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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课程历程及概述

Ø 1988年：开始设课，杨凤林、全燮

负责；1998年至今，陈景文任主讲

教师。

Ø 2004年：环境工程(65人/年)、环境

科学(35人/年)，专业基础课；32学
时，2学分。

Ø 2009年：《环境化学》入选普通高

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学校理工科环境类

规划教材。2010年，获评大连理工大学优秀教材。2018年，

获批学校“新工科”系列精品教材的立项支持。

Ø 2013年12月，“环境化学及实验” 入选国家精品资源共

享课。



 一、课程历程及概述

Ø 2013年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获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2016年入选万人计划科

技创新领军人才。

Ø 主讲“环境化学”，负责 “环境科学与工程

导论”课、环境与生态实验教学中心建设。

Ø 2018年，获辽宁省教学成果一等奖(第一完

成人)。

Ø 教育部环境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委员(2013-2017, 2018-2022)。

负责人、主讲：陈景文 博士、教授



 一、课程历程及概述

学缘和年龄结构合理的

教学团队

乔显亮(博士、副教授)
74年生，南土所博士
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后

李雪花(博士、副教授)
80年生，北九州市立
大学公派留学

谢宏彬(博士、教授)
80年生，美国博士后，
兴辽英才特聘教授

傅志强(博士、讲师)
8 9 年 生 ， 加 拿 大
Alberta大学博士后

共5人，教授2人、副教授2人，

讲师1人(均为博士)；谢宏彬

入选“兴辽英才”特聘教授。



 二、课程的资源共享

Ø 授课PPT、视频等内容，以国家精品资

源共享课为载体，在爱课程网开放共享。 
(http://www.icourses.cn/sCourse/course_
4203.html)

“环境化学及实验”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2013年)

Ø 《环境化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至2019年，该教材已经重印6次，发行14 000册。被北京师

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近20所高校选为教材。建有对学

生开放的题库。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

1. 背景及意义

 三、课程的建设思路

课程和教材是人才培养和专业建设的核心

要素，是立德树人成效这一人才培养根本目标

的具体化、操作化。课程和教材虽然是教育的

微观问题，解决的却是战略大问题。



 三、课程的建设思路

2. 课程建设目标、核心问题



环境化学主要基于化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地学、生

物、医学等交叉学科技术，以污染物为研究对象，以

解决相关环境问题为目标，是一门研究污染物的甄别

与表征、生成与释放、环境赋存与归趋、转化与代谢、

毒理效应与健康影响以及污染物削减控制原理与技术

的学科。

(1) 剖析课程的内涵及外延，明确课程内容和定位

 三、课程的建设思路

3. 建设思路和解决方案



环境问题：复合性(资源-经济-社会多系统耦合，多种污染物的复合

污染，多种解决手段)、区域性(不同地理空间、不同区域

的生态及污染问题差异)、多元性(气、液、固等不同形态

不同尺度的污染物)、行业性(农业、矿冶、化工、机械、

交通等不同行业导致的污染问题迥异)、潜在性(影响人体

及生态健康的很多污染问题难以直接被观测，涉及暴露、

危害性和风险性的评价、预测与防控)、全球性(污染物跨

界和跨区域迁移、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系统性(需要系

统性地预防、控制、修复、评价、管理)

人才需求：学生具有解决复杂环境问题的初步能力，具有提出创造

性解决方案的初步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

和创新能力至关重要。

(2) 剖析专业人才需求的特点，回答“教什么”问题

 三、课程的建设思路



• 分散的、零星的知识点进行系统化凝练概括和

整合，做好基础知识传承、前沿知识的介绍；

• 对地球环境的性质、污染物多介质迁移转化行

为和毒理学效应，进行系统性阐释和介绍

学……

• 多介质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来介绍(第一章 环境

介质及性质)，避免内容重复(如光化学行为、

水解行为)

Ø 系统性

 三、课程的建设思路

(3) 将创新能力培养贯穿始终，通过体现系统性、创新性(前沿

与时代性)、高阶性、基础性、衔接性的特点，解决“教什

么”的问题



Ø 创新性(前沿性/时代性)

• 科研成果要反哺教学，在内容和知识点

方面推陈出新；

• 增加新案例和供学生课外阅读的电子素

材，尤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案例，讲好

生态文明与中国环保故事；

• 介绍环境化学为解决我国复杂环境问题

做出贡献的生动案例，调动学生的专业

兴趣，使其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三、课程的建设思路



• 将知识、能力、素质教育进行有机融合，培养学生解决复杂环境问题

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

• 创新增列了新习题和思考题(建有开放性的题库)，一些习题设置了比

较复杂的环境和现实情境。

• 反映学科发展新成果，增加了环境计算化学与毒理学、多介质环境模

型等具有高阶性、系统性特点和需要比较复杂计算的高端性内

容。……

Ø 高阶性

 三、课程的建设思路



• 基础性：基本概念和原理要讲述透彻，使学生打下坚实知识结构基础 
[基本概念/原理(如KOW, KOA, SW, P…等分配系数及应用; 平衡、稳态/
非稳态；环境化学动力学、平流层化学、环境光化学、环境模

型……]，为后续课程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奠定基础。

• 衔接性：解决好环境化学与其它课程(环境地学、环境生态学、生物

化学、环境毒理学等)、与高中和研究生阶段内容的衔接。

• 特色性：侧重化学污染物多介质行为、毒理效应及风险防控。

Ø 基础性、衔接性、特色性

 三、课程的建设思路



 三、课程的建设思路

(Pedosphere)



如何教和学：教为不教      学为会学

学习内容多：被动学习      主动学习

知识更新快：显性知识      隐性知识

关键在能力：学习知识      锻炼能力

 四、课程的教学方法：怎么教？

理念及总体方法：综合采用案例式和研讨式教学



1. 描述性、易理解的内容，精心组织自学

(第一章 + 第五章)，课程报告 + 教师点评保证学习质量

 四、课程的教学方法：怎么教？



 四、课程的教学方法：怎么教？

1. 描述性、易理解的内容，精心组织自学

(第一章 + 第五章)，课程报告 + 教师点评保证学习质量



 四、课程的教学方法：怎么教？

1. 描述性、易理解的内容，精心组织自学

(第一章 + 第五章)，课程报告 + 教师点评保证学习质量



2. 研究成果/前沿性成果转化为案例(教材章节)，讲好生态文明

与环保故事，培养学生专业认同感、专业兴趣、自学兴趣

 四、课程的教学方法：怎么教？



2. 研究成果/前沿性成果转化为案例(教材章节)，讲好生态文明

与环保故事，培养学生专业认同感、专业兴趣、自学兴趣

四、课程的教学方法：怎么教？



2. 研究成果/前沿性成果转化为案例(教材章节)，讲好生态文明

与环保故事，培养学生专业认同感、专业兴趣、自学兴趣

 四、课程的教学方法：怎么教？



3. 严格要求/训练，保持适度作业量；反映实际的问题，培

养学生的系统思维和解决复杂环境问题的能力，题库建设

2018年5月31日上午10点，生态环境部召开5月份例行新闻发布

会，在回答记者提问环节中，人民日报记者提出“2017年74城

市臭氧作为首要污染物天数占到了43.1%，针对臭氧污染，生

态环境部会有一些措施吗？”生态环境部环境监测司刘志全司

长表示，当前O3污染问题凸显的主要原因：一是前体物NOx和

VOCs排放量大，尤其是VOCs排放来源多、分散，尚未得到

有效控制；二是高温、强光照天气；三是O3性质活跃、生成

机理复杂，NOx和VOCs减排过程中也可能因比例问题导致O3

浓度上升；四是长期以来全球和区域O3浓度背景值持续上升。

刘志全司长表示，下一步将不断加强对O3污染的治理和管控。

现在正在加快步伐，加大治理的力度，不仅仅是工业、还有生

活的，包括装修涂料、餐饮，都是VOCs排放，所以它是量大

面广，治理起来是有一个过程。你认为刘志全司长给出的O3

污染问题凸显的主要原因是否合理并论述理由。

 四、课程的教学方法：怎么教？



3. 严格要求/训练，保持适度作业量；反映实际的问题，培

养学生的系统思维和解决复杂环境问题的能力，题库建设

 四、课程的教学方法：怎么教？



3. 严格要求/训练，保持适度作业量；反映实际的问题，培

养学生的系统思维和解决复杂环境问题的能力，题库建设

 四、课程的教学方法：怎么教？



3. 增加反映环保实际的计算题，

培养学生的系统思维和解决复杂

环境问题的能力，题库建设

 四、课程的教学方法：怎么教？



4. 每年召开“环境化学课程建设与学习”座谈会(已经连续7

次)，总结表彰优秀学生，征求学生对课程和教材建设的意见

 四、课程的教学方法：怎么教？



 五、课程成效与评价

• 97%的学生评价本课“讲授有启发性，能激发我的求知欲”。

• 学生评语有“讲解内容全面，有启发性”、“…能用很多例子激发学生兴趣”、“老师的

课堂上能听到很多课本上不曾读到的知识，特别好！”、“老师讲课很有高度，拓展很多

知识”、“老师上课不局限于书本，激发了我们对专业的兴趣”、“深入浅出，提高同学

对专业兴趣”、“中英结合授课，引导学生了解国际前沿，激发学生对本专业的热爱”等。

• 近年来，课程负责人3次被邀请在“高校环境类课程教学系列报告会”或“新时代高校环境

教学改革与创新研讨会”上介绍环境化学课程建设的成效和经验，2019年的报告题目：面向

“金课”标准的环境化学课程与教材建设思考。

1. 改革成效
• 通过本课程的引导，近5年学生共完成创新训练项目60项，其中省级以上项目13项，累计

140余人，占全部学生的47%。共有69名学生发表学术论文，其中被SCI收录论文37篇，

包括ES&T, Water Res.等环境类权威期刊。每年超过60%的学生在本校或国内外的名校进

一步深造。

• 通过本课程的建设及多方面努力，环境工程专业于2011和2017年两次通过了全国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2018年，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入选辽宁省一流本科建设示范专业。相关团队

2013和2018年两次获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成果奖。

2. 课程评价



 六、课程创新与特色

1. 课程建设基础扎实，持续提高，资源共享，成效明显
• 经1998年以来持续建设，《环境化学》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 2013年12月，“环境化学及实验” 入选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

2. 破解“教什么、怎么教”问题，建设具有高阶性、创新性、

挑战度特点的“金课”
• 面向专业人才需求，课程和教材内容体现了系统性、创新性(前沿与时代性)、高阶性、基

础性、衔接性的特点，解决了“教什么”的问题。

• 综合采用研讨和案例教学，以“教为不教，学为会学”为目标，变学生“要我学”为“我

要学”，既学习显性知识又领悟隐性知识，既学习知识又锻炼能力。对学生严格要求/训
练，增加反映环保实际的习题尤其计算题(具有挑战度)并建设开放性题库，培养学生系统

思维和解决复杂环境问题的初步能力，解决“怎么教”的问题。

3. 强化课程思政，培养学生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担当意识

• 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案例和教材章节，讲好生态文明与中国环保故事，尤其讲好环境化学为

解决我国复杂环境问题做出贡献的生动案例，培养增强学生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意识和

专业认同感，激发学生的专业兴趣和自学兴趣。



谢谢大家！
期待批评、指正！

陈景文：jwchen@dlu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