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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增大的背景下，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受到广泛

关注。本文基于“双碳”目标和新时代科学家精神，探讨了《循环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改革策略。本文

提出了一系列教学改革策略，包括引入案例教学法、实施翻转课堂模式、增加实践教学环节、引入“双

碳”目标相关内容、融入科学家精神和课程思政以及进行全面的教学评估与反馈。通过这些改革措施，

旨在提升学生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能力，激发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培养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增强社会责

任感和科学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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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increasing pressure on resource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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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the circular economy has garner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as a new mode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xplores teaching reform strategies for the “Circular Economy” course, 
based on the “dual carbon” goals and the spirit of contemporary scientists. The proposed strategies 
include the introduction of case-based teaching methods, the implementation of flipped classroom 
models, the enhancement of practical teaching sessions, the incorporation of “dual carbon” goals,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spirit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comprehensive teach-
ing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These reform measures aim to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and initiative in learning, cultivate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practical abilities, and enhanc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scientific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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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增大的背景下，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受到

广泛关注[1]。中国提出“双碳”目标，即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进一步突显了

循环经济的重要性[2]。本文基于这一目标和新时代科学家精神，提出了一系列循环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改

革策略，以期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的综合能力。 
循环经济是通过资源高效利用和废弃物循环利用，减少环境污染，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的发展模式

[3]。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增长，但也导致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加剧[4]。
为了应对资源环境的双重压力，中国迫切需要推行循环经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中国政

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循环经济促进法》和《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发展规划》，为循环经济的发

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和政策保障[5]。 
在教育领域，将循环经济理念融入高校课程，有助于培养具有可持续发展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6]。

随着循环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和应用，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将其纳入课程体系，通过案例教学、翻

转课堂和实践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其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课程中

还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可持续发展意识，使其在未来成为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2. 目前教学存在的问题与教学难点 

在当前的《循环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存在以下问题和教学难点：教学内容单一，主要集中在理论

讲授，缺乏实际案例和实践操作，学生难以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中；难以全面理解和掌握循环经

济的核心理念和操作方法；教学方法单一，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参与度较低，当前课程中对科学家精神和课程思政的融入不足，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

创新能力培养不够；教学资源有限，与企业的合作不足，校外实践资源有限，难以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

践机会和经验。 
为此，本文提出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增加实践教学环节，融入科学家精神和课程思政，提高学

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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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改革策略和方法 

1) 引入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通过实际案例的分析和讨论，使学生能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中，提高其解决问

题的能力。在《循环经济学》课程中，可以选择一些典型的循环经济案例，如制浆造纸工业的绿色循环

经济发展策略，让学生进行分析和讨论。具体实施步骤包括：首先，选择具有代表性和现实意义的案例，

教师提前准备好包括企业背景、问题描述、解决方案和实施效果等资料；其次，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

每组负责分析一个案例，并明确每组的任务和要求，如案例分析报告的格式、内容和提交时间等；接下

来，学生在课前阅读和研究案例资料，并撰写初步的案例分析报告。在课堂上，各小组展示分析结果，

并进行小组间的讨论和辩论，教师适时引导讨论，提出关键问题，帮助学生深化理解；最后，教师对各

小组的案例分析进行点评，总结关键问题和解决方案，并给予反馈意见，通过总结和反馈，帮助学生巩

固所学知识，提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 实施翻转课堂模式 
翻转课堂通过将传统课堂教学与在线学习相结合，使学生在课前自主学习理论知识，课堂上进行案

例分析和讨论。具体实施步骤包括：首先，教师应提前制作好教学视频、PPT 和其他学习资料，并上传

到在线学习平台，这些资料应包括课程的基本理论、关键概念和相关案例分析；其次，学生在课前通过

在线学习平台自主学习理论知识，并完成教师布置的预习任务，如观看教学视频、阅读课件和回答课后

问题等；接下来，在课堂上，教师组织学生进行案例讨论和实践操作，通过分组讨论、角色扮演和模拟

演练等方式，增强课堂互动，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最后，教师对学生的课堂表现进行评估，给

予反馈意见，并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适当调整，通过评估和反馈，帮助学生查漏补缺，进一步巩固

所学知识。 
3) 增加实践教学环节 
在课程中增加实践教学环节，如企业参观、实习和实践操作，让学生亲身体验和参与循环经济的实

际操作，增强其实践能力。具体实施步骤包括：首先，与循环经济相关的企业和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整

合校内外资源，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机会，教师应提前联系企业，制定详细的实习计划和安排；其次，

组织学生实地参观循环经济相关企业，如制浆造纸企业、废弃物回收处理厂等，通过实地参观，让学生

了解企业的生产流程、循环经济实践和实际操作；接下来，安排学生在企业进行实习和实践操作，参与

企业的循环经济项目和生产活动，在实习期间，学生应完成企业布置的任务和报告，并定期向教师汇报

实习情况；最后，实习结束后，组织学生进行总结和分享，撰写实习报告和心得体会，并在课堂上进行

展示和交流，通过总结和分享，帮助学生巩固实践经验，提升综合素质。 
4) 引入“双碳”目标相关内容 
在课程中引入“双碳”目标相关内容，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双碳”目标的背景、意义和实施策略。

具体实施步骤包括：首先，教师应提前收集和整理“双碳”目标相关政策文件和资料，并在课堂上进行

解读和分析，通过政策解读，让学生了解“双碳”目标的背景和意义；其次，选择与“双碳”目标相关

的典型案例，如低碳城市建设、绿色能源应用等，通过案例研究和讨论，让学生了解“双碳”目标的实

施策略和实际效果；接下来，邀请“双碳”目标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专题讲座和研讨，分享最新研

究成果和实践经验，通过专题讲座和研讨，拓宽学生的视野，激发其学习兴趣；最后，结合“双碳”目

标，组织学生进行项目设计和实践，如绿色建筑设计、低碳交通方案等，通过项目设计和实践，培养学

生的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5) 融入科学家精神和课程思政 
新时代的科学家精神包括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和育人六个方面，课程思政则指将思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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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教育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正确的价值观。在具体实施中，可以通过以下步

骤实现：在案例教学中融入科学家精神，通过讲述中国科学家在循环经济领域的贡献和成就，激发学生

的爱国情怀和科学精神；在实践教学中培养科学家精神，鼓励学生提出创新性解决方案，培养他们的创

新思维和科学严谨态度，通过实际操作和项目设计，培养学生的奉献精神和协作能力；在课程思政方面，

通过分析循环经济案例中的社会责任和伦理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和正确的价

值观；在实习和实践活动中，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通过参与企业的循环经济项目和生产

活动，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在课堂讨论中，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循环经济对社会、经济和

环境的影响，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6) 教学评估与反馈 
为了确保教学改革的效果，需要进行全面的教学评估与反馈。具体实施步骤包括：首先，根据课程

目标和教学内容，制定详细的评估标准和评分细则，评估标准应包括知识掌握情况、实践能力、创新能

力、团队合作和社会责任感等方面；其次，采用多元化的评估方式，如课堂表现、案例分析报告、实践操

作、项目设计和实习报告等，通过多元化评估，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综合素质；最后，通过定期

评估和反馈，了解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情况，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适当调整和改进，教师应及时与学

生沟通，了解其学习需求和困难，提供针对性的指导和帮助。 

4. 教学改革的效果 

通过上述教学改革策略和方法，《循环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得到了显著提高。学生不仅能够将

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中，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显著提升，而且他们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也显

著增强，课堂参与度提高。通过“双碳”目标相关内容和项目设计，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得到了

有效培养。此外，科学家精神和课程思政的融入，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正确的价值观，培养了其

爱国情怀和科学精神。这些教学改革措施将为培养具备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人才提供有力支

持。 

5. 结语 

本文在“双碳”目标和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背景下，探讨了《循环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改革策略。

通过当前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本文提出了一系列教学改革措施，包括引入案例教学法、实施

翻转课堂模式、增加实践教学环节、引入“双碳”目标相关内容、融入科学家精神和课程思政等。通过

这些改革措施，旨在提升学生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能力，激发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培养创新思维和实践能

力，增强社会责任感和科学家精神。 
综上所述，本次教学改革旨在提升《循环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质量，为培养具备创新能力和社会责

任感的高素质人才提供有力支持。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不同教学方法的结合及其在其他学科课程

中的应用，为高校教学改革提供更多的理论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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