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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专业教学计划的改革与修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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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介绍了在北京工业大学第四次教育教学大讨论中环境工程专业教学计划的改革与修订情况。修订后，教学计

划由基础教育平台、专业教育平台、通识教育平台、实践创新平台等四个模块构成，压缩了总学分、优化了课程结构与课程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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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与探索☆

2006年至2007年，北京工业大学进行了以“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培养创新型人才”为主题的第四次教育

教学大讨论，这次大讨论的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是研

讨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和适应北京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

要的背景下，北京工业大学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

培养人的问题；第二是增强质量意识，抓好教师队伍建

设。根据大讨论的目的，要达到五项预期成果，其中之

一即是修订本科生教学计划。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工

业大学环境工程专业进行了教学计划的改革与修订。

一、教学计划修订原则及要解决的主要

问题

教学计划要体现“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的时代精神和北京工业大学“立足北京、融

入北京、辐射全国、面向世界”的定位目标，以学生发

展为本，构建具有北京工业大学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

教学计划的修订要遵循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原

则，加强基础、注重发展原则，因材施教、鼓励学生个

性发展原则，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整体优化原则，优化

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法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强化实

践能力培养原则。

通过教学计划的修订，主要改善当前教学计划中存

在的四个问题：一是总学分偏多、课程内容有重叠；二

是理论与工程实践脱节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实

践教学内容有缩水的现象；三是选修课程设置没有实现

真正意义上的“选修”，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四是“因材施教”的理念体现不足，教学内容偏旧，教

学方法和手段单一。

二、修订后的教学计划的结构

根据北京工业大学教学计划修订的指导性意见，教

学计划由基础教育平台、专业教育平台、通识教育平

台、实践创新平台等四个模块构成，包括必修课和选修

课。

1.基础教育平台

基础教育平台由公共基础和学科基础两部分组成。

公共基础课包括数学、自然科学基础、人文社会科学基

础、外语、体育、计算机基础等方面的课程，其课程设

置、教学内容和学时要求由学校统一规定。学科基础课

程是各专业设置的学科基础理论、技术基础等方面的课

程，以建立基本统一和比较宽厚的学科知识基础，拓宽

专业口径。

2.专业教育平台

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创新精神，为培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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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打下基础。

3.通识教育平台

通过理、工、经、管、文、法、艺术等相互渗透，

培养学生多样化的思维方式，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4.实践创新平台

培养学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以解决实

际问题，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强化动手能力和

社会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主要包括实验、

军事训练、社会调查、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

文）等。

三、环境工程专业教学计划的改革与

修订

环境工程专业新修订的教学计划总学分1 9 0学分

（比原教学计划总学分211.5学分有较大的缩减，减少

了21.5学分），其中基础教育平台103学分，专业教育

平台22学分，通识教育平台20学分，实践创新平台42

学分。同时还设置了自学型课程“环境工程原理”（2

学分）、专业认知教育（1学分）。

1.基础教育平台

(1)公共基础必修课

设置了学校统一安排的数学、物理、英语、政治、

体育等课程，共58.5学分。

(2)学科基础必修课

为了使学生毕业后能够适应环境保护注册工程师的

考试，环境工程专业在教学计划修订时注意加强了工程

类基础课，设置了工程图学（3学分）、电工技术（2.

5学分）、电子技术（3 . 5 学分）、工程力学（4 学

分）、化工原理（2.5学分）、流体力学（3学分）、泵

与风机（2.5学分），同时减少了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

的学分，无机化学（2. 5学分）、分析化学（2 . 5学

分），维持有机化学（3学分）、物理化学（4学分）两

门课程的设置不变。水质工程学（1，2）（5 . 5 学

分）、大气污染控制工程（1，2）（4学分）、固体废

弃物的处理处置（2学分）也列入了学科基础必修课

中。学科基础必修课共计44.5学分。

2.专业教育平台

在专业教育平台中设置的课程全部为专业选修课，

将选修课学分由原来的16学分增至22学分，使选修课不

能“选”的情况得到了改善。取消了原来设置的“化学

与生物文献检索”课程，增设了“环境工程施工”课程

（2学分），以期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调

整了2门专业课的结构，“排水管网工程”（3.5学分）

由上课2学分+课程设计1.5学分调整为上课2.5学分+课

程设计1学分，“仪器分析”（3.5学分，上课2学分+

实验1.5）调整为3学分（上课2学分+实验1学分），以

使实践教学的时间得以充分的利用；增加了“环境微生

物学”的学时，由2学分增至3学分；将“噪声控制工

程”（2学分）改为“物理性污染控制工程”（2.5学

分）。

3.通识教育平台

在通识教育平台中规定须修满20学分，仅规定选

修人文、社科、经管类课程不少于6学分，其余学分由

学生自主选课，给学生较大的空间，为学生个性发展创

造条件。

4.实践创新平台

实践创新平台共4 2 学分。压缩了三门课程设计

（化工原理课程设计、水质工程学课程设计、大气污染

控制工程课程设计）的学时，均由原来的2学分调整为

1学分，部分解决了实践教学内容缩水的现象，同时增

设了泵与风机的自主设计（1学分）。水、气、固三方

向专业课均独立开设了相配套的实验课，使学生能够将

课上所学理论知识与实际相结合，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

力和创新能力。

四、结束语

通过环境工程专业教学计划的改革与修订，优化了

课程结构与课程内容、压缩了总学分；加强了学生的工

程基础教育和实践能力的培养；部分解决了实践教学内

容缩水的现象；增加了选修课的比例、改善了选修课不

能“选”的情况。为学生毕业后从事实际工作或继续深

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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