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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校环境类专业本科教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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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环境科学研究中心, 厦门 361005)

摘要　论述了从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与实践等方面培养高素质复合型的环境类专业的本科生, 以满足社

会需求, 并为环境类专业本科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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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paper d iscu sses on tra in ing the h igh quality com pound type environm en t specia lity

undergraduate from som e aspects of t ra in ob ject ive, cu rricu lum , educa t ion m ethod and p ract ice in

o rder to sa t isfy the dem and of society, and p rovide reference to the undergraduate educa t ion refo rm

of un iversity environm en t specia 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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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科学可称为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社会

科学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 1 ] , 其涉及领域之广, 可谓

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各行各业都有关联。勿容置疑,

要应对当今错综复杂的环境问题, 环境科学与工程

工作者需具有宽广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 并

掌握一定的工程技术技能。而如何培养高素质复合

型的环境类专业的本科生, 为社会输送适应市场需

求、竞争力强的人才则是摆在我们面前值得思考的

重要问题。对此, 我们从以下几方面提出一些看法,

为环境类专业本科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1　培养目标

我国对本科生的培养多年以来强调培养“专家”

和“专门人才”, 要求毕业后专业能‘对口’, 对学生的

培养惟恐其专业知识深度不够, 而较忽视广度, 因而

势必导致学生毕业后工作适应面小。在大力发展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 显然, 专业视野狭窄的专才

其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环境科学是一门综合性强的

学科, 本科教育应以培养“综合型”人才为目标, 注重

加强基础、拓宽知识面, 让学生在获得较强的专业基

础的同时, 也尽可能全面发展。这样才能同日益发展

的市场经济相适应, 既有利于学生的就业, 又有利于

接受更高一级的培训。

2　课程设置

环境科学的独特性决定了高校环境类专业所需

基础课内容广, 专业课门类多。然而, 学生在校时间

有限, 如何在课程设置充分体现以培养“综合型”人

才为目标, 制订出较为合理的教学计划, 至关重要。

笔者以为应着重考虑以下几点:

2. 1　拓宽基础, 文理渗透

欧美发达国家高校环境类专业的课程设置[ 2 ]无



统一模式, 但其共同的特点是具有宽厚的基础, 几乎

数理化、天文、地质、生物及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内容

都设有必修课或选修课。基础课主要集中在数学、化

学、力学、经济、人文及行为科学等方面。美国佛罗里

达大学环境类专业其文科课程约占总学分的

13% [ 3 ] , 体现了文理渗透、加强素质教育的意图。美

国杜克大学环境学院还开设职业写作、职业技能等

多门职业素质教育课程[ 4 ]。这些做法都值得借鉴。一

方面可通过加强基础理论教育使学生掌握一些持久

的、终身可以使用的基础理论, 以便使学生能够顺利

实现知识的转变, 较快地学习和掌握新的知识。另一

方面应重视全面、综合素质的培养。环境问题不仅仅

是自然科学和技术工程范围内的问题, 而且是一个

社会经济问题。在解决具体的环境问题时, 往往需要

综合考虑环境、资源、技术、经济、市场等多方面的因

素。因而, 课程设置时应考虑多渗入经济、人文及行

为科学的内容, 加强文理渗透, 提高人文修养, 尤其

是必须进行经济、管理、政策、法律等方面的教育。此

外, 职业素质教育也不容忽视。

2. 2　发挥特长, 办出特色

我国目前办环境类专业的院校不少。各高等院

校应发挥各自特长, 办出自身特色, 不应强求统一模

式。如厦门大学海洋环境学院可发挥海洋优势, 多设

及海洋环境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内容, 可根据所承担

的科研课题调整安排主修课和选修课, 不失时机地

向学生介绍本院校的科研成果。要注重专业课程的

补充更新, 通过开新课或在原有的课程中补充若干

新章节来更新充实教学内容, 使之能及时敏锐地反

映学科的新进展以及当前环境决策和举措中的新观

点和新动向, 尽可能使学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

2. 3　多设选修课, 扩大选课自由度

目前, 我国高校选修课程占总学时比例小, 可供

学生选择的范围非常有限。这样的教学计划必然导

致同校同专业的学生所学课程都相似, 极大地制约

了学生的个性发展与能力培养。国外高校这方面做

得较好[ 2 ] , 如德国 Stu t tg ra t 大学选修课约占总学时

的 30%。英国的一些大学为解决因师资不足造成选

修课缺乏现象, 甚至可跨校、跨国选修课程。这些做

法值得我们参考与借鉴。此外, 可让学生自己选择毕

业论文的研究方向与内容, 并让他们在高年级阶段

围绕该研究方向与内容选修相关的专业课。这样同

一学校同一专业毕业的学生, 所学的专业课可能差

别较大, 以避免知识结构单一。

3　教学方法与实践

环境科学的一大特点是其实践性或应用性, 因

而注重学生对于实际环境问题的综合分析和解决能

力的培养尤为重要。我们认为教学方法与教学实践

是培养学生综合分析和解决环境问题能力的两个重

要环节。

3. 1　教学方法

在教学上, 要让学生了解学科的发展和存在问

题, 用发展的观点来学习专业知识, 注意学生的个性

发展, 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特别注重学生创造能力

的培养。这在环境科学领域显得十分重要。因此, 专

业课教学要充分采用实例讲授和课堂讨论以至现场

调查等各种生动活泼的方式进行, 以提高学生的学

习主动性。如, 结合授课内容, 以问题为导向, 定期组

织学生有针对性地展开室内和室外的专题研究, 再

进行讨论, 让大家各抒己见, 取长补短。这种方式既

有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研究的实际技能及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又能收到好的教学效果。我们在

研究生教学中已有深刻的体会, 可推广至本科教学。

3. 2　教学实践

由于环境科学或工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培养

学生从事科研和工程设计与实践的能力显得特别重

要, 因而不可忽视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实验室工作、

项目设计、野外实习等形式。对于实践性强的课程,

讲课时间应少于实践课时间, 精讲多练。在实验室进

行的实验课, 多给学生提供独立操作仪器的机会, 避

免教师表演或少数学生动手, 多数学生看的现象。有

些不需在实验室内实践的课程, 也宜给学生安排一

定实例研究或练习, 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其目

的在于加强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技能、实验能力、科

研和工程设计能力以及交流能力。让学生在大学阶

段多参与一定的科研工作或参与完成实际工程, 也

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总之, 坚实的理论基础、较

强的实践能力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将使学

生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举一反三, 较快适应环境,

胜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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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 面向 21 世纪的高等环境教育的改革

应朝着宽基础、大专业以及知识、能力、素质的全面

培养的方向努力, 以期为我国环保事业输送高质量

的“综合型”本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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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态 工 业 园 区

Ecolog ica l Industr ia l Area

　　生态工业园区是把工业体系看作一种生态系

统, 依据循环经济理念和工业生态学原理, 设计建立

的一种新型工业组织形态, 它是一种更先进的经济

发展模式。

生态工业园区建设是把区域内彼此靠近的工业

企业或公司组织起来, 通过模拟自然系统, 建立产业

化中生产者、消费者和还原者的循环途径, 寻找物质

闭路循环、能量多级利用和废物最小化, 借助生态工

艺技术和系统工程学方法, 将资源的加工链尽量延

伸, 既达到资源价值增值, 又保护生态环境, 实现区

域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工业发展摒弃了传统工业发展中经济与环

保分离, 消除了两者之间产生矛盾冲突的弊端, 实现

污染物在生产过程中的消除, 真正使经济发展与防

治污染、保护环境结合起来; 生态工业建立既实现了

区域内生产过程的清洁化, 又实现了废物产生最小

化和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生态工业园区具有如下特点:

①通过不同产业或企业间存在的物质、能量关

联和互动关系, 形成各产业或企业间的工业生态链

或生态网络;

②物质和能量在工业生态链中逐级传递, 实现

闭路循环, 不向体系外排出污染物;

③生态工业园区可实现区域性清洁化生产, 促

进区域性的经济规模化发展;

④生态工业园区可促使区域内资源和信息最快

地流动, 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⑤生态工业园区不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 而是

多个产业 (企业)之间的关联概念;

⑥生态工业园区不单纯着眼于经济发展, 而是

着眼于工业生态关系的连接, 把环境保护融于经济

活动过程中, 实现环境与经济的统一协调发展。

根据生态工业园区的性质和特点可以看出, 生

态工业建设关键在于建立完善的工业生态链, 但是

这种工业生态链的建立, 必须具备如下基本条件: 首

先, 区内应有特殊的资源 (产业) 优势以及多类别的

产业结构, 这样才能形成核心资源 (产业) , 成为生态

工业产业链中的主导链; 其次, 各类别产业 (企业)间

应具有产业关联度或潜在关联度; 第三, 核心资源应

当稳定, 核心企业应有发展前景, 这样才能保证建立

起来的生态工业持续发展。因此, 建立生态工业体系

要依托技术单位, 预先进行资源、产业结构和发展趋

势的调查分析, 在此基础上做出生态工业建设设计

和规划。

生态工业系统集成是生态工业园区设计的核心

部分。该设计主要是通过产品体系规划、元素集成以

及数学优化方法, 构建原料、产品、副产物及废物的

工业生产链, 实现物质的最优循环和利用。

(陈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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