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

大同理念。 
在介绍第 17 章“污泥的处理与处置”内容时，要注重引导

学生在实现污泥稳定化、无害化处置前提下，稳步推进污泥资源

化利用，树立资源再循环理念[4]。在保护水环境中，能将预防与
治理相结合，既能从源头上减少污染，预防为主，又能关注水污

染治理过程中产生的二次污染问题[5]。 

在讲解第 20 章城市污水处理系统章节污水深度处理系统与
再生水有效利用内容时，引入空间站太空中水如何循环利用相关

知识。我国的航天科技集团的科学家们为“天宫”空间站打造了

一套专属的“水处理”系统。这套水处理系统可以将宇航员日常
生活中产生的口水、水汽，淋浴间和卫生间产生的废水进行专门

的处理净化后进行再利用。让学生在了解我国航天事业中水处理

技术发展的同时，感受我国科技水平的突飞猛进以及在国际上越
来越重要的地位。通过大国工匠精神，激发学生们的民族自豪感，

弘扬爱国精神，提升“四个自信”。 

三、水质工程学课程思政实施方法 

（一）融入思政育人目标的教学大纲顶层设计 

水质工程学课程将夯实基础、能力培养、素质提升与思想政

治育人目标有机融合，制定新的教学大纲，深入挖掘思政教育元
素，使学生在掌握水处理基本原理、方法和工艺流程等基本知识

的基础上，渗透人水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思想观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 

（二）专业水平与德育能力兼修的教师团队 

专业课程思政主要是以专业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来实施
完成的，由此可见，教学团队需要不断提高专业业务水平和政治

素养。团队教师要努力钻研教材，通过系列研修、教学研讨、网

络资源、相关专业会议和期刊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同时也要通
过企业调研实践，关注行业发展动态。同时与专业的相关教学名

师交流、参加国内外访学等学习先进的教学方法、技能和理念。

积极参加课程思政和教师基本功教学比赛等，着力提升教学能
力。通过主题党日、学习强国，寒暑假培训，积极学习四史、时

代背景下的新形势、新政策，提升思想政治素养。关注社会热点

问题，在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人师表，要身体力行，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通过自己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严谨治学，满怀激情地上好每一节课，同时要关心学生的身心健

康和生活，坚持做新时代四有好老师。 

（三）课程思政教学方式多样化 
采用线上+线下、课内+课外相混合教学模式于无声处融入思

政元素。充分利用雨课堂与学习通线上教学平台功能，实时弹幕、

问题随机答、投票和抢答等环节，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师生的双向互动，把知识、精神、思想融入到互动教学中。师生

共同收集思政元素，利用央视纪录片、电视新闻栏目、网络新闻

和图书文献资源等途径搜集思政热点素材以供分析讨论，以“天
边”的案例与“身边”的故事并举，增强思政元素的时效性与趣

味性。采用问题探究式教学方法、翻转课堂、案例分析、小组讨

论和个人分享等教学方式，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强化分析解决问
题能力，真正做到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 

（四）改进考核机制，达成思政教育 

水质工程学课程在传统考核的基础之上，积极融入思政元
素，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职业道德、思想政治素质等在考

评中的导向作用。从平时课程作业、小组答辩和讨论环节，将学

生对价值观、工匠精神、终身学习的认知等纳入到考评体系。在
期末考核时，将课堂上讲述的部分相关的思政知识点适当的纳入

到出题范围中。同时，以座谈会或问卷调查的形式，了解学生在

课程思政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及课堂感受。根据考核和调查结果，
及时改进或优化课程思政教学过程。 

四、结语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在水质工程学专业课程的教学
过程中深入挖掘课程中蕴藏的丰富的思想政治元素，让思想政治

教育如盐入水、润物无声的贯穿到课程教学的各个环节，植入心

田，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卓越给排水人才。通过制定与
时俱进的具有思政育人目标的教学大纲，着力提升专业教师的课

程思政建设能力，探索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进考核

形式，将课程思政落到实处。水质工程学课程思政建设任重道远，
将水处理专业知识与思想政治素质有机融合并实践，一定能够助

力落实好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 

参考文献： 

[1]胡珊珊,李秦.地理师范类专业课程的思政探索与实践:以

水 文 学 课 程 为 例 [J]. 首 都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 自 然 科 学

版),2021,42(06):93-96. 
[2]赵东升,张怡文,徐俊等.“水质工程学”课程思政的切入点

及融入途径研究[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22,21(01):68-71. 

[3]彭冠平,黄文海,刘军等.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污水处理
工程设计[J].中国给水排水,2021,37(02):42-48. 

[4]徐苏云,谷麟.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与教

学实践[J].科学咨询(科技·管理),2021(07):56-57. 
[5]张倩,李孟.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初探[J].教

育教学论坛,2021(38):22-25. 

[作者简介]沈潺潺（1987-），女，山东枣庄人，枣庄学院副
教授，工学博士，主要从事水污染控制研究。 

通讯作者：田孝忠(1987-)，男，江苏徐州人，枣庄学院光电

工程学院讲师，工学博士，主要从事微波光子传感技术和水处理
设备研究。 

[基金项目] 枣庄学院 2021 年度校级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

（ YJG21017 ）； 教 育 部 第 二 期 供 需 对 接 就 业 育 人 项 目
（20230109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