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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0 年度本教学团队取得的教学改革成绩和亮点 

1.1 工程教育认证 

完成了环境工程专业工程教育认证自评报告并获得教育部审核通过，顺利开展

了教育部专家进校现场考查工作。 

专家组通过进校前对自评报告的审阅，认为专业依照《工程教育认证标准》要

求开展了自评工作，所撰写的自评报告符合要求，结构规范、内容全面、数据基本

翔实、叙述清楚，客观真实地反映了该专业的办学现状。 

专家组从学生、培养目标、毕业要求、持续改进、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和支持

条件等方面进行了现场考查，对自评报告中提供的资料、数据进行了详细核实后认

为：该专业所提供的资料与数据真实、可靠，符合《工程教育认证标准》和《环境

类专业补充标准》的相关规定。 

1.2 教研项目 

（1）叶恒朋教授主持的《新工科背景下资源与环境专业群通专融合教学改革与

实践》获得第二批国家新工科项目立项。 

（2）孙杰教授主持的《基于工程教育认证的多方协同环境工程新工科“梯田”

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首批“新工科”专业改革类项目，于 2020年结项通过。 

（3）占伟博士主持的《基于环境工程专业认证标准的虚拟仿真实训教学探索与

实践》获推荐申报 2020年度湖北省教研项目。
 

1.3 教研论文 

（1）陈绍华，熊玲，叶恒朋，占伟，李佳，吴晨捷. 工程认证背景下我校环境

工程专业实践课程体系的构建，广州化工，2020,47（21）：170-171 

（2）陈绍华，熊玲，叶恒朋，占伟，李佳，吴晨捷.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中环境

工程专业实践课程达成度评价——以“环境工程原理实验”课程为例，广东化工，

2020,47（3）：223-224 

1.4 课程思政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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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解和认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更好地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绿色发展，实现中国的绿色崛起。对于环境工程

专业，弘扬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天然的优势，也更责无旁贷。本团队教师所负责的专

业课程深入发掘课程思政素材，具体如下：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讲解污染物的自然源和人为源，让学生认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

天人合一；讲解大气污染综合防治措施“大气十条”，让学生深刻认识“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生

态文明)；讲解燃料与及燃料燃烧工程，让学生知道五大发展理念(共享、绿色)；讲解颗粒物

与 SO2的关系，蕴含“对立统一”的哲学观点；讲解 O3的时空分布，用形象的比喻“在天

为佛，在地为魔”来说明事物具有两面性，要用辩证的观点看问题。此外，还结合“6.5”

世界环境日、生态文明建设、碳排放权交易等知识点将思政教育中的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事

物的普遍联系与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等知识点贯穿教学实践。通过上述知识的学习，

引导学生积极参加环保公益活动，践行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通

过这两个案例，让学生认同“平等”的价值取向。解读：我们同在一片蓝天下，保护我们生

活的家园是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呼吸着相同的空气，我们是平等的。

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的空气污染指数（API）变为空气质量指数（AQI）这一案例，让学

生认同“和谐”价值目标。解读：第一章主要以人类面临的主要大气污染问题为研究对象，

探讨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污染的成因、特征及规律，目的是使学生在掌握一定知识的基础上，

了解当前全球和我国大气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危害及其产生的原因，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的观点，同时承担起保护环境的历史重任。 

水污染控制工程（
A1
）
：①第一章主要讲述水环境现状、水体污染及其治理措施，通过

给学生展示水污染现状及治理实例，让学生直观了解我国环境现状及我国环境保护的政策，

领悟“十九大”报告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强化保护环境爱护家园的爱国主义教育；

同时提高学生的环保意识与专业使命感，努力学习并强化自身的专业技能。②第四章城镇雨

水管渠设计中有一节很重要的内容，介绍雨水资源及利用。以 2016年、2017年民大校园及

南湖周边生活小区内涝严重实例，并结合江南家园和民大校园“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引入

“十九大”报告中国家节约水资源保护水生态政策导向，强调环境保护人人参与的公民责任

意识，同时提高学生的环保意识，懂得珍惜水资源、保护水资源，为人民营造一个良好的水

资源环境。③在讲解排水体制排水规划考虑因素中，其中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全面规划，合

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保护环境，造福人民”。通过介绍湖北省重点项目“南湖水

环境质量提升工程”，对比南湖周边环境的变化，引入国家“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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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精神，全面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②从事工程技术行业的人员，应该具备“工匠精神”，

即精益求精、追求卓越、敢于革新的“大国工匠”精神特质。本课程旨在绘图技能的训练中，

培养学生敬业、精益、专注、创新等方面的“工匠”精神，认真负责、踏实敬业的工作态度，

以及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环境工程
CAD：①图纸是工程师的技术语言，是传递设计思想的信息载体，是进行生

产建造的依据。如果环境工程项目技术图纸出错，生产建造的设备、构筑物等都将出错，会

给污染物的治理工程带来严重的损失和后果。因此，本课程从工程图样的作用和价值入手，

帮助学生养成严肃认真对待图纸，一线一字都不能马虎的习惯，从而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②环境工程 CAD课程，旨在通过 AutoCAD软件的学习，为环境工程设计提供辅助，

输出图纸，是环境工程专业的重要输出口。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加深学生对各专业课工程设

计内容的理解，培养学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保理念。同时，使其加强专业意识，

明悉职业道德，树立职业理想。 

物理性污染控制工程
：①第二章：噪声控制技术思政案例。介绍现代声学开创者马大猷，

1966年研制微穿孔板吸声结构，解决人民大会堂声音问题，1992年，解决德国马克大厅声

音问题，马大猷的名字传遍世界的工程界和声学界。通过案例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

主义情怀。②工程师职业规范美国工程师学会（NSPE）指出：“工程是一项重要且需经学习

而得的专业领域，身为此专业的成员，工程师们背负着社会的期待，应展现最高标准的诚实

与正直。由于工程对大众的生活质量直接产生重大的影响，工程师必须提供诚实、无私、公

正及公平的服务，并应矢志维护民众的公共卫生、安全及福祉。工程师的专业行为，必须符

合最高的伦理原则”。列举 1-2 个实际工程案例，由学生讨论案例中哪些行为违背了职业规

范，使学生了解工程伦理准则，提高其社会责任感，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利益观，把全人类

的共同利益放在第一位。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修复
：①第一章：绪论案例，结合热点问题，如土壤重金属污染引起

的食品安全问题等，使学生深刻认识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和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增强学生社

会责任感。②第二章：政策与法规思政案例，以美国“拉夫运河”事件为切入点，介绍“超

级基金法案”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对中国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影响，并要求学生通过

收集资料写不少于 1000字汇报，内容包括超级基金对我国土壤污染治理的启示，尤其讲述

土壤防治责任人的概念，作为公民和环境工程专业学生应该承担什么角色。③土壤修复技术

思政案例，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论，提高学生生态思想站位，同时引入工程师职业规范，列举 1-2个实际工程案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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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讨论案例中哪些行为违背了职业规范，使学生了解工程伦理准则，提高其社会责任感，

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利益观，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放在第一位。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
：①领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真正内涵，加强环境工程专业学生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在绪论部分，介绍微生物学研究获得诺比尔奖的情况，体现微生物学的重要

地位，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创新意识，帮助学生树立勇攀科学高峰的远大志向；同时，科学

的目的在于造福人类，当科学家用所学为人类造福时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有助于培养

学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介绍微生物与环境保护的密切关系和环境工程微生物学的

任务时，强调微生物治理环境污染的可行性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

己；保护环境要从我做起，进而影响身边人，也要从现在做起，从日常饮食、购物等生活的

点滴做起，号召大家共同建设我们的“美丽中国”。在介绍微生物的营养部分，让学生认识

到水不仅是微生物的生理功能之源，也是一切生物的生命之源，认识到水对生命的重要意义，

结合目前我国形势严峻的水资源匮乏和污染问题，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节约用水，保护水

资源。在物质循环、微生物生态和活性污泥法部分，融入“合作共赢”理念。氮循环中，微

生物与植物共生。活性污泥法的核心原理是利用多种微生物协同作用降解去除污染物，净化

污水，一旦和谐的合作状态被打破：如丝状菌爆发增殖抢占空间，引发污泥膨胀，造成污泥

机能下降甚至结构解体，最终影响污水处理能力。从这些证明及反面的案例来说明“合作共

赢”。②提升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在介绍微生物学发展史时，引用名

家事迹，传播正能量，塑造坚定忠诚的爱国精神、积极向上的人文情怀和高尚健全的学术道

德。如：现代微生物学的奠基人——法国科学家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对微生物发

展的贡献以及其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操；幽门螺杆菌的发现者澳大利亚医生 Barry Marshall 和

我国的“沙眼之父”汤飞凡不惜以身试菌；斑疹伤寒病原体-立克次氏体的发现者美国科学

家 Ricketts 和巴西科学家 Prowazek 在研究此病中因感染而牺牲；德国科学家 Harald zur 

Hausen 毕生致力于研究人乳头瘤病毒，最终证明了其是子宫颈癌的成因。在介绍微生物学

起源和病毒时，分别介绍我国微生物的应用历史和我国在 SARS，新冠病毒等的防疫中取得

的巨大胜利，展示我国微生物学发展史上的成就及对世界微生物学做出的卓越贡献、中华民

族的伟大和中国人民的智慧，认识到祖国科学文化的古老和灿烂，潜移默化地增强学生的爱

国主义思想，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激发学生振兴中华的斗志和科学使命感。③

崇尚科学，培养严谨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微生物的发展史部分，介绍巴斯德通过曲颈瓶

实验彻底否定了“自生说”。在原核微生物的形态、构造与功能部分，以汤飞凡先生为例，

介绍他大胆质疑、小心求证、甘于献身的优秀品质，引导学生严谨科学观、学术道德观、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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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生观等的建立。在病毒部分，以长春长生生物疫苗事件为例，让学生意识到规范有序不

是简单的口号，在与生命科学相关的行业，规范就是底线。介绍细菌的休眠体芽孢时，借用

“永生细菌”的报道，训练学生理性思考的能力，鼓励学生勇于质疑、不盲目、不盲从。④

锤炼思辨意识，引领学生辩证认识世界：在病毒的危害与应用部分体会辩证思维的重要性，

强调“好坏”不能简单一概而论，需要仔细分析，辩证认识。全面认识事物，避免“盲人摸

象”。培养严谨、全局化的思维模式，能够更全面地应对未来的各种挑战。真核微生物青霉

菌、青霉素、抗生素等部分，介绍抗生素的抑菌作用和抗生素污染、超级细菌等案例，引导

辩证思维分析和理解微生物“双刃剑”的特性，培养辩证思维能力和客观理性分析问题的能

力，建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在讲解微生物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时，既要一方面是我

国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应明确环境污染是国家经济发展到一

定阶段所必经的过程，我国正在采取积极的措施进行控制和治理，应客观理性地对待我国环

境污染的问题，要对国家和政府有信心。 

2 2020 年度本教学团队尚存的问题 

（1）国家级、省级一流课程还是空白，亟待突破。 

（2）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已经建立起来，但目前只是在学生实习上进行

了探索应用，对于其他课程教学的应用还有待加强。 

（3）青年教师的工程能力、设计能力有待加强，以适应环境工程专业工程

教育认证的高标准要求。 

3 2021 年本教学团队组织建设规划 

（1）申请省级教学团队。 

（2）编写教材一部：《民族资源与环境保护》。 

（3）申请国家一流课程一门：《环境工程综合实验》。 

（4）加强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建设：结合专业课搭建水污染处理、大气污染

治理等校内实训平台，实施“人工智能助推教学”行动；进行核心课程的资源挖

掘，实现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打造智慧课堂，鼓励“混合”模式教学；搭

建网络平台，建立线上教学资源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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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强青年教师工程能力、设计能力的培养：选派杜亚光、万震两名教

师到博天环境设计院进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