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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环境工程专业实验课程的教学目标，剖析了在课程中加强思政教育的必要性，通

过将思政元素渗透到实验预习环节及不同类型的实验中，并以“化学需氧量的测定”为例, 阐

述具体教学环节实施过程，使实验教学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为一体, 以提升环

境专业实验教学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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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bining with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of the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experiment cours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strengthen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is course. By infilt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preview and

different types of experiments, and taking the determination of chemical oxygen demand as an

example, the specific teaching process is described to integrate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ability

cultivation and value shaping in experimental teaching,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experiment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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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6 年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是关系高校培

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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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高校应结合学科专业的特色和育人目标,全面推进课

程思政建设，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入
[2]
。通过深度挖掘、提炼专业

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帮助学生塑造正确

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从而真正实现全方位育人
[3-4]

。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稳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青山绿

水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
[5-6]

。环境工程专业学生肩负环境保护的重担，毕业后将

奋斗在国家环保事业的第一线，是生态环境的主要建设者。据调研，环境专业本科生毕业后

从事环境相关行业的比例并不大，去环保公司任职的人也少之甚少，导致环保一线对环境专

业人才需求与日俱增。其原因主要有：其一，虽然环境专业的毕业生专业理论知识与基础技

能扎实，但缺乏实践经验，对知识的交叉融合能力和应用能力较为薄弱，不能满足环保企业



的用人需求；其二，学生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没有明确定位，对环境专业兴趣不高，没有为环

保行业服务和奉献的信心。这也说明了高校培养的环境专业人才与企业的人才需求有还是存

在一定的差距。

一、环境工程专业实验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2020年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建设指导纲要》中强调，要在教学中把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教育和科学精神的培养结合起来，提高学生正确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7]
，这与实验教学的培养目标相一致。环境工程专业是一门涉及学科领域多、

实践性强，主要致力于研究如何预防与治理环境污染，促进人、社会、自然协调发展的学科
[8-9]

。环境工程专业实验基于对环境污染控制方法的应用，是环境工程专业必修的专业实践

课程。环境工程实验课程目标注重学思结合、知行统一，更需要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实

践能力和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目前环境工程实验主要包含专业基础实验、污染控制实验、

专业综合实验和研究创新性实验（如图 1 所示）。实验内容设置由简到难,构建了从基础技

能到探索创新的四层次、递进式的实验体系，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呈螺旋式的递进。

图 1环境工程实验课程体系

相对于专业理论课程，环境工程实验课程具有知识的系统性，更体现了污染控制方法的

应用性。然而，在实践教学中还存在一些不足：（1）因专业实践课程的特殊性，其实践教

学内容无法紧跟新技术的步伐，导致实践教学知识更新迟缓，掌握的专业技能与实际工程应

用相互脱节[10]，不利于学生产生专业发展意识；（2）由于受教学时间的约束，基本所有的

准备工作均由老师或助教完成，标准的实验步骤限制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容易形成固定思

维，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探索精神，也不利于学生树立专业目标和社会责任感。

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好的思政工作应该像盐，但不能光吃

盐，最好的方式是将盐溶解在各种食物中自然而然吸收。”这句话贴切、形象地回答了对课



程思政教育的理解
[11]
。那么针对目前学生思想认知以及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何将思政

教育结合环境专业实验的授课内容，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地起到价值塑造的效果，培

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是当前环境工程实验实践课程需要破解的新课题。

二、思政教育引领下实践教学改革

由于专业实验类型的不同，环境工程实验教学过程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但基本流

程为：实验前预习环节、不同类型实验实施环节以及相应实验的考核环节。为进一步做实思

政环节，教学团队围绕实践课程教学的思政目标，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实验项目的特点，充分

挖掘思政案例或思政元素,进行价值引领与精神塑造。

（一）拓宽预习知识面，激发学生的内驱力

利用在微信公众号或微信实验群等技术手段推送预习学习资源，突破原有封闭的实验内

容。如实验课程的安全注意事项、实验项目介绍、操作演示视频及环境学科发展相关资讯，

也会分享与实验相关的名人事迹及典型案例，充分利用闪光点发挥引领作用。例如，在大气

污染控制实验预习中，引用大气污染的典型案例，如英国伦敦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

烟雾事件
[12]
。通过案例分析，能够使学生认识到大气污染的危害性及严重性，领悟大气污染

物处理的现实意义。同时，也能使学生认清环境工程专业的作用和价值，激发学生学习的内

驱力，为我国大气环境污染治理积聚力量。

（二）不同类型实验思政教学目标引导

1.专业基础实验—培养严谨、规范的科研习惯

专业基础实验（验证性）在内容上主要涉及环境微生物、环境监测及环境工程原理的相

关实验，要求学生操作规范，加强对实验正确结果、现象的认识，提高实验结果的准确性。

学生应规范每一个细节操作，培养学生严谨的治学态度
[13]
。例如，在革兰氏染色实验中对染

色关键步骤的训练，要求学生熟练把握四步操作，任何一个细小的失误都可能导致对实验结

果的判断，特别是脱色环节，脱色过度可能造成假阴性、而脱色时间太短可能造成假阳性，

学生要对这个操作反复练习，直至能够熟练掌握。又如，在化学需氧量的测定中，消解管是

否干燥、清洁及水样体积的准确性，对测定结果也会产生的较大影响，如果平行样测定结果

不满足要求，需要重新进行实验。通过教学过程中的严格训练，培养学生严谨、规范的实验

习惯，为后续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2.污染控制实验—培养自主的创新和探索精神

污染控制实验（综合及设计性）主要涉及水、气、固污染控制的实验方法研究，由于实

验项目侧重污染工艺过程的控制，实验过程影响因素较多，需要学生有独立思考、善于探究

的科研精神。例如，在离子交换除盐实验，各小组设计的不同控制条件，导致实验结果差异

较大，对于实验数据的处理，要尊重实验事实，一方面可加深对数据处理知识的理解; 另一

方面能对结果进行深入分析并做出合理的解释，鼓励学生主动探究实验中出现的问题，去思

考数据异常的原因,培养学生的寻根究底的质疑精神、独立的思考和创新科研品质。



3.专业综合实验—培养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专业综合实验是基于前面两门实验课程基础之上，进一步强化专业技能的训练。学生往

往很难通过一次实验就能掌握其操作要领，需要反复加强练习，才能够熟练掌握；专业综合

实验给定学生选题范围后，从前期的背景调研、实验方案设计、实验准备到实验操作，都由

小组同学协作完成，学生全程参与，充分发挥小组成员集体讨论和设计实验的能力，培养学

生独立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4.研究创新实践项目—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热情

利用课外之余，通过大学生创新项目、腾飞杯、挑战杯学科比赛等多种形式，开设多项

与科研项目、企业需求相关的实践课题，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其中，希望通过解决实际的环境

问题来激发学生作为环境专业人才的社会责任感和科技报国的热情
[14]

。例如，在我校大学生

腾飞杯创新项目中，学生针对难降解的高浓度洗涤废水的处理工艺进行探究，最终寻找到一

种混凝+Fendon 氧化耦合生物处理工艺的处理途径并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学生在这一过程中

感受到满满的成就感。又如，在研究创新探索中，学生以校园落叶及咖啡渣进行好氧堆肥，

目标是将其制成可供植物使用的有机肥料，探究固体废弃物的无害化、资源化处理的有效途

径，为我国发展清洁能源促进低碳经济提供出路，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和热情。

（三）实验考核环节中体现实事求是的态度

实验考核成绩通过平时成绩、实验报告和随堂考试三部分组成。平时成绩由预习效果、

实验操作和实验素养等三个环节构成，其中纳入对学生的思政思想和行动体现的考量,并及

时进行评价与反馈；在实验报告中，重点考察学生对实验结果的分析与总结。与此同时，结

合科学研究领域的学术造假现象和论文抄袭等学术不端现象，联系当前的学术道德和学风建

设，教育学生必须尊重原始数据及其真实性，不得编造实验数据。用“实事求是”的观点，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培养学生坚守科研底线，求真务实的科研态

度。

三、教学案例分析—以化学需氧量的测定为例

化学需氧量(COD)测定是环境专业基础实验中的一项重要的实验内容。化学需氧量是指

在一定条件下,用强氧化剂处理水样时所消耗的氧化剂的量,其反映了水中受还原性物质污

染的程度,是评价水体污染的重要指标之一,因而是水质监测分析中最常测定的项目。以此实

验为例，开展融入思政教育与实验教学过程。

（一）案例引入，提高学生专业使命感

通过引入案例，加深对实验目的理解，激发学生内心责任感。在实验中，以污水为处理

对象，提供臭水黑水图片，探讨水资源短缺现状，以及近年来因水污染事件对生活造成的影

响，如 2014 年长江水源水质异常，造成全市停水；2015 年广东练江水污染，导致化学需氧

量、氨氮总磷等八项指标严重超标，影响两岸居民的生活。由此启发学生深思，作为未来的

环保工作者，我们能为社会做些什么呢？提升学生的专业使命感。



（二）完善方法，倡导绿色实验理念

将节能减排理念融入实验设计，优化实验方案。在保证实验效果的前提下，尽量减少试

剂的用量。最初 COD 测定实验方法采用的是国标 GB11914-89，该方法测定结果准确，重现

性好，但分析时间长，能耗大，同时造成较大的二次污染
[15]
。目前优化后的实验方法是减少

一半的样品量和试剂取用量，既减少了实验废液产生的污染，也降低实验试剂成本。由此引

导学生在实验过程中注意提倡绿色实验理念，合理选用试剂的用量，减少二次污染的产生。

（三）与时俱进，紧跟专业技术发展

实验设备性能与安全对实验的顺利开展起到关键作用，课中向学生介绍 COD 测定加热设

备的更新过程，也激励学生对设备开发提供自己的智慧。例如，最初加热装置采用传统的明

火电炉，连续水流进行冷却(如图 2-a)；明火电炉被禁止使用后，加热方式换成六联加热平

板，依旧是连续水流冷却(如图 2-b)；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出现了更安全、自动化程度更高

的加热设备，现在采用微晶面板加热，同时用风冷型装置代替连续水流冷却(如图 2-c)，避

免高浓度试剂对加热面板的腐蚀，也减少水资源的浪费。紧跟技术发展，实验设备更新与时

俱进，虽然都是国产仪器设备，但在设备的精度和自动化程度越来越受用户信赖，由此引导

学生致力于专业核心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对国产设备开发要有足够的信心，并以项目设计或

开放实验的方式，鼓励学生做探索实验设备改进的相关研究。

（a）第一代加热设备 （b）第二代加热设备 （c）第三代加热设备

图 2 COD 测定不同的加热设备

（四）规范严谨，塑造工匠精神，提升安全意识

严谨的实验操作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也是实验成功的保障。在化学需氧量的测定过

程中涉及的强腐蚀性试剂，操作中应该注意操作安全规范，大胆细心。强化规范的实验操作

技能是得到精准数据的前提，如邻苯二甲酸氢钾标准试剂称量的精准性，硫酸亚铁铵滴定的

准确性，让学生明确污染指标测定“真”、“准”、“全”，进而培养学生精益求精，专注

敬业的工匠精神
[16-17]

。规范操作习惯的养成也有利于杜绝实验过程中的安全隐患，此时引入

实验室安全事故案例（例如，2018 年南京中医大学实验室和北京交通大学实验室发生爆炸，

导致多名师生受伤），以此警醒学生实验安全无小事，时刻提高安全防控意识。

（五）尊重科学，发扬求真务实的精神

在实验操作期间，要求学生认真记录原始数据，不允许修改，完成后交于老师保存；从

学术诚信的角度强调获得有效可靠数据的途径和过程，如果发现数据不符合预期，可通过预



约其他时间重新进行实验操作，杜绝因个人主观因素对数据进行筛选，原则上要求至少三次

平行实验才能作为实验结论的数据支撑，对于实验报告中出现的实验结果，要求提供详细的

计算过程，做到有据可依，养成良好的科研习惯。在实验过程中切身体会到学术诚信的重要

性，有利于学生今后掌握和领会什么是科研诚信，如何做到科研诚信
[18-19]

。

（六）注意细节，培养良好的专业素养

实验操作结束后，要求学生收拾实验台面和公共区域的卫生，归还试剂、仪器，清洗玻

璃器皿并放回器皿柜指定位置，并按照实验室处要求的三废处理办法，分类回收处理
[20]

。做

好个人安全防护、检查电源、水源，待老师确认后再离开实验室。培养学生关注实验过程中

的每个细节，养成良好的实验习惯，有助于树立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

四、结语

思政教育的融入应立足于实验课程本身，以学生为教育主体，根据实验类型予以精心的

设计，对实验课程思政元素的进行挖掘，侧重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提升学生的思

想高度。在思政目标的引领下，拓宽教学内容，优化教学环节，浸润专业责任、科技报国、

工匠精神的思政教育，充分发挥专业实验课程在思政教育中的作用，促进培养环境工程实践

能力的培养，全方位育人，落实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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