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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原理》课程思政教学案例设计

课程名称 《环境工程原理》

课程简介:《环境工程原理》是环境工程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旨在让学

生掌握环境污染控制工程中涉及的具有共性的工程学基础、基本过程和现象，以及污染

控制装置的基本原理，为提高环境净化与污染控制工程的效率提供理论支持，从理论上

指导环境净化与污染控制技术的选择，阐述提高污染物去除效率的思路、手段和方法。

在《环境工程原理》的课程建设过程中，课程组秉承立德树人的教学理念，将专业知识

和课程思政有机统一，在专业课讲授中，潜移默化地融入课程思政要素，激发学生的担

当意识和爱国情怀，对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起到了引领作用。

主讲教师 王辉

王辉，1979 年生，硕士学历，讲师。2005 年 7 月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2005 年 7

月进入宝鸡文理学院任教。任教课程有《物理化学》、《分析化学》、《无机化学》、

《环境工程原理》、《水分析化学》等。

案 例

绪 论

一、课程教学目标

了解环境问题与环境学科的发展和环境工程学科体系，理解本课程的地位、作用、

教学内容和学习方法，机械制造学科的发展和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课程特色

和学习方法，掌握环境净化与污染控制技术原理，了解环境净化与污染控制技术体系。

二、思政育人目标

在了解环境工程学的发展的历程中，融入我国在环境污染治理过程的特色做法和成

效，以及现在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的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积极意义，增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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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立志献身祖国的远大理想，坚

定“四个自信”、牢树“四个意识”。

三、课程育人案例设计及实施过程

教学内容 思政要素切入点 育人目标

第一章 绪论

1、环境工程学的发展

从常规尺度向微观、宏观尺度

发展；从末端治理向清洁生

产、循环经济、低碳社会发展；

从传统技术向高新技术、信息

技术发展；从点源污染治理向

面源污染治理、环境修复发

展。环境工程学的内涵不断丰

富，再次传统内容基础上增加

了生态修复、清洁生产、环境

规划管理、环境系统工程等内

容。

我国特别重视环境保护工作，统筹国际

国内两个大局，既参与国际环发领域的

合作与治理，又根据国内新形势新任务

及时出台加强环境保护的战略举措。我

国环境保护工作大致经历了 5 个发展

阶段，经过多年的发展， 尤其是十三

五期间，“以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为主线，环境污染治理取得显著成效，

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都取得重要进

展，规划纲要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已经

基本完成，是迄今为止生态环境质量改

善成效最大、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发展最

好的五年，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地增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

中发国家，我国在发展经

济过程中，产生了各种各

样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

坏等环境问题。面对问题

与挑战，我国积极应对，

正视问题，借鉴经验，根

据国内形势，积极探索出

具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环

境保护的路子。通过我国

在环境保护中的各种战

略举措实施及取得的成

绩，激发青年学生的爱国

热情，树立为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信念。

二、环境净化与污染控制技术

体系

1、水质净化与水污染控制技

术

2、空气净化与大气污染控制

技术

3、土壤净化与污染控制技术

4、固体废物处理处置与资源

化

5、物理性污染控制技术

6、生物污染控制技术

7、面源与移动源污染防治技

术

目前污染控制技术主要以分离、转化为

主，工程在实际运行中需要消耗大量的

能源，同时有大量的碳排放。习近平总

书记 2020 年 9 月 22日在第七十五届联

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

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为支持我国

的“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前的污

染治理体系还需要很多技术的改进，如

能源回收利用、资源循环、污染处理设

施的智慧化运行等，“新概念污水处理

厂”就是有益的尝试。

国家环保事业的需求就

是我们环保人的努力方

向。以此激励学生的远大

理想。为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共同理想，“四个自

信”，努力学习，积极实

践，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

价值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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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过程

在《环境工程原理》开篇的绪论中，就需要讲清楚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约

束和危害性，深刻认识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以我国环境保护工作为思政元素的切入点，

简要介绍我国环境保护实践的发展历程及取得的成效。通过一系列重大环境保护工程的

实施，我国的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上得到改善。经过多年的努力，环境保护的法律政策体

系逐渐完善，环境污染治理能力不断得到加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昭示着要从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和解决我

国环境问题。生态文明理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 27 次

理事会上，被正式写入决定案文。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思想，表现在生态上就是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

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中国开始在环境保护方面向全人类贡献“中国智慧”。通过中

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激励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树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

力量的远大理想。

在论述到环境净化与污染控制体系时，通过对各种类型污染物治理技术体系的梳理

后发现，目前的技术主要是以分离、转化为主，这类工程在实际运行中需要消耗大量的

能源，同时有大量的碳排放。习近平总书记 2020 年 9 月 22 日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

上提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

和。” 为支持我国的“碳达峰，碳中和”战略，显然目前已有的技术体系要做大的改

进，保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的同时，减少碳排放。如能源回收利用、资源循环、污染处

理设施的智慧化运行等，“新概念污水处理厂”就是有益的尝试。国家的需求就是我们

发展的动力，青年学生努力学习，为祖国的腾飞做出自己的贡献，从而培养学生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坚定“四个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