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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自然环境问题与对策》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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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现代自然环境问题与对策》课程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思政建设在课程建设中的实践与思考。首先，通过对课

程内容的深入研究，分析了现代自然环境问题的特点和挑战，以及这些问题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其次，从思政教育的角度出发，提

出了在环境教育中融入思政元素的方法和策略，如通过案例教学、讨论式教学等方式，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和思考环境问题，提高他

们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最后，结合实际教学情况，对课程的思政建设进行了反思和总结，提出了一些改进和完善的建议，从

而在让学生学习专业知识同时，增强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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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培养德智体美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其中，思想政治教育作为

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现代自然环境

问题与对策》是一门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其

教学过程中融入思政元素，对于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社会责

任感以及家国情怀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探讨如何在《现代

自然环境问题与对策》课程中进行思政建设，以期为高校思政

教育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方法。 

二、《现代自然环境问题与对策》课程思政建设实践路径探

索 

（一）设置合适的课程思政目标 

对于课程思政建设而言，想要获得良好的教育效果，必须

要先设定合理的课程思政目标。基于此，《现代自然环境问题与

对策》课程思政也需先设置相应的目标，教师可围绕培养学生

环保意识、可持续发展思维方式以及社会责任感进行目标设置。

具体目标可以包括如下内容：一、使学生能够深入了解自然环

境问题的严重性，认识到环境保护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培养他

们的环保意识；二、引导学生掌握现代自然环境问题的根源和

影响因素，以及自然灾害的危害性和预防方案，培养他们的批

判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三、让学生亲身参与环境保护实践，

提升他们的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通过设置这些目标，该课

程教学就可以引导学生正确对待环境问题，培养他们的环保意

识和可持续发展的思维方式，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为构建

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二）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 

基于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可持续发展思维方式以及引导

学生认识自然灾害危害性的目标，《现代自然环境问题与对策》

课程思政的教学内容应包括自然环境保护、应对环境问题的对

策、防范自然灾害等方面的重要内容。在该课程教学中，教师

可借助中华优秀诗词文化、红色故事、时政新闻等可向学生详

细介绍自然环境的脆弱性和保护自然环境的必要性，借此引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环保价值观，认识到自然环境对人类的重要性，

同时可增强学生的文学素养，增强他们的文化自信。进行该课

程教学时，教师可也通过提问学生分析现代环境问题的原因和

危害，引导学生认识到环境问题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的

影响以及相关的治理对策和技术手段，从而让学生认识到环境

问题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和社会

责任感，同时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学科素养。此外，在实

际教学中，该课程教师还可通过融入诗词、名言等引导学生认

识到自然灾害的危害性以及保护自然环境在防范自然灾害中的

作用，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同时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通过

设计这些内容，课程思政教学能够引导学生深入思考现代自然

环境问题的根源和解决办法，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问题解

决能力，进而可增强他们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1]。 

（三）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 

为了获得理想的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现代自然环境问题与

对策》课程思政教学方法的选择至关重要。通过采用先进的教

学方法，能够激发学生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培养他们的

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思政教育目标的实现。

该课程教师可以采用探究式教学法，通过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讨

论、实地考察和研究自然环境问题，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批

判性思维能力，例如，可以组织学生进行环境调研，了解当地

的环境问题和对策，并就调研结果展开讨论和分析；也可以实

施案例分析教学法，借助具体的案例分析，让学生深入了解现

代自然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培养他们的问题解决能力，例如，

可以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环境问题案例，如水污染、空气污

染等，让学生分析问题的出现缘由、影响以及合适的对策；还

可以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法，让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学习共同探讨

自然环境问题的影响、危害和解决方法，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

与合作，培养团队合作意识和沟通能力。另外，《现代自然环境

问题与对策》课程思政教学还需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如，

利用信息技术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这样既可以让学生对

环境问题形成更直观的认识，还能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提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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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习体验。通过采用这些教学方法，学生能够在实践中积极

参与、主动思考，并从中获得对环境问题的深刻理解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而且这些教学方法还能激发学生对思政内容的探究

兴趣、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从而可增强思政教育的有效性。 

（四）实施科学合理的教学评价 

对于思政课程建设而言，教学评价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

节，通过开展教学评价可以全面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和

思考能力，判断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思政教学的实施效果。

《现代自然环境问题与对策》课程思政教学评价应该从多个角

度来进行，第一、可以通过学生的参与度来评价教学效果。教

师可以通过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积极程度和主动性来推测他们

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判断他们的思考能力，还可通过观察学生

在课堂讨论、小组活动和案例分析等中的表现，评估学生对环

境问题的理解深度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可以通过学生的

作业完全情况和项目报告来评价教学成果。通过布置与环境问

题相关的作业和项目，教师可以通过学生的作业完成情况来判

断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2]。例如，

可以要求学生撰写论文，讨论环境问题的根源、影响和解决方

案，也可以组织学生开展实地调研和社会实践，以实际行动来

解决具体的环境问题，并撰写相关报告。第三、可以通过学生

的评价和反馈来评估教学效果。教师可以定期发放课堂调查问

卷让学生填写，借此了解学生对教学内容、方法和教师的评价

和建议，从可以及时调整教学策略，提升教学质量。 

三、《现代自然环境问题与对策》课程思政建设实践思考 

（一）确保教学内容的实践性 

环境问题是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

了解和掌握解决问题的实际方法和策略，因此，本课程思政教

学内容应紧密结合实际，注重实地考察和实践活动，让学生亲

自参与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一方面通过亲身接触和实践参与，学生能够亲眼目睹

环境问题的影响和后果，深刻感受到环境破坏对人类生活和社

会发展的巨大威胁，这种直观的体验将激发学生对环境保护的

关注和热情，增强他们主动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另一方面

实践性教学可以培养学生解决环境问题的实际能力。单纯的理

论知识掌握往往难以应对复杂的环境问题，而实践活动可以帮

助学生将所学的知识应用于实际操作中，培养他们解决问题和

应对挑战的能力。通过参与实地考察、志愿者活动、案例分析

等实践性教学，学生将能够锻炼自己的观察、分析、判断和决

策能力，培养出实际解决环境问题的技能。 

（二）注重思政教育的针对性 

学生在学习本课程的过程中，不仅要了解问题的本质和原

因，还要培养社会责任感和环境保护意识，因此，教师应该根

据学生的年龄、兴趣和特点，针对性地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环

境问题，激发他们的思考和思政意识，使思政教育更加精准和

有效[3]。《现代自然环境问题与对策》课程思政注重思政教育的

针对性是为了帮助学生深入思考环境问题的本质和原因，通过

针对性的教学内容和案例分析，学生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环境

问题的背景和引发因素，明确环境问题背后的经济、政治、社

会等方面因素的作用，而且针对性思政教育可以有针对性地引

导学生认识到自己身处的环境问题以及思考自己在环境问题中

的角色和责任，并激发他们对环境问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

而可以培养他们主动参与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行动力。 

（三）加强对课程思政的评价 

在《现代自然环境问题与对策》课程思政的实施过程中，

教师应时刻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和思政教育效果，并及时进行

评价和反馈。通过评价和反馈，教师可以更好地了解学生的学

习状况，包括他们对环境问题的理解程度、对价值观念的接受

程度以及对环境保护行动的意愿，而且评价和反馈也能帮助教

师了解思政教育是否达到预期目标，是否能够有效地引导学生

形成正确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从而可以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和方法。 

结语 

综上，为了获得更加理想的课程思政效果，《现代自然环境

问题与对策》课程思政实践需要设置合适的课程思政目标、选

择合适的教学内容、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实施科学合理的教

学评价，而且对实践过程中进行思考发现，需要确保教学内容

的实践性、注重思政教育的针对性以及加强对课程思政的评价，

这样才能进一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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