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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污染控制工程是为环境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专业学位课,本文介绍了该课程的课堂教学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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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的质量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课程教

学质量是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它直接影

响着研究生的研究能力及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课

程建设既包括课程内容的改革与建设，又包括课堂教

学手段与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建设。因此，课堂教学手

段与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建设也是影响课程教学质量的

关键环节。水污染控制工程是我校为环境工程专业的

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专业学位课，本文介绍了该课程的

课堂教学研究与实践。

一、目前研究生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对研究生培养的目标是定位在创新能力培养

上的，其与本科教育注重基本知识积累和基本技能培

养有着本质的差异。因此，研究生课堂教学应定位在

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上。但目前研究生课堂教学方式

仍主要以灌输为主，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单一，仍主

要侧重于专业基础和专业知识“填鸭式”的传授，而

较少体现对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现在大部分研究生课堂教学还是以教师讲授为

主，很少让研究生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这种方式强

调教师的主导性，忽视学生的主体性，缺乏探究性、

交互性、实践性、启发式、开放性和自主性。显然，

从学生接受知识的系统性来讲，这种授课方式起到了

积极作用；从学生掌握现有知识来讲，这种授课方式

是一种快捷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只注重学生掌握了多

少知识,忽略了对学生潜在能力和创造力的培养,使研

究生在整个课程学习过程中基本上处于盲目接收知识

的被动状态,没有时间、没有机会积极思维以及创造性

思维,限制了学生扩散性思维及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这

种方式缺少对研究生在繁杂现象中认识事物本质和处

理实际问题的能力的训练,也缺少对研究生学习方法的

教育及自学能力的塑造。这种“填鸭式”“一言堂”

单向传授知识的教学方法尤其对于研究生而言难以收

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不利于激发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二、水污染控制工程课堂教学改革与建

设

为了培养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激发研

究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使课程学习成为培养研究

生思维能力、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的重要环节，我们

对研究生学位课水污染控制工程的课堂教学进行了改

革与建设。

1.改进教学方法，引导研究生主动思维

创新人才的培养要求课程教学要从传统的获取

知识转变到培养能力，即加强对研究生批判性、创造

性思维能力和提出、分析、解决、评价问题等能力的

培养。其核心在于实行三个转变，营造一种培养创新

型人才的课堂气氛。首先，教学方法要由“填鸭式”

转变为“启发式”。其次，教学过程要由教师主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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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主导转变，由“一言堂”“灌注式”向“讨论

式”“互动式”转变。 后，教学的目的要由“重结

论”转为“重过程”，即要重点讲解科学结论归纳和

演绎过程、科学方法的选择比较过程和思维探索分析

过程等，以强化思维训练、强化科学方法的训练。

因此我们尝试改变了传统的单一讲授式教学方式,

采用教师讲授、教师与研究生一起讨论、研究生做报

告+教师与其他学生共同评述的多样化教学方式。

将教学过程分解，水污染控制工程基础知识、

基本理论及新技术的主要原理部分由教师讲解，并结

合提出的问题与研究生共同讨论。典型行业的废水处

理部分，教师讲解其中的3～5个，既让研究生了解了

该行业废水的排放状况、治理状况，引导研究生思考

目前案例中采用的治理技术存在哪些问题、应该如何

进行改进等，又在讲授中教会研究生如何进行思考、

培养研究生的批判性思维。其它的典型行业废水的处

理，由研究生自行讲解。开课初就布置给研究生，每

位研究生选择一个典型的行业废水进行准备，教师提

出要求，要求报告中所必须涵盖的内容(如该行业废

水排放状况、废水来源、废水水质水量、目前常用的

处理方法、2～3个工程实例、工程实例的优缺点、学

生个人对工程实例的评价、参考文献等)。研究生讲

解之后教师与其他学生要提问，既包含对研究生讲解

内容的提问，同时也包含对研究生对工程实例观点的

评述， 后由教师进行归纳总结。

教学中以研究生为主体，体现了探究性、交互

性、启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通过这样的教学方

式，可以促进研究生的自主学习，使研究生既掌握了

现有知识，又了解了这些知识是如何获得的，在掌握

现有知识的同时，努力去发现新知识。不仅让研究生

学会分析问题，更让他们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综合归

纳和比较，从而学会如何发现新问题、寻找解决问题

的突破口，演绎出新的知识和结论，激发研究生自己

去探索知识的奥秘,以增强创新精神,提高创新能力。

2.优化教学手段，加强多媒体教学环境

多媒体教学集图、文、声、像于一体，可以把

难以描述的教学内容如工作原理、设备结构等利用动

画和录像的形式清晰形象地展现在研究生面前，图文

声像并茂，教学过程直观明了、引人入胜，使教学内

容实感性增强。我们在教学中引入了污水处理仿真软

件、多种工艺流程的动画，激发了研究生的兴趣，调

动了研究生学习和研究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3.改革考核方式,注重考察研究生掌握知识的能力

课程的考核改变了以往闭卷考试的形式，改为开

卷考试和课程论文相结合的方式。开卷考试与闭卷考

试的区别主要在于更注重于对研究生将所学知识融会

贯通、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察。通过撰写课

程论文，使研究生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了解学科发

展的前沿，拓宽知识面，提高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三、结束语

通过尝试改变传统的单一讲授式教学方式，采用

教师讲授、教师与研究生一起讨论、研究生做报告+

教师与其他学生共同评述的多样化教学方式，激发了

研究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的意识，培养了研究生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课程学习成

为培养研究生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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