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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教书与育人有机结合的一种教育理念，承载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针对《生态工程》课程

教学过程中存在宏观知识说教多、细节德育实践少、教学与实践脱节、师生互动少等问题，通过深度解

读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将其与近十年课题组生态工程实践及国家典型生态工程案例进行整合，围

绕生态工程整体性、生物多样性、协调平衡性以及循环再生性等课程特点，进行课程思政教学全过程重

构，解决思政元素与知识传授“融合”的难点。这可为同专业开设《生态工程》课程的教师提供思政教

学参考，也可为其他课程思政教学的实施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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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based virtuous and political awareness is an educational concept that organically com-
bines teaching and learning. It carrie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character and civilizing 
virtue. In the previous teaching process on ecological engineering, many problems cannot be solved, 
such as general explanations and preaching macroscopic knowledge, less detailed moral educa-
tion practic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eaching and practice, and less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etc. Now the whole teaching process of the course is reconstructed through the eco-
logical engineering practice of the research group in the past ten years and the national typical 
ecological engineering case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logical engineering integrity, 
biodiversity, coordination and balance, and recycling, so as to solve the fusion problem of virtuous 
and political awareness elements and knowledge points. This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virtuous 
and political awareness in the course of ecological engineering, as well a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virtuous and political awareness in other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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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生态工程是模拟自然生态系统中物质能量转换原理并运用系统工程技术去分析、设计、规划和调整

人工生态系统的结构要素、工艺流程、信息反馈关系及控制机构，以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

益的一门学科[1]。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及碳排放问题的日益严重，循环生态系统的开发应用成为关系世

界各国竞争力的关键科技领域[2]，也是我国“十四五”科技开发的重点方向和实现“双碳”战略目标的

重要抓手[3]。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的高素质生态工程人才，是破解这些难题的基础环节。复旦

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多年来一直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生态工程》专业选修课程，旨在培养具备从

事应用生态系统开发，设计分层多级物种共生和循环再生生产工艺系统等生态工程专业知识和技能。近

年来为了适应新时代高等教育培养要求，《生态工程》课程教学团队主动对标“复旦共识”[4]，加强课

程思政建设，通过课程知识体系与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内涵加以重构教学过程，很好

地解决思政元素与知识传授“两张皮”的融合难题。 

2. 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生态工程》课程教学设计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我国新时

代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引领，正确理解和运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十个坚

持”的核心内涵[5]，将生态文明建设真正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之中。高等学校作为人才培

养的重要阵地，肩负着为国育新人、培良才的重任。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真

正融入大学教育的全过程，特别是环境工程相关专业，更应该自觉践行生态文明建设。因此，我们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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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团队十年的生态工程教学经验与思考，围绕思政元素与知识传授融合难的痛点，对课内学习模块

和课外学习模块重构设计，形成育人螺旋式闭环。具体课程思政教学思路设计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Virtuous and political awareness teaching design of Ecological En-
gineering course 
图 1. 《生态工程》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3. 生态文明建设元素融入课程教学策略 

3.1. 结合生态工程理论，凝练课程中蕴含的生态文明元素 

《生态工程》课程以自然、经济、社会三者复合的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通过讲解生态工程的原理

和应用技术，追求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互相依存，相互制约的绿色协调发展[6]。这些都要求

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论”和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才能更生动，更接地气。同时，《生态

工程》课程内容主要包含研究流域及流域污染控制技术系统、农业农村污染控制技术系统、河道生态修

复技术系统、湖泊生态修复技术系统、土壤污染控制技术系统等生态系统以及这些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而这与《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论述的“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全方位、全地域、

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思想”高度契合，可以把这个理念嵌入生态工程基础理论知识讲解过程

中。另外，可结合师生熟悉的周围生态环境为教学实践第二课堂，如复旦大学江湾校区河道生态系统，

让学生实地调研河道不同生境下的生物多样性，深刻理解生态工程的基本概念和影响因素等，课堂上在

展示，让思政元素润物细无声的与知识点完美融合。 

3.2. 引入生态工程典型案例，培养学生生态文明建设创新理念 

在讲授“湖泊生态修复技术系统”时，引入教师实施太湖生态修复工程应用案例，将生态疏浚、浮

床治理、环湖湿地保护带、生态渔业工程等每一个单元系统都分析其优缺点，使学生全面地理解和认识

湖泊生态修复技术系统是协调平衡性的，当其中任何一个单元系统失衡或过度开发，可能当下促进了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但会导致湖泊整体丧失生态功能，进而使其失去经济可持续性功能。另外，通过学习

强国号引入塞罕坝生态工程建设案例，提出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分析，让同学们课下围绕塞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4339


孙诗清，张继彪 

 

 

DOI: 10.12677/ae.2023.134339 2166 教育进展 
 

罕坝生态工程具有储碳库、蓄水库、基因库和能源库等生态效益，旅游业收入、非木质林产品销售收入

等经济效益以及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的社会效益进行分析。课上将 2021 年 8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塞罕坝林场时的视频进行放映，讲解在“塞罕坝精神”指引下是如何让荒漠地变成绿洲，发展好绿色经

济和生态文明的。通过典型案例中结合生态文明建设思政元素，让思政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培养学生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自信，创新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理论。 

3.3. 依托生态工程规律，促进师生可持续发展 

生态工程规律就是以生态系统的思维，解决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资源枯竭、能源紧张、人口老龄

化、经济危机、环境污染、全球变暖、疾病流行、脱贫减贫等问题，实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达到生态

平衡。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始终坚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教学理念，

教师和学生展开课上课下的集中研讨，形成共识，促进师生可持续发展。例如，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是

什么，为什么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如何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等问题的大讨论；查阅最新生态工程前

沿技术，师生共同挖掘背后的科学家故事；让师生在相互讨论中进步，相互学习中成长，树立终身学习

观念。 

4. 生态文明建设元素与课程教学内容融合效果分析 

一般来说，思政目标与专业课程教学目标融合好坏的标准是学生是否能自然接受课程的教学理念；

是否引起师生之间的情感共鸣；是否激发了学生学习内动力；是否促进学生对课程知识的理解、掌握、

拓展与深化[7]。课程组在 2020 级本科教学过程中，实施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工程》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进行了生态工程实施现场分析和在线访谈录制，主要从生态文明建设对学生掌握《生态工程》课

程整体性、生物多样性、协调平衡性以及循环再生性的影响，对课程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实施现场分

析；通过在线访谈录制，分析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在课程思政中教学效果，其中 2019 级本科教学未进行上

述改革。上述两组本科生均在大学二年级第一学期选修本课程，文化基础和专业背景均无显著差异。在

现场分析中，两组学生对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工程专业的关系普遍认为比较紧密，无显著差异性；但对

于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深度上，实验组明显好于对照组。另外，通过“你是如何理解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思想的？”、“作为环境相关专业学生，我们能为生态文明建设做哪些事情？”以及“通过这次现场分

析讨论对自身有哪方面的提升？”三个问题进行在线访谈。经过统计分析发现，超过 80%以上的学生通

过《生态工程》课程思政教学之后，对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内涵的理解和认识均有显著提升，尤其是在在

线访谈过程中，100%的同学认为作为环境工程专业学生首先要自身理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内涵，学好环

境工程专业课程，从专业角度宣传好，实践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通过现场分析讨论，90%的同

学认为对《生态工程》课程理论理解更深入了，学会了用时代性、系统性和创新性思维理解生态文明建

设。 

5. 结论 

通过对《生态工程》课程内容与教师工程实践及生态工程前沿进展相结合，师生课上课下互动交流

讨论，坚持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引领下的《生态工程》课程思政教学，找准课程思政切入点，将生态文明

建设思想理念“润物细无声”地纳入课堂教学过程中，使学生掌握好《生态工程》课程专业知识的同时，

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考也达到了新高度。这将为环境工程专业其他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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