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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约有80-90％的环境污染问题是

由化学物质引起的。在运用化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环境问题

的基础上，发展形成了环境化学。环境化学从保护自然生态

和人体健康的角度出发，将化学与生物学、水文地质、土壤

学等综合，发展了新的研究方法、手段和理论观点，它是环

境科学的一个核心分支科学。在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的设置过程中，对环境化学这门学科给予了高度重

视，《环境化学》被列为本科培养的专业基础课，也是环境

科学专业硕士博士的专业基础课。《环境化学进展》是学校

为环境工程和环境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设置的一门学位课。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可以让研究生了解国内外期刊中有关环

境化学问题的最新研究热点，掌握该领域最新研究成果和相

关问题的研究方法，激发学生的研究兴趣，培养他们分析和

解决环境化学问题的基本能力。本文结合笔者近几年来的教

学经验和体会，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对《环境化学

进展》课程进行了探讨。

一、课程教学内容体系的构建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环境化学问题在各个领域深

入发展，环境化学前沿性问题也不断发展。考虑到环境化学的

基本原理、常规的方法、理论在本科阶段学生已经接受过较为

全面、系统的学习，笔者在《环境化学进展》的教学内容设置

上，参照南开大学戴树桂主编的《环境化学进展》一书的主要

内容，给学生介绍了国内外环境化学研究理论的最新进展，包

括研究有害化学物质在环境介质中的存在、特性、行为及其控

制原理和方法；同时结合典型案例，如世界上发生的重大环境

污染事件或热点问题为案例进行分析，使教学内容能够反映环

境化学的新理论、新技术、新问题等。教学内容设为四个专

题，每个专题的主要教学内容为：第一专题是有机污染物的环

境化学行为及归宿，选择目前环境热点污染物质POPs（持久性

有机污染物）和EDCs（环境内分泌干扰素），介绍了这类污

染物的特性和环境生态效应以及在环境固—液界面上的迁移转

化规律；第二专题为重金属在环境中的赋存规律和去除技术，

《环境化学进展》课程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探讨

谢 丽 徐 冉 李风亭 周 琪 乔俊莲

摘要：结合教学实践过程中的体会，本文探讨了《环境化学进展》课程建设中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特点方面的尝

试，认为该课程的教学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解决实际研究问题的能力，讲授过程中将前沿问题与基础研究相结合，

结合了双语教学的方法，并采用互动式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培养他们阅读英文文献的能力，为他们今后解决研究工作

中的实际问题打下基础。

关键词：环境化学进展；课程内容建设；互动式教学

作者简介：谢丽（1976-），女，湖南常德人，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水污染控制与理论

研究；徐冉，李风亭，周琪，乔俊莲，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200092）

基金项目：本文系同济大学教改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

十分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节。《电力电子技术课程设计》和其

先修课程（数字电路、模拟电路、电机拖动等课程）具有很强

的相关性。在课程结束后安排电力电子技术课程设计，可将电

力电子技术及其它先修课程中所学到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全面地

结合起来，融会贯通，培养学生系统的概念，同时培养学生自

我获取知识的能力。提高《电力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教学效果

主要落实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好的选题。好的选题要有综合

性、实践性、开放性的特点，既能体现新技术的发展，又能贴

近工程实践，同时不至于过难，符合教学标准要求；二是提供

给学生独立思考、自选方案的机会，拓展学生自我发挥、自主

创新的空间；三是着力改革传统的课程设计教学模式。以“课

堂——课外”相结合的方式弥补教学课时的不足，以“理论讲

授—科研实例”相结合的方式改变单一的课堂教学，从而使学

生有时间、有机会直接向工程实践学习，使学生毕业后能尽早

进入“工程角色”。

四、结束语

《电力电子技术》课程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

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除了教学内容、教师职责要涉及其中之

外，教学方法、考试形式、实验室建设、多媒体教学手段均在

改革范围之内，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改革过程。为了适应人才

创新能力培养的需要，这一改革将会持久地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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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介绍当前研究热点砷的迁移转化和去除方法，以及系统介

绍水体中重金属的去除技术原理和方法；第三专题是水体富营

养化的机理及其控制，介绍了湖泊富营养化形成机理，氮磷等

元素在水体、沉积物中的迁移积累，以及藻毒素控制原理和人

工湿地等生物生态修复技术原理等；第四专题是催化氧化还原

处理技术，介绍了当前光化学降解技术、零价铁还原技术、纳

米技术的原理及应用。讲授过程中，以环境问题为切入点，化

学知识作为基础，以如何解决相关的环境问题为目标导向，引

导学生正确认识环境污染与化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教学内容所

选专题具有相当的深度，能反映国际国内环境化学研究的热点

和难点。典型案例教学也丰富了教学内容，同时结合多媒体教

学手段，授课时展示给学生相关的图片和资料，使学生先对涉

及的环境化学问题有一个感性认识。然后通过教师对问题的剖

析，上升到理性认识，对所探讨的专题有更深入的理解，也为

他们日后解决在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奠定基础。

研究生教学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鉴于学校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为研究生开设了气相

色谱、液相色谱、离子色谱和质谱等环境分析方法，笔者为

学生着重介绍近年来结构鉴定或表面分析的常用技术方法，

如XPS(X射线光电子能谱)，XRD（X射线衍射光谱），SEM

（电子扫描显微镜），FTIR（傅立叶红外光谱）等。分析理

论与环境中的实际应用相结合，可以加深学生的认识和理解。

同时提出一些相关课题指导学生查阅国内外文献。

二、双语教学引入课程内容建设

就我国目前大学毕业生分配情况来说，环境科学专业毕

业生在国内外继续深造攻读博士研究生的比例较高。为了适应

环境科学学科国际化的要求，教学过程中将双语教学引入课

程，其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专业英语文献的习惯，扩大英语的

实践空间，为他们顺利过渡并适应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和研究工

作打下坚实的基础。然而在实践中笔者发现，绝大多数硕士研

究生在本科学习阶段重视的是基础英语的学习，对环境化学专

业英语的掌握明显不足，而且学生们的英语程度参差不齐。经

过教学的不断调整，把重点还是放在专业知识的讲授上，在了

解相关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加强专业英语的学习。授

课过程中，并不是均衡地采用两种语言，而是采用部分英文幻

灯片辅以中文讲解的方式，重要的或者第一次出现的专业词汇

中英文双重标注。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断提及相关的专业词

汇，以强化学生的记忆并加深理解。

为了培养研究生阅读专业英文资料的能力，在教学中还

进行了有关专业英文资料的阅读、翻译或表达能力的培养。

为学生介绍了国际上有关环境化学领域的国际期刊，让他们

熟悉获取这些英文文献常用的数据库，同时结合小论文的撰

写，要求学生阅读10篇左右英文文献，以及用英文书写论文

摘要，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学生熟悉了常用的专业词汇和句

式表达，培养了他们今后专业研究过程中查阅和阅读英文资

料的习惯。

三、教师学生互动的开放式课程教学实践

课堂上为了引发学生认真听讲，积极思考，充分调动学生

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笔者改变只由老师讲、学生听的常用做法，

采用讨论式或提问式的教学方法。教师提出问题后，让学生一起

参与讨论，要求研究生分析环境问题出现的原因，或者根据污染

物的特性，分析其可能的环境迁移归宿，并积极寻找可能的预防

或者治理方案。老师再穿插向学生介绍当前的研究进展，对讨论

内容进行补充完善，激发学生的思考能力和求知欲。

在课堂上还采用研究性学习的教学方式，培养和提高学

生的综合能力。教师先拟出10个左右国内外环境化学研究领域

中的热点专题，如PPCPs（化学品和个人护理品）在水环境中

的迁移转化、典型污水处理过程中EDCs的吸附/降解/代谢规

律等。鼓励学生选择感兴趣的专题，自己寻找合作伙伴，3至

4人一组，通过查阅文献，多渠道获取信息与资料，并对相关

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得到的初步结论用幻灯片的形式展示，并

给予每个人课堂上讲解展示的机会。之后以老师为中心，同学

可以围绕该专题进行讨论，提出各自的看法或问题，最后教师

就讨论内容进行总结，最后学生以组为单位撰写出较为正确的

专题报告。这种教学方式不仅可以培养学生查阅文献，分析合

成所得信息的能力，还可以提高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和沟通交

流能力。通过这样的讨论，课堂气氛很热烈，学生对此记忆深

刻，也能理解所探讨专题的实质内容和关键。

四、结论

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和探索，环境化学进展设置的教学

内容使学生对环境问题的认识逐步得到提高，了解了当前环境

化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和最新研究方法和研究动态；采用的双语

和教师学生互动的开放式教学方法激发了学生强烈的求知欲，

培养了他们的查阅专业英文文献的习惯，提高了他们在今后研

究工作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笔者认为，可以对环境化学进

展课程做适当的结构性调整，安排一些实习课或者实验课程，

使学生通过亲身体验掌握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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