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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 12 月 7 日至 8 日，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在中国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指出：要坚持把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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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2017 年 12 月，中共教育

部党组关于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

要》的通知要求所有专业均应挖掘育人要素，完善育人机制。

近年来，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思政体系正从单一的

思政课程格局向广泛的课程思政格局转变，思政成为了各专

业普遍性的工作。各专业要将正确价值观的引导作为本职工

作，将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的育人功能同向同行，协同配合，

结合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将学生培养成德才兼备之人才 [1]。

笔者以清华大学胡洪营等人编写的《环境工程原理》为

研究对象，探讨了该课程的思政元素和将思政元素融入专

业课程的实施路径，并给出了在课程思政过程中的见解与

建议。

2 《环境工程原理》的课程思政

2.1 依题思政
①在课程开始之前，可依据课程的总体教学内容安排一

次思政环节。要求学生观看《后天》和《蓝色星球》，并撰

写观后感。在上课时，教师针对两部影片进行专题讲解（《后

天》中的温室效应；《蓝色星球》中的垃圾遍布海洋）。通

过该环节，使学生意识到美丽的地球因环境破坏而承受的危

机，激发学生热爱地球的情感、敬畏自然的心理和保护地球

的迫切愿望。

②在讲解环境工程原理基础部分内容时，根据“三传”

内容和“质量衡算与能量衡算”，使学生意识到人们使用资

源和能源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将物质和能量从稳定的储存状

态扩散到不易控制的环境中，该过程会对环境造成严重危

害。通过该环节，激发学生节约资源和能源的心理，同时

降低对传统能源的依赖性。在讲解“辐射传热”时，通过

温室效应，可引出“碳达峰＋碳中和”的概念，使学生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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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国际上为实现碳减排承诺，而表现出的负责任大国的

形象。

③在讲解分离“过程原理＋化学与生物反应工程原理”

部分内容时，要求学生阅读《寂静的春天》并撰写读后感，

使学生了解杀虫剂和除草剂对环境的巨大危害，意识到一味

追求经济发展，不顾及环境保护只会带来眼前利益，损害的

却是长远利益。通过该环节，使学生意识到“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这句话沉甸甸的价值。

④在课程最后，列举一系列美好生活和背后为我们默默

付出的人，如中国已基本告别饥荒，少不了袁隆平等农业科

学家的奉献；中国已基本消灭疟疾，少不了屠呦呦等科学家

的奉献；中国成功阻击新冠病毒，少不了钟南山等医生的奉

献；中国的长治久安少不了边防战士和武警官兵们的奉献；

干净的马路少不了清洁工们的奉献，最后引申出人们期望的

蓝天白云同样少不了我们环境工程人的奉献。通过情感交

融，促使学生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和敢于为中国的环境可持续

发展承担责任的人。

2.2 借题发挥
对于一些教学内容，生硬融入思政元素会产生明显的不

和谐，但有时教学内容却能映射出一定的生活哲理，可通过

在授课最后留出几分钟时间以与学生“无意识谈心”的方式

聊聊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培养学生辨是非、会做人、会做

事的优良素质 [2]。

2.2.1 过滤

过滤是分离液体和气体非均相混合物的常用方法。

借题发挥：在工作、生活和学习中，要善于辨是非、明事理。

列举实例：①积极正面的实例：在新冠病毒阻击战中，

全国各地驰援武汉的英勇壮举；中国火神山、雷神山建设的

并肩奋战精神；免费治疗、免费疫苗的公益奉献精神；不顾

个人安危勇于拒敌于国门之外的祁发宝团长及壮烈牺牲的

战士们的爱国精神。②负面实例：在新冠疫情初期，英国毫

无根据的“群体免疫”；美国以“美国优先”的名义，不顾

世界人民安危，大量囤积疫苗；加拿大罔顾事实，非法扣押

孟晚舟事件；中国社会中偶尔发生的“碰瓷”事件。

通过该环节的课程思政，使学生能够准确判断哪些行为

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错误的，正确引导学生自身言行，并

培养学生的爱国热情。

2.2.2 吸收和吸附

吸收用于混合气体的分离，吸附可有选择性地使体系中

一种或多种组分吸附于固体表面，有选择性地分离特定组

分。这两章中的重点内容为吸收平衡和吸附平衡。

借题发挥：做人、做事应恰到好处。

列举实例：人与自然应和谐共生，应合理开采并充分使

用资源和能源，不能过度开发和浪费。

2.2.3 化学处理与微生物处理

化学处理与微生物处理用于去除气体或液体中的污染

物。深入了解两类方法去除污染物的微观机理对于污染物去

除效果至关重要。

借题发挥：了解事情发生的内在原因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列举实例：保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的原因，提

出可持续发展的原因。

2.3 利用作业思政
笔者常给学生们留下的思政作业：根据课程所学，任选

一种环境污染物，设计一种处理工艺流程，可以有效去除该

污染物。

①要求学生分小组完成，小组内学生分工合作，共同完

成同一个任务，培养学生合作和友善意识。

②作业完成后，小组间从思维逻辑、语言专业性、格式

等角度互评，并不断完善，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精神。

③小组间从污染物处理工艺流程有效性角度互评，并不

断完善，培养学生敬业意识。

④严查大作业原创性，培养学生诚信意识。

2.4 利用平时测验和期末考试思政
在平时测验和期末考试中，严查舞弊现象，培养学生诚

信和规则意识。

3 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关系
笔者根据多年教授《环境工程原理》课程积累的经验，

总结了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之间的区别（表 1）。从表 1 可

以看出，二者在各方面均呈现互补关系 [3]。因此，思政课程

与课程思政应相互协同，缺一不可。

表 1 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区别与联系

思政课程 课程思政

范围
使学生全面了解国家的发展规

划和先进思想“是什么”

使学生了解国家的部分发展

规划和先进思想“为什么”

是这样，并趋于认同 a

作用
是学生形成全方位健全人

格的基础

是学生在某方面形成优良品

质的保证

载体 思政过程无载体 思政过程以专业知识为载体

方式 教与学 浸与学

目标
使学生了解应该成为怎样

的人
使学生愿意成为那样的人

效果
学生具备“思维准备”，

思政效果一般

学生不具备“思维准备”，

容易润物细无声

a：1. 特定一门专业课能够承载的思政元素有限，如环境工程主要

思政内容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医学为“救死扶伤”，机

械为“工匠精神”；2. 笔者认为当学生在某方面形成优良品质后，

会自觉在其他优良品质方面进行自我提高。



44

教育科学发展·第 3 卷·第 6 期·2021 年 6 月

4 见解与建议

①以学科为单位，定期开展思政类专题讨论会（如 3 年

一次），结合最近发生的国际、国家大事，讨论环境工程领

域思政元素和案例，但不宜进行模板式总结，统一模式的思

政授课容易使学生形成心理疲劳，降低思政效果。

②“思政”的实现应从国家整体布局，上至国家的顶层

设计，中至社会的积极提倡，下至基层教师的主动实施。将

学生“浸”在整个社会良好风尚的大环境中，更能促进高校

思政效果的提高。

③部分基层教师思政动力与能力不足。不少教师习惯传

统的“教学”模式，较少考虑思政元素，缺少思政经验，

同时对于思政元素心理接受程度也较低。这要求教师积极

提升思政意愿，努力挖掘所授课程的思政元素，总结思政 

经验。

5 结语
成功的课程思政应使学生看到中国社会主义的美好前

景，使学生在学习到专业知识，具备专业能力之外，产生“韶

华不为少年留”的紧迫感和为国家的强盛和社会的进步“甘

为孺子牛”的使命感；特定一门专业课程所承载的思政元素

是有限的，但对于学生未来的思想引导却至关重要；将课程

思政与思政课程紧密结合，将培养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所需的德才兼备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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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疾病痊愈之前，即使教师不断进行情感引导也得不到

良好的反馈。相反，讲解性视频中的直白语言、技术性分析

在一定程度上会大大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

3.3 现身表演，唤起情感
现身表演用前沿语言表达便是角色 cos，是一种使人暂

时换位思考，身处他人的生活环境，并按符合人设的方式和

态度行事。这种教学方法能够使学生贴近人物生活，便于学

生身临其境地体验文本人物不同时刻的内心情感，以此来增

强学生对于作者情感态度的理解。

对于学生而言，如何将课文语言转化为贴合生活的台词、

动作、神态是一个难点，而要攻克难点就必须亲近文本，倾

入情感，感受其中的魅力。这一过程，学生可以极大限度地

释放自己的情感，全身心地投入表演，不被框架所束缚。对

于平时内敛的学生而言，是挑战，也是迎接新自我的机遇。

通过一次次情感的唤起，有助于放松心情，使得学生的语文

综合素质得以全面提升。

4 寓教于平凡生活
陶行知先生曾言：“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强

调教育以生活为中心，反对教育以书本为中心，认为不以生

活为中心的教育为死教育。”故而，教学无法脱离生活独自

绽放。

在小学校园里，语文教师常常采取记日记或是记周记的

方式来提高学生的习作水平，大多数教师关注其用词、修辞

手法等等，而忽视了学生的情感表达。看着一句接一句的“我

今天好开心啊！”不知该作何感，生活瞬息万变，情感丰富

多彩，如此千篇一律便显得单调又无趣。教师借助记录的方

式并无不好，只是应该鼓励同学们用心去看世界，用心去享

受生活，将生活的点点滴滴带入课堂。例如，学习中学课文

《背影》《散步》时，同学们是否也有和父母相伴、相离的

故事，此刻可以共同分享欢乐、分享悲伤，每一位同学都可

以成为独一无二的表达者和倾听者。

5 结语
好的文章在于共情，好的课堂也不例外。总而言之，情

感是连接教师和学生的纽带。教师应该巧妙利用教学或是生

活中的情感因素去敲响学生情感的大门，积极创设与教学相

适应的情境，使学生获得同理心，并激起情感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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