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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学课程蕴含丰富的思政元素。但目前新时代高校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知普遍不够深刻和思政水平不

高，多重视专业知识的传授而忽略思想政治教育。故本文从新时代教师进行课堂思政的必要性出发，对

环境学潜在的思政元素和教学设计进行了挖掘和思考，以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为社会输送

新时代环保人才。 
 
关键词 

课程思政，传统文化，唯物辩证思想，生态价值观 

 
 

Explo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Teaching Design of Environics 
Course in the New Era 

Fenghua Wei1, Long Li1, Shuangxin Wu2* 
1School of Chemistry and Environment, Jiaying University, Meizhou Guangdong 
2School of Physics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Jiaying University, Meizhou Guangdong 
 
Received: Nov. 4th, 2023; accepted: Dec. 12th, 2023; published: Dec. 20th, 2023 

 
 

 
Abstract 
The course of Environics contains ric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But at present,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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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of the new era college teachers is generally not deep enough 
and the level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 is not high, and they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teaching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ignor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refore, starting from 
the necessity of classroom thinking and politics for teachers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explores 
and thinks about the potenti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teaching design of environ-
mental studies, in order to cultivate student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rovid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lents in the new era for th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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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经过长期努力，取得了开创性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了根本性的历史性变

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作为新时代的教师们，肩负了新的责任和使命。2019 年，习近平

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实现全员全方位育人[1]。这要求新时代教师要充分认识到课程思政的重要性，挖掘课程相关的思政元素

并有效地融入课堂，以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环境学》是高校环境相关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教学主要任务是向学生传授环境科学基本知

识，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提高其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面临着严峻的环

境污染、资源短缺、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2]。党的十九大指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作为环保事业的后备力量，培养他们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非常重要。因此，需要对《环境学》

教学改革中的思政元素进行挖掘和思考。 

2. 环境学课程思政教育的必要性 

环境学课程涵盖多个学科领域，包括了环境污染、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等方面的技术

政策等，其内容范围非常广泛，思政元素非常丰富。但教师往往看重专业知识的传授而忽视思想政治教

育[3]。故新时代教师要认识到课堂思政的必要性，不仅要传授基本的专业知识，还要培养学生的一些环

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把思政教育融入到课堂的各个知识点当中。 

3.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3.1. 当代高校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知普遍不够深刻和思政水平不高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很多教师在上课的过程中，只是单纯的传授专业知识，没有深刻认识到课

程传授过程中对学生个人价值观的塑造，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和正确引导的重要性[4]。这就

导致大多数教师的政治敏感度和综合能力不高，不能把思政元素很好的融入课堂中。 
虽然很多老师认识到了课程思政的必要性，但还是不能挖掘出课堂中可能涉及的思政元素。最主要

原因是教师的思政水平不高，如没有及时关注国家的环保发展新政策和新技术，在讲授到相应课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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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能把国家关于法律法规和环保新政策融入到课堂[5]。对一些环境事件和环境发展历程缺乏知识储备，

当讲解到环境污染和可能涉及到某个重要人物时就不能举例把思政元素融入进来。对我国的古代重要的

环保思想和伦理道德相关的知识了解不清，也就无法将相关内容很好的与课程融合。教师应该认识到自

己的不足，多关注相关知识，并和其他老师多交流多学习以提高自己的课堂思政水平。 
所以，教师作为课程思政计划开展的中坚力量，更应该认识到思政教育的重要性，努力提升自己的

思政素养，才能把思政元素灵活有效的融入课堂的日常教学中。 

3.2. 思政元素布局不合理 

环境学课程内容涉及广泛，不可能对所有的内容都进行思政元素的挖掘。但目前很多教师只挖掘自

己擅长的知识部分，只对某个方面的思政元素进行融入，而忽略了对重点内容和多方面思政元素的挖掘。

故亟需根据课程教学内容和任务，把所有课程内容进行分析，对思政内容进行合理布局，突出重点。 

3.3. 教学方式不够创新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单一，还是以老师为主导的讲授为主，缺乏创新。课程思政的融入方法生硬，

无法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故在教学过程中应将传统的理论讲授与专题讨论、案

例分析、课外实践活动和开放实验等多种方法相互结合。 

4. 环境学课程的思政元素挖掘 

环境学课程包含丰富的思政元素，需要教师们深入挖掘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思政资源，并且通过合理

有效的途径融入课堂。对于本课程，重点培养学生的生态文明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融入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穿插讲解科学精神和职业道德，增强学生文化自信和家国情怀。 

4.1. 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的传统文化发展至今，蕴含着非常丰富的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

明思想(图 1)。环境学课程中的可持续发展章节就可以融入传统文化相关知识。如“天人合一”的思想是

中国先辈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认识，认为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人与自然应和谐共处，共同发展。

春秋时期，孔子的“子钓而不纲，戈不射宿”，即捕鱼要用鱼竿而不用大网；归巢栖息的鸟不要射猎。

体现了尊重生物的规律，不竭泽而渔的思想。春秋管仲的“以时禁发”，明朝朱熹的“取时有时，用之

有节”等也体现了打猎、捕鱼、砍伐等要有节制，不能随心所欲。总之中国各朝代，都有对环境保护的

明确法规与禁令，展示了我国几千年来尊重自然规律，人与自然共生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中国今天的环

境保护工作，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我们应该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为

拥有一个更加绿色安全的生存环境而努力奋斗。故可以历史名人名言为载体，在课堂上传授我国古代的

可持续发展思想知识[3]。通过领略传统文化中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可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建立学

生的文化自信。 

4.2. 科学素养和职业素养 

主讲到生态环境内容时，可以引入中国人如何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植树造林保护环境的诸多事迹。

Nature 期刊对于此壮举都进行了相关报道：中国植树造林的碳吸收规模令人惊讶。近年来，中国的绿色

植被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现在抵抗沙漠化和水土流失的树木达数十亿之多，对全球的碳汇与气候变化做

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是促进全球变绿的主力军。但这些的实现都离不开一代代人的甘于奉献、坚忍不拔

的植树造林的环保精神，我们才取得了当今令世界惊叹的成绩。讲解到土壤污染和修复章节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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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though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tained in traditional culture 
图 1. 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文明思想 

 
引入典型土壤修复案例——蜈蚣草治理砷污染土壤[6]，以体现科学家在科学道路上的钻研精神。在讲到

环境污染物迁移转化时，可以中国抗疫新冠肺炎病毒为例，讲述其在多介质迁移过程，所以其在多种介

质可以检出，故防疫首要措施是隔离，我国在抗疫斗争中的隔离措施等举措体现了尊重科学的精神[3]。
从事环境科学相关工作更要具备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专业熟练的操作技能。因此，需让学生明白从事环境

科学工作和相关研究必须具有职业素养和科学精神，为社会培养有科学素养和职业素养的环保人才[2]。 

4.3.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想 

《环境学》蕴含了丰富的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马克思的环境思想，指出自然孕育了人类，自

然与人类息息相关，探讨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那么，我们人类就应该善待自然、保护自然，达到人

与自然的和谐统一[7]。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马克思强调，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自然资源状况决定了经济部门的分布和发展方向。自然资源是一个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天然资本。所以我们应该顺应自然规律，利用已经掌握的规律去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

去发展经济。而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会带来环境问题，为了更持续的发展，我们要遵循自然规律，和自

然和谐相处[8]。 

4.4. 生态价值观 

讲到水、大气、土壤、固体废物等环境污染与防治章节时，向同学们介绍环境问题的产生与发展，

帮助学生做好垃圾分类、保持市容市貌的环境意识，帮助学生建立环境安全的保护意识，培养学生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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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资源的价值观和爱国主义情感[5]。讲授到全球环境问题章节时，向学生展示现今全球面临的气候变

化、生物多样性等环境问题，让学生认识到人类必须要与自然和谐相处，否则将给地球带来毁灭性的灾

难。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5. 制度自信和家国情怀 

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领域治理和改善取得了可观的成效。教师在讲授到相应章节内容时，可以将

这些成就介绍给学生。比如在水资源与水污染章节，老师可以将“南水北调”这种人类历史上首次超大

规模跨流域调水的工程介绍给学生，使学生理解我国从国家层面谋划全局，实现跨流域调水的伟大实践，

凸显我国长期规划、综合协调、全国一盘棋的制度优势，增强制度自信和国家认同感[6]。大气污染防治

方面，以北京雾霾等为切入点，向学生展示国家大气污染治理的成就与挑战[9]。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

介绍我国的“准确分类–安全利用污染修复”的土壤综合治理思路，引出本领域未来产业发展优势等。

此外，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环保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标准及技术导则等也在不断更新。所以

可以结合相关案例等向学生解读这些政策法规等，以体现我国在环保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成就，培养创新

意识和增强国家自豪感。 

5. 课程教学设计 

虽然环境学中蕴含着的思政元素非常丰富，怎样有效地渗透融入课堂才是关键。对于本课程，共三

篇内容，包含 11 个章节。分为环境概念篇、环境原理篇和环境调控篇。其中环境概念篇是基础，环境原

理篇和调控篇是提升。其课程教学设计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Teaching design of classroom ideology and politics 
图 2. 课堂思政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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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篇包含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固体废物、物理环境和生物环境六大章节，其各章

节主要以“问题特征–问题成因–问题危害–控制技术–法规标准–案例分析”为主线进行讲授，同时

穿插渗透思政的相应元素(图 2)。如，从环境问题的本质探讨马克思主义主义唯物辩证法和生态价值观；

从环境问题成因深化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从控制技术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从法规标准的解读加

强法治教育和职业道德；从治理道路让学生深刻理解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从三大污染的攻坚战坚定

制度自信，增强民族自信和家国情怀。 
通过学生对环境问题基础知识的掌握，再向学生传授环境原理和调控部分，对内容进行提升。环境

原理篇包含环境多样性原理、人与环境和谐原理、规律规则原理和五律协同原理四大原理。环境四大原

理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主义唯物辩证思想；向学生讲授中国古代的生态文明思想可以使学生深入理解

人与环境和谐原理，增强文化自信；讲解中国在保护生态多样性方面所做的贡献可以培养学生的制度自

信和道路自信。环境调控篇包含可持续发展与科学发展内容，可以从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让学生了

解和认同中华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通过讲解可持续发展的历程也可以增强学生的道路自信。 
最后，通过上述各章节对各思政元素的融入和渗透，可以达到培养学生的马克思唯物辩证思想和生

态价值观，增强四个“自信”和家国情怀，塑造科学素养和职业素养等的目标。 

6. 结语 

总之，环境学蕴含丰富的思政元素，需要教师深入挖掘。教师在传授基础知识的同时，能潜移默化

的向学生融入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生态观、道德规范等思政教育。以提升学生的专业水平和培

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责任感，形成全面发展的新时代环保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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