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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背景下《环境科学概论》课程教学
提升探讨

田逢雨

长江大学，荆州

摘  要｜在“双碳”（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积极开展《环境科学概论》课程教学的改革探索和实践研究是高校

教师必须主动承担的任务。通过融入碳中和政策、借助互联网平台对课程内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赋能、

创新“教学+讨论”教学模式，实现教学效果的逐步提升，有助于学生了解环境科学的发展历程、核心理

论、基本方法及学科前沿，强化学生正确的环境伦理观，提升学生的绿色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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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在《巴黎协定》签署 5 周年之际，向世界宣示了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的国家目标［1］。在当前我国碳中和政策的潮流趋势下，环境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对贯彻可持续发展方针、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确保如期实现“双碳”战略目标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环境科学概论》是环境科

学的先导课程，该课程以人类—地球环境复合系统的基本原理和环境科学相关理论基础为依据，系统论

述了环境的发生、发展和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深入分析了环境问题的产生和原因。针对人类面临的

全球环境危机，分析了环境科学技术、方法和应用，概述了环境管理理念与实践过程，以应对环境科学

学科的综合性和复杂性［2］。由于环境问题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也随着时间而

发生变化，因此作为环境科学专业的先导课程，《环境科学概论》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了解环境科学理

论基础、技术与方法，提高自身的环境素质和基本能力，以利于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

因此，在“双碳”背景下，教师在《环境科学概论》的教学过程中，首先要对碳达峰、碳中和的相关

政策进行详细解读，充分发掘环境科学与“双碳”的契合点，让学生明确环境科学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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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可替代性。通过拓展相关专业课程知识（如环境化学、水污染控制工程等），逐步吸收与融合，再借

助各种有效的媒介和途径传递给学生。通过《环境科学概论》课程的学习，培养环境及相关专业的学生正

确的环境伦理观和科学思维，提升环境专业学生的使命感，调动学生对后续专业课程学习的积极性。

2  《环境科学概论》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2.1  教材陈旧

目前，在各高校的教学中，《环境科学概论》使用最多的教材是由杨志峰、刘静玲等在第一版（2004 年）

的基础上进行修订，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 2010 年正式出版的《环境科学概论》第二版。该教材相比于

第一版，语言更加精炼，内容更加丰富，重要的知识点更加突出。该书共包含四篇：《环境与环境问题》《环

境科学的理论基础》《环境科学技术与方法》《环境管理与时间》。但是，由于出版时间较早，书中部

分内容过于陈旧，无法满足当前时代背景下的教学需求。例如，第一篇《环境与环境问题》的 5.1 小节《全

球变暖》中，列举了 1990 年及 2000 年大气中 CO2 体积分数，分别为 350 和 368 ppm。据统计，2020 年

大气中 CO2 体积浓度已达 410 ppm 以上，局部地区（如我国浙江临安监测站）甚至高达 430 ppm［3］。因此，

该教材中数据落后，不能反映近年来大气中 CO2 浓度的变化情况，而清楚了解大气中 CO2 浓度变化对于

深刻认识目前全球范围内所面临的温室效应等气候问题至关重要。此外，教材中全球环境变化知识较为

缺乏。如大气环境方面，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已经从“酸雨”“光化学烟雾”等转移到“PM2.5”“雾

霾”等。因此，如果教材内容更新及时，相关数据更为全面，涉及的前沿知识更多，无疑会更有利于培

养学生的环境伦理观，提升学生对环境保护的使命感，激发学生对专业课程学习的兴趣。

2.2  课堂模式单一

随着化学和化学工业的飞速发展，各种环境问题日益突出，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双碳”战略目

标的相继提出，环境科学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4］。环境科学是一门交叉性较强的学科，

该学科的发展除了遵循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外，还必须不断吸取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才能不断完

善。因此，环境科学的发展不仅呈现较强的交叉性和综合性，还在不断吸收时代发展所带来的特殊性。

因此，《环境科学概论》这门课程所覆盖的领域和涉及的内容极其广泛。因此，在较短的课时安排中，

如何较好地完成《环境科学概论》课程的教学任务，避免走马观花式的“浅尝辄止”，对专任教师来说

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与其他课程一样，部分教师在讲授该课程的过程中，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大量

课程内容，迫不得已选择了“灌输式”的课堂讲授方式。枯燥的教学内容、单一的教学模式、紧凑的教

学过程，导致师生之间缺少互动和交流，无法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5］。这样一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

观能动性都较差，不仅不能较好地完成环境科学先导课程的学习，而且还会影响后续其他专业课程的学

习积极性，这对于实现环境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是极其不利的。

2.3  教学资源更新慢

课堂效果和教师水平的提高一定程度上受到教学资源丰富程度的影响。一方面，高等教育出版社官

方网站提供了与《环境科学概论》第二版相配套的 PPT 课件。然而，由于教材本身内容陈旧，课件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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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内容同样无法适应当前教学需要。除此之外，由于教学手段的多元化发展，多媒体教学方式也日新月异，

各种“线下”和“线上”的教学平台也在不断冲击当前传统的教学方式［6］。然而，由于《环境科学概论》

覆盖的领域广，涉及的内容多，教师需要不断地完善相关课件，整体难度较大且周期较长，因此就导致

一些教学和科研任务繁重的教师没有时间去不断学习环境科学的前沿知识，更没有精力去不断完善教学

课件。如此一来，在客观和主观因素双重作用下，教学资源的落后可能使课堂更加沉闷，无疑是提高教

学教育效果的障碍。

3  “双碳”背景下《环境科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

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对我国是挑战，也是实现经济、能源、环境与气候的可持续发展的新的机遇。

由于环境问题是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对它的认识程度不断发生变化的，因此环境科学所关注的内容也在

不断发展，推动着《环境科学概论》的教学改革，以适应社会发展和国家需求。因此，在“双碳”背景

下对《环境科学概论》课程进行教学改革，促进教学教育效果的提升，显得非常迫切。基于以上分析，在“碳

中和”背景下，借助“互联网 +”，可以从以下几个思路对《环境科学概论》课程进行教学改革。

3.1  信息融入

自工业革命以来，大气中 CO2 浓度逐年上升，全球性的气候变暖问题成为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

“碳中和”不仅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所规定的目标，是世界潮流，也是我国应对气

候变化做出的策略。教师可以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解读环境科学在碳中和行动中的发展方向时融入相关

的课程思政元素，不断完善教学材料。例如，《全球环境变化》这一节包含全球变暖、臭氧层耗竭、酸

雨危害加剧、全球生态系统退化和环境安全及国际合作等内容，教师在教学时可以重点介绍全球变暖问

题，通过解读近年来大气中 CO2 浓度的变化趋势，引出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因此，在教

学过程中可适当增加对碳中和政策的解读，深入剖析“双碳”与环境科学之间的关系，可以让学生清楚“碳

中和”目标的科学内涵、相关政策制定原因与意义，同时明确当今社会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对环境学科

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另一方面，在“双碳”背景下，各行各业都在寻找解决之策。目前，世界温室气体的排放主要是

CO2，对于 CO2 的捕集和利用是众多科研工作者所关注的热点［7］。实现 CO2 的资源化利用能够在控制大

气中 CO2 浓度的同时，将其转化为有利用价值的化学品，实现废弃碳资源的循环利用，一直是众多研究

者们的主攻领域。例如，以 CO2 为原料，生产尿素、碳酸二甲酯、聚醚酯多元醇等［8］。因此，在教学

过程中，可以对碳的循环进行补充和拓展，融入“双碳”政策、拓展 CO2 资源化利用的相关知识，培养

学生的学科交叉视野。

3.2  汲取前沿

《环境科学概论》不仅与自然科学学科、工程学科紧密交叉，而且还与社会、管理、政治等人文学

科相互渗透，使得当前环境科学学科的发展呈现出较强的综合性和交叉性特点。因此，充分利用互联网

资源，汲取更前沿的知识，完善教学课件，或使用相关的音像资料进行讲解，重点突出环境科学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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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前沿和典型案例，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在《全球变暖》这一节，虽然对温室效

应的原理做了介绍，但并未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危害以及全球应对策略等方面做进一步探讨。因此，

授课教师可以在课堂上提出问题，引导学生利用网络资源进行自主学习，对气候变暖的学习进行拓展，

去探究产生温室效应的主要原因，同时结合相关的环境政策，认识我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的大

国担当。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能够让学生了解与

自己专业相关的国家政策，提升学生对环境保护专业的认识水平。

教学与科研是不可分割的，二者之间相辅相成［2］。因此，教师要有针对性地选取一些新的科学研

究知识，完善教学内容，同时也能开阔学生的视野，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教师可以从与环境相

关的高水平国内外学术期刊（如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Water Research、Chemosphere 等）

获取国内外有关环境修复技术、环境问题、环境监测手段、碳中和技术等方面的最新发展情况［9］。并且，

要做到以科研促教学，积极参加国内的环境学科及相关主题的学术会议，了解国内外环境领域的相关学

术前沿知识，并以此对教学内容进行相应的调整，有针对性地设置相关的专题内容，使学生能够更多地

接触与国际学术前沿接轨的专业知识。

3.3  优化课堂

采用“教学 + 讨论”的教学模式有利于学生加深对环境学科的认识，从而更加明确学习《环境科学

概论》课程的目的。例如，在第一章《环境与环境问题》的学习中，在讲授环境问题时，可以用“全球

十大污染事件”作为讨论题目，让学生通过自学对相关污染事件的背景、原因、危害以及背后的化学原

理和应对策略等进行讨论，最后通过分组展示的方法进行总结。这样可以极大地加深学生对环境问题的

认识，从而理解环境学科的特殊使命。此外，一些章节在融入了“碳中和”主题后特别适合采用“教学

+ 讨论”教学模式进行授课。例如，第三篇《环境污染控制》与碳中和技术密切相关。在进行这章教学时，

可以以光催化水体污染物（如染料、农药、抗生素等）去除技术为案例，引导学生查阅文献进行自学并

进行分组讨论：光催化技术的基本原理是什么？与传统污染修复技术相比，其优势在哪里？当前光催化

技术面临着哪些实际问题？最后做总结汇报。这样一来，学生通过自主学习，既了解了一些传统的污染

环境修复技术，也接触到一些符合碳中和政策的新型环境修复技术。与传统的教师单方面讲授课本知识、

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教学模式相比，采用“教学 + 讨论”教学模式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还

能够拓展学生的学科交叉视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10］。

4  结论

本论文基于碳中和政策，根据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专业的学科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对《环境科学

概论》课程教学所存在的问题和改革进行了初步探讨。在“碳中和”的背景下，将《环境科学概论》教

学与互联网有机结合进行教学改革，融入“碳中和”相关知识，不断补充和完善新的教学知识以弥补教

材知识陈旧、内容过时的不足；同时，充分利用多元化的途径，让学生多角度地学习有关环境学科的知识，

创新“教学 + 讨论”教学模式，增加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互动，让学生能够从理论、思维和方法上把握课

程的主要内容，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提升教学教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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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eaching Improvement of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Scie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Tian Fengyu

Yangtze Universit, Jingzhou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it is a necessary to carry out 
reform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of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Science”. 
By integrating carbon neutral policies, empowering course content, teaching mode and teaching method 
through the internet, and innovating the teaching model of “teaching and discussion”, the teaching effect 
will gradually be improved. Therefore, it can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core 
theories, basic methods and subject frontiers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strengthen their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awareness.
Key words: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science; Interdisciplinary; Carbon peaks; Carbon neutral; 
Teaching re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