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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水处理实验技术0 等课程应采取同步实验教学法、系统实验教学法和创新实验教

学法, 改变 /水处理实验技术0 等课程的实验教学从属理论教学局面, 建立独立系统的教学体系

和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实行开放式实验教学, 优化水处理实验室实验教学资源配置, 科学管理

水处理实验设施, 做到水处理实验教学与生产实践相结合, 实验、科研成果与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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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环境工程专业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研究污水、废水的治理和再利用。水处理实验

教学是培养这方面人才的重要途径。水处理实验室主要承担 /水处理实验技术0 等课程的实验教

学。但是, 由于受传统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的影响, 过去水处理实验教学未能摆上应有的位置。

实验室基础设施缺乏, 实验课时相对不足, 师生重视不够, 考核机制不健全, 造成学生整体实验

水平不高, 理论与实践脱节, 严重缺乏创新意识, 难以适应知识经济的挑战和现代环保与生态建

设的需要。鉴于此, 笔者根据多年管理水处理实验室和组织水处理实验教学的经验, 结合现代实

验教学的要求, 提出强化并创新 /水处理实验技术0 等课程的实验教学与科学管理水处理实验室

的几点建议。

  一、创新实验教学模式, 强化操作技能

/水处理实验技术0 等课程的实验教学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理论教学与实验操作不能相辅相成,

学生被动参与, 甚至视为可有可无, 撰写的实验报告千篇一律, 缺少刚性、量化的考核指标。针

对上述问题, 笔者认为解决的途径是实行三阶段水处理实验教学法:

第一阶段: 同步进行实验教学方法。即讲授专业理论课的同时就要组织开展相关的常规水处

理实验项目, 如水质的分析和相关仪器使用, 以及原污水样的水质指标测试等实验项目。初步了

解水污染的程度, 对水质做出基本评价, 并掌握撰写一般性的水处理实验报告的能力。在同步实

验教学阶段, 不宜面面俱到, 重点夯实基础, 着眼培养学生的动手习惯。

第二阶段: 系统开展实验教学方法。即组织学生开展不同水处理项目的系统性实验, 根据采

集不同的污水样, 不同的水质, 使用不同的水处理实验方法, 选择不同的实验设备做各种不同的

水处理实验项目, 如取来的是含油污水, 可以选用气浮实验装置或用物化法进行污水处理; 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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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物和营养物质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 可选用完全混合式活性污泥曝气沉淀实验装置或用生化

法对污水进行处理, 等等。学生通过各种单项和反复多次做水处理实验, 把实验记录的数据整理

成图形和表格, 在专业理论指导下撰写综合性的水处理实验报告, 能够卓有成效地激发学生动手

实验和理性分析的兴趣, 培养综合能力, 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三阶段: 创新实验教学方法。即选择一些新颖的实验题目, 将一些在本领域尚未应用的新

技术和新方法引入 /水处理实验技术0 等课程实验教学中, 如: 物理、化学和生物方法的理论在

水处理方面的应用 , 计算机技术在水处理实验中的应用等, 特别要培养学生的软件开发、程序

编制方面的能力, 运用计算机技术把污水与废水处理前、后的水质情况变化及测试指标, 如:

COD、BOD、SS、pH、DO及浊度等水处理前、后的实验数据, 做成各种对比图形和数据表格,

强化学生在运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数据处理方面的训练, 培养学生理论研究和科技开发的能力。

通过上述循序渐进的实验教学, 可以有效地增强水处理实验教学效果, 使学生主动的, 而不

是被动的; 理性的, 而不是盲目的; 灵活的, 而不是机械的掌握水处理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二、创新实验教学机制, 突出所占位置

(一) 建立同位机制

/水处理实验技术0 等课程涵盖面广, 包括 /给、排水处理工程0 和 /水污染控制与治理工

程0 等课程的实验项目, 是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其实验学时数超过理论授

课学时数, 实验项目多, 完成单项实验所需时间长。因此, 必须改变以往水处理实验从属于理论

教学的局面, 把水处理实验课和理论教学放在同等位置, 给予应有的重视。

(二) 建立系统的实验教学体系

如果水处理实验教学仍采取传统渐进式教学法, 对各个实验项目依次进行, 那么就会造成学

生所掌握的实验技能不仅凌乱无章, 缺乏系统性, 而且由于各个实验项目的教学相隔时间长, 极

容易造成前学后忘现象。所以应将这种单项渐进式实验教学改为平行式多项实验教学, 即在同一

实验室, 同时开展多项水处理实验, 交叉轮换, 使学生在短时间内掌握各个单项水处理实验技

能, 了解各个水处理实验项目之间的联系, 系统地而不是孤立地掌握水处理实验技能的精髓, 更

有效地提高学生今后在专业领域里的执业能力。

(三) 建立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

对学校实验室基础设施建设来说, 要通过预算管理, 为水处理实验室合理配备、更新相关设

施, 从硬件建设上确保水处理实验教学正常进行; 对教师来讲要落实岗位目标责任制, 从实验教

学备课、实验教学的组织指导、实验设施的安排、调度以及对学生实验水平的考核等等, 都要负

全责, 所在教研室乃至学校都要建立一整套考核办法; 对学生来说, 从实验态度、操作程序、实

验结果的报告、分析都要有具体量化考核指标, 决不能采取放任态度。总之, 水处理实验课程教

学必须逐渐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完善奖惩制度, 确保实验课发挥 /实战演习0 的作用。

(四) 实行开放式实验教学, 提高学生创新能力

一是开放性实验教学。在教师不参与的情况下由学生独立制定水处理实验方案, 自主完成各

种污水与废水处理实验过程, 教师只负责对水处理实验方案进行审查, 以及对各项水处理实验结

果 (报告) 进行评估。二是实验形式上的开放。就是学生所面对的问题是探讨性、研究型的, 没

有提供现成的污水与废水处理实验方法和途径, 如污水与废水处理实验方案、设施和主要实验技

术及方法可能有若干种。完全可以让学生在 /开放的空间0 自由驰骋, 开动脑筋, 发挥潜能。这

种教学方式, 必须根据实验内容本身的开放性而定。三是在做水处理实验的同时, 还可以选择

/指导式开放型0、/自主式开放型0 和 /择优式开放型0 等多种开发性的水处理实验进行尝试,

进而对松散、被动的实验教学进行冲击, 使水处理实验教学成为学生培养严谨科研作风和创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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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课堂。

  三、科学管理实验设施, 优化实验教学资源配置

(一) 目前水处理实验室的主要仪器设备及实验条件

现拥有水处理方面的实验设备为: 离子交换 (哈工大)、活性炭吸附 (自制)、过滤反冲洗

(哈工大)、厌氧消化 (哈工大)、平流式气浮 (哈工大)、完全混合式活性污泥 (哈工大)、曝气

沉淀 (哈工大)、接触氧化 (哈工大)、絮凝沉淀 (哈工大)、氧化沟 (哈工大)、污泥比阻 (自

制) 等; 水质的检测分析仪器是: WGZ- 200 型浊度仪 (上海)、SNB- 1 型粘度计 (上海)、

AB204E型电子天平 (上海)、PH211型酸度计 (意大利)、HI9143型溶解氧仪 (意大利)、AL32

型COD 测定仪 (德国)、OXITOPIS12 型号 BOD 测定仪 (德国)、BME 型显微镜 (上海)、

SC656型实验搅拌器 (湖北)、KS型康式振荡器 (江苏)、HZQ- F160型全温振荡培养箱 (哈尔

滨)、2DX- 35B型电热灭菌器 (上海)、LG10- 214A 型高速离心机 (北京)、101- 3 型鼓风干

燥箱 (江苏)、721型分光光度计 (上海) 等; 水处理实验室又分为: 给水处理实验室和污水处

理实验室两大部分以及水质测试和实验准备室等。按照水处理实验教材上的实验项目, 实验仪器

设备还需补充及更新换代, 逐步完善水处理实验教学设施。

(二) 安全、卫生、开放、效益的原则要求抓好以下环节

11 完善实验室规章制度, 消除安全和卫生隐患

一是强调安全责任重于泰山: 落实岗位责任制, 管理人员和水处理实验课教师必须明确职

责, 恪尽职守, 建立并执行责任追究制度; 二是强化安全、卫生意识: 学校有关实验室安全、卫

生管理制度全部上墙, 要求教学人员坚决按章办事, 指导学生正确使用消防器材, 妥善处理突发

事件, 做到防患于未然; 三是参加做实验的人员必须严格按操作规程使用仪器、设备和各种电

器, 要从社会公德建设的高度, 倡导文明实验、爱护公物、讲究卫生的优良作风; 四是定期检测

调试实验仪器和水处理设备, 保持其完好率和利用率; 五是水处理实验室要做到随时清扫, 专门

消毒, 经常通风换气。创造安全、卫生、舒适、方便的实验教学环境。

21 实施全天候开放, 提高实验室使用效益

实验室是学生培养科研能力的课堂, 又是科研项目开花结果的温床, 在高校教学中具有举足

轻重的作用。为了进一步提高水处理实验室的使用效益, 必须做到如下几点: 一是建立管理人员

和教师值班制度。随时随地对做水处理实验的人员给予实验指导和咨询服务, 并做好各项实验的

准备工作; 二是实行全方位开放。水处理实验室目前已经做到对所有在校的本、专科学生、研究

生和从事科研项目需要做水处理实验的教师全部开放, 为他们学习和科研提供一个良好的空间;

三是开展实验项目交流。鼓励做水处理实验的人员公开实验项目和实验成果, 广泛开展学术交流

和不同观点的探讨和争鸣, 做到资源共享, 信息互通; 四是充分利用水处理实验设施资源。在不

断改善水处理实验室的硬件条件和软件环境的同时, 创造条件, 走出去, 请进来, 承揽社会上有

关水处理实验、科研乃至综合性、应急性的项目, 适当地开展盈利性活动, 不仅能够获得一些经

济收入, 更重要的是能使学生在大学期间就有参与生产实践的体验, 为今后从业积累必不可少的

社会经验。这样就会充分利用水处理实验室的资源, 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科研效益并举,

水处理实验教学与生产实践相结合。

)80)

高等理科教育                                   2006年第 4期 (总第 6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