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课程基本情况 

1-1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环境科学概论 授 课 
对 象 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 

课程类型 综合素质类  ☑专业教育类 课 程 
学 时 32 

开课期数 1 学   分 2 

是否为马工
程教材相应

课程  
□是    ☑否 是否使用 

马工程教材 是    ☑否 

授课类型 线上课程    □线下课程    ☑混合式课程 

选用教材或 
主要教学资

料 

教材：《环境科学概论》（第二版），朱鲁生主编，中国农业

出版社，2016 年 3 月。 

参考书：(1) 《环境科学概论》（第二版），杨志峰、刘静玲等

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11 月。(2) 《现代环境科学导论》

（第二版），盛连喜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2011 年 8 月。 

参考资源：生态环境部网站、四川省生态环保厅网站、各类学术期刊。 

教学改革情

况 

（1）西昌学院混合式教学课程建设项目，2019。 

（2）西昌学院校级精品在线课程建设项目，2018。 

（3）西昌学院优质资源共享课程建设项目，2017。 

（2）应用技术型高校《环境科学概论》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研究，2017。 

1-2 课程团队基本信息 

课
程
负
责
人 

姓   名 杨红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67.04 

职称/职

务 
教授 

毕业学校 
/学历学位 电子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

向 

植物学、生态修复、

水土保持 
手   机 18892877777 

已获得
的省级
及以上
的荣誉
奖励、已
完成的
课程建
设与教
学改革
成果 

（1）参研“应用型本科动科类专业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的探

索与实践” 获四川省第八届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参研“应用型本科院校动科类专业技能训练及竞赛磨石

刀探索与实践”教学质量工程项目，获四川省第八届高等教

育教学成果奖三等奖。 

（3）参与建设的精品课程《植物学》，2008年建设成为四川

省省级精品课程。 

（4）发表论文：曹芮,杨红,王雪梅.《环境影响评价案例分

析 》 课 程 教 学 实 践 与 教 学 模 式 探 讨 [J]. 科 技 展

望,2017(25):216-217. 

（5）2010年-2016 年，主编、副主编出版《摩梭人生态文化

研究》、《攀西种子植物》第二卷、《攀西野生果树》、《凉

山州水土保持植被修复物种筛选研究》等专著。 



课
程
团
队
成
员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职务 任务及分工 

曹芮 女 1985.10 

讲师/教务处教

务科副科长 

课程改革研究，混合式

教学改革研究，绪论、

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

化、专题讨论课堂教学 

王雪梅 女 1986.09 

讲师/教研室副

主任 

课程改革研究，混合式

教学改革研究，环境监

测课堂教学 

陈韵竹 女 1988.08 讲师 

课程改革研究，混合式

教学改革研究，大气、

土壤污染防治课程教

学 

张万明 男 1971.01 

教授/资源与环

境学院副院长 

课程改革研究，环境管

理课堂教学 

李海涛 男 1967.08 

教授/资源与环

境学院院长 

课程改革研究，可持续

发展战略课堂教学 

黄信 男 1971.11 

教授/马克思主

义学院办公室

主任 

挖掘思政元素，帮助

专业教师提升思想政

治素养和思想政治教

育能力 

 



二、课程建设 

2-1 教学目标 

《环境科学概论》以人类-环境系统的基本原理和环境科学相关理论基础

为依据，系统论述环境的发生、发展和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深入分析环

境问题的产生和原因。针对人类面临的全球环境危机，分析环境科学技术、

方法和应用，概述环境管理理念与实践过程。在专业知识教学过程，整合和

融入德育目标。 

（1）专业教育目标 

①专业知识传授：环境科学发展和环境思想演变历程；环境科学研究的主

要内容及其分支学科；现代环境科学的特点和任务；现代环境科学发展趋势、

学科前沿和环境热点问题；现代环境科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②专业能力培养：培养团队合作能力、科学严谨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培

养良好的职业素养。 

（2）价值引领目标 

①引导树立唯物主义世界观、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培养环境友好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加强生态文明理念和自然和谐的环

保意识； 

②增强家国意识、社会责任意识、法治意识，使学生把爱护祖国的生态环

境作为自己的使命； 

③培养创新意识、工匠精神； 

④结合凉山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的特色案例，使学生立足凉山生态文

明建设的成就，提升绿色发展自信。 

 

2-2 建设思路和课程设计 

（1）建设思路 

① 环境教育面向广泛 

生态环境教育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顺利推进的思想意识保障。《环境科



学概论》是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同时也可做为面向全体学生

的环境教育选修课程，以及面向基层专、兼职环保从业人员的环境教育培训

课程。 

② 思政元素丰富深入 

该课程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思政元素：包括唯物主义世界观、科学发展

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态文明理念，以及在环境保护工作中所体现出

来的家国意识、社会责任意识、法治意识、工匠精神和创新意识等。课程团

队注重建设具有自觉“育德意识”和较强“育德能力”的教师队伍，确保“同

向同行、协同育人”。通过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课专家教师做专业课共建人，

搭建课程思政教学团队，在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培养过程中，将思政元素融

入其中，加强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加强国民生态环保意识的培养。 

③ 多模式多手段结合 

将特色案例教学、翻转课堂、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引入课堂，采用

画龙点睛式、专题嵌入式、元素化合式、隐性渗透式等手段将思政元素融入

课堂，充分提升课堂教学的生动性、充分发挥课堂的专业及德育育人功能。

将传统的“理论灌输”模式转变为“师生双向互动”模式，力求做到生动多

样，浑然一体。 

（2）课程设计 

围绕环境专业知识传授、专业能力培养、价值观塑造三位一体的教学目

标，结合本课程教学内容，本课程的思政教育设计如下：通过环境科学思想

与方法论，构建人与自然共存世界观，重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思

想。通过各类污染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的教学，加强生态文明价值观、

家国意识、社会责任意识的培养： 

① 通过污染防治技术方法革新、环保人污染防治工作实际教学，加强创

新意识、敬业精神、工匠精神的培养； 

② 通过环境管理方面的教学，加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加强责任意识、法治意识的培养； 

③ 通过凉山本地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加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生态文明意识的培养，增强对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的自信。 



教学过程及教学设计如下： 

序号 教学环节 学时 专业要点 思政融入点 教学方法 

1 绪论 2 环境科学思想与方法

论、环境问题 

唯物辩证世界观、科学

发展观；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生态文明思想 

案例教学；隐性渗透式

融入思政元素 

2 水体污染

与防治 

4 中国水资源特点及作

用、污水防治基本途

径、污水防治技术 

全力打好水污染防治攻

坚战，责任意识和创新

意识 

翻转课堂、混合式教

学、案例教学； 

画龙点睛式、隐性渗透

式融入思政元素 

3 大气污染

与防治 

4 大气污染的影响、全

球大气环境问题、大

气污染综合防治技术 

要坚决打赢蓝天保卫

战，绿色、低碳、循环、

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

式；责任意识和创新意

识 

4 土壤污染

及防治 

3 土壤在环境中的重要

性、土壤污染、土壤

污染防治与修复 

创新、可持续发展、长

江经济带、乡村振新等

绿色发展理念；责任意

识和创新意识 

5 固体废物

处理与资

源化 

3 固体废物的概念及特

性、固体废物的处理

处置方法及资源化途

径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

境，绿色生活和发展理

念；无废城市；责任意

识和创新意识 

6 物理性污

染与控制 

1 物理性污染的种类、

来源及特点、声学环

境综合整治对策 

社会责任意识、创新精

神 

案例教学、混合式教

学；隐性渗透式融入思

政元素 

7 环境污染

专题讨论 

3 科学严谨分析和解决

环境问题的能力 

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富强文明决不能以

牺牲环境为代价；责任

意识和创新意识 

翻转课堂、小组讨论、

案例教学、研究性教

学；画龙点睛式融入思

政元素 

8 环境保护

工程项目

参观实践 

5 参观水污染治理、大

气污染治理工程项

目，邛海湿地 

家国意识、社会责任意

识、法治意识、敬业精

神、工匠精神及创新精

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 

现场案例教学、研究型

教学；专题嵌入式融入

思政元素 

9 环境监测

与评价 

2 环境监测技术、环境

质量现状评价、环境

影响评价 

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环保人矢志不渝的

敬业精神、创新意识 

案例教学、翻转课堂、

研究型教学； 

元素化合式、隐性渗透

式融入思政元素 
10 环境管理 2 环境管理制度，环境

法，环境规划，环境

经济 

责任意识；法治意识 

11 生态保护

与生态建

设 

2 生态保护、生物安全、

生态农业、生态建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绿色发展自信 

案例教学；专题嵌入

式、化龙点睛式融入思

政元素 

12 可持续发

展战略 

1 环境与发展的辩证关

系、可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

思想 

混合式教学；隐性渗透

式融入思政元素 
 



三、教学效果 

3-1 教学效果 

《环境科学概论》课程教学团队一直致力于该课程的教学改革工作，将

思政教育贯穿教学全过程后，思政元素有机自然融入教学内容，为提升学生

德育水平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1）立德树人成果 

① 对学生进行价值引领的重要渠道。通过课程思政设计充分发挥了专业

教学在育人中的主渠道、主阵地地位，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了

“大思政”协同育人的成效。课程中充分挖掘、自然融入思政元素，对学生

进行唯物主义世界观、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态文明价值观，

以及家国情怀、责任意识、爱岗敬业、创新意识的培养，达到了润物细无声

的效果。 

② 专业知识的积累和专业素养的培养。加深理论知识教学的同时，加强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成为学生认知环境问题、了解环境现状、思考环境与发

展关系的重要课堂。 

③ 提高了学生对专业课学习的兴趣和热情课。通过教学手段的多样化和

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入，激发了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和热情，构建了学生科研情

怀，提升了竞赛引领的能力培养意识。 

④ 环保从业人员培训效果良好。教学团队成员在地方环保局 2016-2019

年环保从业人员的专业培训中，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结合，提升了基层环保

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和工作责任意识。 

（2）教学评价 

通过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合，学生更清楚地认识到专业学习与

祖国需要、社会需求、地方发展的关系。课程教学学生认可度高；多年来同

行评教分数都在 90分以上。在地方环保局举办的环境教育工作中，得到了学

员和举办单位的认可。 

（3）育人典型案例 

在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章节中，引入邛海及邛海湿地保护与恢复工作及

成效。该案例中，既具有代表性环境要素，又含生活污水、水产养殖造成的



水污染问题，也有汽车尾气、道路扬尘、餐饮油烟气的大气污染，还有水土

保持、生物多样性的生态问题。结合现场的参观实践，将习总书记“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其中，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对环保的兴

趣和热情，加强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增强了学生的专业自信。 

3-2 示范辐射 

（1）教学模式改革的示范带动效果 

《环境科学概论》课程于 2017 年-2019 年分别校内立项进行优质资源共

享课程建设、精品在线课程建设、混合式课程建设；在西昌学院在线课程平

台中，使用效果良好。该课程的教学模式改革经验，对校内环境科学与工程

专业系列课程的教学模式改革，以及校内其它相关课程的教学模式改革，起

到了示范带动效果。 

（2）课程思政建设的示范带动效果 

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相融合，以专业教育为主，融入思政教育的课程思

政建设经验，对校内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系列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起到了一

定的示范带动效果。 

（3）课程面向对象的辐射 

 该课程即可面向环境相关专业，又可作为全校学生环境教育通识选修课

程，扩展环境教育对象。 

（4）服务地方环境教育的示范效果 

课程团队以课程教育为基础，参与了地方的环境教育、生态文明教育的

多项工作，从校内课程教育辐射到地方生态文明教育。教学团队参与了地方

环保局举办的 2016年-2019年的环保从业人员环境教育培训工作；2019年西

昌学院受凉山州教育和体育局的委托编写凉山州生态文明教育知识读本，教

学团队成员是编委会主要成员，起到了很好的示范辐射作用。 

 

 

 

 

 



四、政策支持及配套保障 

（1）组织保障 

学校成立由党委书记和校长任组长，分管思政工作和分管教学工作校领导

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领导小组，完善顶层

设计，注重统筹推进，细化落实任务，统筹 推进全校“课程思政”教育教学

改革建设工作。 

学校成立“课程思政”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会在“课程思政”教育

教学改革领导小组领导下工作，对“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过程中教学管

理、教学研究和教师队伍等方面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咨询和指导。加强组

织部、宣传部、教务处、团委、学工部、人事处等相关部门和各教学单位工

作协同合作，确保“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落到实处。 

本教学团队全面负责课程设计、课程教学、混合式课程改革以及相关课程

资源制作工作，课程教学团队分工合作，全面推进这项工作。 

（2）机制保障 

对“课程思政”工作实施情况进行考核评价，教师参与“课程思政”教

育教学改革的情况作为年度考核、职务（职称）评聘、评优奖励等的重要依

据，将推进“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成效纳入绩效考核评价，对于工作开

展突出的单位给予奖励。 

（3）经费保障 

学校设立专项经费支持“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专款专用。本课程

目前已获得学校精品在线课程、混合式课程建设经费支持，有效丰富“课程

思政”教学形式。 

二级学院对于申报立项的课程在教学改革经费上给予优先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