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环境化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以课程思政为抓手，培养环境化学卓越人才 

课程学时 32（理化）+20（实验） 课程学分 2.5 

适用专业 环境科学与工程 案例作者 徐冬梅，潘华，邵波 

联系电话 18868710550 所在学校 浙江树人学院 

一、 案例主题 

水环境污染物的形态及迁移转化 

二、结合章节 

第三章 水环境化学 

三、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帮助学生在了解天然水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掌握无机污染物在水

环境中沉淀-溶解、氧化-还原、吸附-解吸、絮凝-沉降、配合作用等迁移转化过

程的基本原理，掌握有机污染物在水体中分配、挥发、水解、光解、生物降解等

迁移转化过程。 

能力目标：运用所学原理计算水体中金属的存在形态及各类化合物溶解度，

基于各类污染物 pE 的计算制作 pE-pH 图，学会计算有机污染物在水体中分配系

数、挥发速率、水解速率等。培养运用环境化学方法认识和解决水环境污染问题

的能力。 

素质目标：基于环境化学学科在支撑生态文明建设、保护人体健康、践行人

类命运共同体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培养学生正确的环境伦理观、人与自然

和谐统一的生态文明观、高度的环境保护责任感和严谨务实的工匠精神。 

四、教学实施过程 

1. 课程思政融入的教学内容 

(1) 天然水的分布 

地球上天然水的储量约 1428 1018 kg，其中 97.4%为海洋水，江河水约占千



万分之九，可供人类活动利用的水资源仅占 0.64%。 

(2) 水体富营养化 

湖泊水质恶化和富营养化的发展，与湖体内积累氮、磷等营养物有着非常直

接的关系；富营养化湖泊中水化学平衡发生变化；湖泊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生物

群落发生明显变化；湖泊内源营养物质的释放会造成更严重的富营养化现象。 

(3) 水中无机污染物的迁移转化 

无机污染物，特别是重金属和准金属等污染物，一旦进入水环境均不能被生

物降解，主要通过沉淀溶解、氧化还原、配合作用、胶体形成、吸附解吸等一系

列物理化学作用进行迁移转化，参与和干扰各种环境化学过程和物质循环过程。 

(4) 有机污染物在水环境中的迁移转化 

有机污染物在水环境中的迁移转化主要取决于有机污染物本身的性质以及

水体的环境条件，有机污染物一般通过吸附、挥发、水解、光解、生物富集和生

物降解作用等过程进行迁移转化。 

2. 教学方法 

基于环境化学教学内容较多而课时偏少的现状，教学过程中结合任务驱动、

课后拓展，同时通过案例教学、课堂讨论等多种方法，注重联系国内外环境化学

领域发展的实际，深入浅出地给学生以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 

 

 

 

 

(1) 任务驱动法和课堂讨论法 

课前布置学生查阅资料，了解全球淡水资源量及我国水资源及分布情况，结

合当前我国水资源短缺、地表水的富营养化、河流污染等现状，请学生在课堂上

讨论通过课程学习掌握水环境中污染物归趋及可能产生危害，加强水污染防治的

重要性。 

(2) 案例教学法 

如以 2005 年吉林石化公司苯胺车间爆炸造成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为例，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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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主要污染物硝基苯的理化性质，具体探究其可能发生的迁移和转化作用。以 

2009 年湖南浏阳镉污染事件为例，讲解重金属污染物在水体中的存在形态、行

为及其对水生生物和人类健康造成的危害。 

(3) 课后拓展法 

为了项固课堂学习效果，课后布置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对课堂学习内容进

行复习和资料阅读拓展学习，并在此基础上完成课后习题作业。由组长向老师反

馈学习情况，对于共性的疑难问题，老师安排课后答疑和讨论。 

3．教学理念 

通过定期对教学大纲及教学方案的修改与完善，基于“以学生为中心”的理

念，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巧妙自然地将习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和美丽中国建设等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整体教学设计中。 

(1) 教学实践中启发学生结合具体案例发现问题，运用环境化学的专业理论

分析问题，引领学生以胸怀家国和作为未来环境工程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 

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2) 课堂讨论中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从专业知识学习延伸到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我国环保产业的成果、经验、问题、挑战到自身的专业素

质提高与未来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展望，充分发挥隐性教育的作用。 

(3) 课后拓展环节鼓励学生在知识梳理和资料查阅过程中，及时了解我国在

环保领域的新动向、新政策、新思维。如我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十条）、

浙江省“五水共治”行动方案等，培养学生以生态文明的格局思考问题，增强建

设美丽中国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4．教学创新设计方案 

(1) 课程内容导入 

开篇以全球变暖导致我国长江以南和欧洲的严重干旱缺水为背景，请学生结

合课后查阅的资料回答地球上可利用的淡水资源仅占总水量的多少（0.6%）？虽

继续问我国水资源总量居全世界第几位（6 位）？，但人均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

多少（1/3）？在全球 192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多少（127 位）？几问几答后使学

生认识到珍惜水资源、进行水环境污染研究和治理的重要意义。 



 

 

(2) 基础知识铺垫 

从天然水的基本特征和碳酸盐平衡入手，引出水中污染物的分布、存在形态

等内容。进一步介绍水体富营养化的成因、危害及我国在滇池水体富营养化治理

中的成功经验。 
 

 

 



(3) 重点难点详解 

以板书和 PPT 相结合的方法，结合具体案例讲解典型无机和有机污染物在

水环境中的迁移转化过程。演示溶解沉淀、氧化还原、挥发作用、水解作用等公

式推导和相关计算，培养学生将化学理论应用于解决复杂环境工程问题的能力。 

 

   

 

(4) 课后任务布置 

引导学生对本章学习内容进行系统复习，围绕重难点布置课后作业和相关资

料阅读，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本章学习的组内和组间讨论交流，了解我国在改善水

生态环境方面的成就，提升学生水环境保护意识，形成正确的生态价值观。 

五、案例意义 

环境化学课程在深入剖析教学内容与课程特点的基础上，注重专业人才培养

目标与课程思政目标之间的有效衔接，构建知识为基、能力为本、价值为核的三

维目标。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人类文明发展的环境影响、工程伦理教育理念、

科技报国家国情怀等方面挖掘环境化学课程的思政元素。通过相关案例在教学中

的灵活应用，对学生进行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和工程伦理教育，培养学生探索未

知、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和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

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使课程教学“为学生点亮理想的灯、

照亮前行的路”。培养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在生态文明和

美丽中国建设中堪当大任的环境工程专业人才。 

六、教学考核评价 

(1) 抓好关键主体，聚焦发展性评价 

建立“以学生为主体”的考核评价理念，充分发挥学生在考核评价中的主体



作用。采用学生自我评价、学生互评与教师测评相结合的方式，激发内生发展动

力、形成正向激励，促进学生的学习发展。 

(2) 抓好关键能力，注重动态化评价 

关注学生在日常学习过程中的动态情况及学习难点，重视学生的思想发展与

成长，深入了解和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在自主学习、探究学习、能动学习的过

程中，不断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发展能力和创新能力。 

(3) 抓好关键载体，倡导综合性评价 

在传统以线下考试为主的考核方法基础上，注重实践环节的学习与拓展。将

学生参与实验实践教学环节纳入考核评价，使课堂学习与实践学习相互协同。 

 

七、案例反思 

(1) 课程思政案例教学的实施效果 

自 2019 年环境化学课程入选校课程思政试点项目以来，课程团队成员在深

刻理解课程思政的时代背景、重要意义和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结合我校地方民办

高校的特点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充分挖掘“环境化学”课程教学中的育人元素，

进行课程思政案例教学。目前已面向环境工程、环境生态工程两个专业共 4 届学

生开展了环境化学“课程思政”案例教学，受益学生 600 余人。学生和教学督导



的评价良好，主讲教师连续获课堂教学评价优秀奖。 

(2) 课程质量分析及课程特色 

高阶性：在内容的选择上, 注重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有机融合,着力培

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创新性：力求反映学科的前沿性和

时代性, 教学过程充分体现互动性和探究性。挑战度：在课后拓展环节布置有一

定难度和挑战度的习题, 鼓励学生通过团队协作来攻克。 
(3) 存在的问题及提升推广计划 

由于学生在课堂上所学的理论知识还需通过实践和应用才能在价值层面实

现“知行合一”，因此需要构建教学的第一课堂与实践的第二课堂相融合的全过

程教学体系。深入挖掘第二课堂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实习

实训、创新实践活动并强化过程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