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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课堂教学模式  培养应用型环境人才

洪  喻
(北京林业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 本文以5污染生态修复技术6课程为例,探索以培养应用型环境人才为目标的课堂教学模式。首

先基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 创设污染环境情境, 确定所要解决的问题, 进一步培养学生独立探索与方案构架

的能力, 同时以讨论课和主题讲座形式加强学生间及师生间的交流讨论, 以达到综合评判及最优化的目的,

最后结合事实案例进行总结提高。该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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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Ecolo gical Remediat ion T echnolo gies fo r Contaminants. course for

instance, classro om teaching mode w as explor ed to reach the goal of cult ivat ing applicat ion-

or iented environmental staf f. First ly based on const ruct ivism theory, po lluted environment

situation w as cr eated, the problems to be so lved w ere defined, and then the ability o f

independent explorat ion and pro ject design for students w as cult iv ated. M eanwhile,

discussion classes and special seminars w ere implemented to st rengthen the communicat ion

betw 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and opt imize the

submit ted projects fr om students. F inally, the above w as summed up w ith pract ical cases to

make students improved. The teaching mode has achieved good teaching eff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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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随着工农业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包括土壤、水、大气在内的自然环境承受了越来越

大的压力,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2005

年 3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

座谈会上就提出/要把防治土壤污染提上重要议

程0。2007年, /国家生态修复科技综合示范基

地0落户北京市门头沟区,充分表明了国家对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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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和生态再开发的重视。2008年 12月我国第

一届中国环境修复发展战略论坛在北京成功召

开,时隔两年, 2010 年 5月上海也迎来了第二届

中国环境修复战略论坛,两届会议均重点关注/污

染场地修复的现状和历史机遇0,指出治理环境污

染问题, 修复被污染的环境,创造适合人类长期可

持续发展的绿色环境已成为全世界的迫切需求。

环境污染治理与修复工作依赖于环境专业人

才队伍的建设。环境科学与工程作为一门新兴的

学科,如何为本领域培养大量能够学以致用的人

才呢? 这就需要高等院校的环境学科建立起与之

相应的培养机制[ 1]。笔者认为培养机制的根本是

做好教学工作,而目前大学专业教育的主要教学

形式仍是课堂教学。如何发于课堂,止于实践, 培

养出适应社会发展的应用型环境专业人才是一项

亟待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

为响应我国环境形势变化的需要, 结合当前

的污染现状与修复的迫切需求,并致力于培养应

用型环境人才,提高环境专业本科生的教学质量,

高校开设了5污染生态修复技术6课程, 作为高校
环境科学、环境工程专业本科教学的一门重要的

专业必修课。该课程讲授如何将生态学与环境科

学等学科知识有机融合, 利用生态学手段治理受

污染的环境, 是一门研究如何使人类活动与生存

环境协调发展的科学, 其最显著特点就是与生产

和生活密切相关。该课程是学生今后从事生产实

践、科学研究和环境管理等工作的重要知识基础。

本文以5污染生态修复技术6课程教学为例, 基于

建构主义教学理论,结合有感染力的事实案例, 创

设合适的情境,合理地组织教师的/ 教0与学生自

主的/学、思考与设计0,且强调以学生为中心, 通

过事实案例的学习和模拟问题的独立探索, 进而

完成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在教学实践中, 笔

者总结出了一套基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的课堂教

学模式, 该模式对于其它与实践联系紧密的应用

类课程普遍适用。

二、建构主义教学理论的基本原理

现代建构主义教学理论指出, 教师的作用不

是单方面地向学生传递知识, 而应针对学生学习

的特点, 使学生根据外在信息,通过自身的背景知

识,完成对所学知识的建构
[ 2]
。因此,以学生为中

心,在教师指导下完成对知识的主动探索、主动发

现和对所学知识的主动建构, 是现代建构主义教

学理论的核心思想, 其提倡了知识的认识是主动

的过程, 需要由主体自主建构, 不能依靠外界灌

输、被动接受,而认知主体结合已有知识和经验,

构建新的认识结构和框架体系的过程, 也是灵活

且牢固掌握认知内容的极佳手段 [ 3]。

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是建构主义教学理论的

基础,其指出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是以自己的方

式构建对知识的理解, 通过交流和合作等互动形

式,来促进学生以有效、正确的方式加速知识的建

构过程
[ 4]
。

建构主义认为, /学习总是发生在情境之中,

而情境则与镶嵌在其中的知识形成了不可分割的

联系0 [ 5]
。基于现代建构主义教学理论以及学习

理论,发展出建构主义的情境创设教学法。该教

学方法是建立在教师提出知识性、事实性、同时具

有强感染力的案例基础上, 结合原型案例进行拓

展性的交流和探讨, 以帮助学生建立实际问题与

知识本身的紧密联系, 合理建构知识体系, 以达到

学有所用的目的。而学生的学习效果直接反映在

对具体问题的解决过程中。

具体执行建构主义情境创设教学法包括五个

操作步骤:一、创设情境, 即设计出与当前所讲授

主题密切相关的情境, 可以是一个情境,也可以是

一系列情境; 二、确定问题, 针对创设的情境,分析

判断出与当前授课主题密切相关的问题, 即作为

学生学习的中心内容;三、自主探索与合作学习,

以教师向学生提供解决问题的线索出发, 激励学

生或学生组进行自主探索和分析,在充分地分析

情境并把握中心问题的基础上,调查研究并尝试

给出可能的解决方案; 四、充分讨论, 在学生经过

一番自主探索后, 为了完善其知识建构, 补充、修

正、加深每个学生对情境问题的理解,需要安排讨

论,综合评判学生自主学习的成果;五、总结提高,

基于最优化的目的,结合事实情境,探讨创设情境

的解决方法, 全面认识并总结提高。

上述五步法情境教学中,多个环节都可以用

来测评学生的学习效果。而学生学习的过程也是

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因此, 教学过程即为考评

过程,无需独立于教学过程再附加专门的测试。

三、事实案例的引入与模拟污染环境的情境

创设

教学中教师往往需要针对知识点结合具体例

子进行讲授, 而事实案例是创设情境的基础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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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修复是5污染生态修复技术6重点需要介绍

的内容。1989年阿拉斯加海域石油污染作为首

次大规模应用微生物修复技术的事件是必须介绍

的。引入此事实案例后, 需要在课堂上讲授该案

例的污染规模及生态危害, 采用的微生物修复技

术手段及修复效果等。

为了使学生加强认识,教师通过留出课后题

并要求学生做口头报告的形式,让学生主动地挖

掘更多的事实案例,如/广泛查阅资料,比较-1989

年阿拉斯加漏油事件. 与-2010年墨西哥湾漏油
事件. 的严重程度差异,若后者更为严重, 请查找

数据证实并给出事件来由及造成的生态危害, 并

搜集两次事件中用到的修复技术,特别是微生物

修复技术。另外,罗列发生在两次污染事件期间

的其他石油污染事件及使用的微生物修复技术0。

对事实案例的引入和挖掘, 大大提高了学生听课

的兴趣, 并为下堂课的衔接做好了铺垫。

最后,基于事实案例完成对模拟污染环境的

情境创设。以上例为基础, 构建如下: /假想某水

域(包括某池塘、某河流、某水库、某海岸线、某深

海)出现石油污染,请学生根据课上学习以及调研

到的事实案例, 从水体污染面积大小、水体水质、

水体 pH 值、水流速度、修复时间长短、投洒营养

物质类型等方面, 将可采用的微生物修复方法进

行分类总结, 并提出解决方案0。通过模拟污染环

境的情境创设,可以让学生对所学知识进一步分

类总结, 通过自我建构知识类目, 强化学习的

效果。

四、模拟情境解决方案的综合评判与总结

提高

在学生提交模拟污染环境的解决方案后, 教

师应组织学生进行讨论。讨论一般可按照班级人

数分成 6- 8组,事先教师应对每个学生提交的方

案有所了解, 选择方案准备最佳的同学担任组长,

调动组内讨论并负责整理组内发言, 汇总组内方

案并提交给教师; 对于整理出来的小组方案,由组

长发动组员每人承担一部分任务,制作成幻灯片

的形式,组内讨论通过后,推举一名成员当堂进行

汇报演讲。通过各小组代表的总结汇报, 学生对

自己提出的方案将有一个大致的评判。最后, 教

师应对汇报进行总结, 并在课上将模拟污染环境

的解决方案与事实案例的解决方案进行比较, 指

出相同与不同之处, 寻找关键问题, 体会/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因时因地制宜0的原则, 使学生自始

至终作为学习的主角, 在教师的协助下完成对所

学知识的意义构建。

针对合适的主题, 在教师总结之后,可以安排

1- 2个研究进展报告,加强学生对关键内容的掌

握。如重金属污染场地的植物修复问题是我国现

今研究的热点,可以邀请本校或外校的相关专家

进行主题报告。该类报告数量控制在 1- 2个, 报

告内容需要与课上关键内容紧密切合, 报告之后

给予学生与专家的自由交流讨论时间, 大约 10-

15分钟。通过这种开放形式的交流, 学生可以扩

大视野,找出书本知识与最新研究进展间的联系,

结合自己独立探索提出的解决方案, 加深对关键

内容和热点问题的认识, 并掌握最新的研究方法

与技术。

综上,基于建构主义的课堂教学模式可以总

结成如图 1所示。该教学模式对于所有的应用类

课程普遍适用。

图 1 基于建构主义的课堂教学模式

  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强调的是合作学习和交互

式教学, 通过引入事实案例,创设模拟污染环境情

境,要求学生提出解决方案并对方案进行交流讨

论,符合建构主义教学的理念。通过上述教学方

式,学生可以对所学知识进行意义构建,激发其了

解最新研究进展的兴趣, 了解最新研究进展后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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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加强自身解决问题能力的紧迫性。同时提高了

学生的文献检索、总结归纳、提出方案的自主学习

能力。最后在教师主持的讨论时间以及专家的主

题讲座时间里,学生通过与教师和专家的充分交

流,及时地补充、修正、加深了对模拟污染环境情

境问题的认识,了解了自己的欠缺与不足, 完善了

自身知识的架构体系。上述教学方式在5污染生

态修复技术6的教学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相

信对其它应用型的专业课程也具有重要的借鉴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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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 互联网信息环境日益成为思想政治教育

实践新的发展领域, 推动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

与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要素的新发展及其关

系的研究,直接影响着互联网信息环境下思想政

治教育理论的建构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深入。

因而我们必须不断加强理论研究,争取前瞻性, 把

握主动权,不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加强和改

进方式方法, 提高教育的实效性,在网络时代的新

环境中, 引领新世纪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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