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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医科背景下，高层次、应用型公共卫生人才是实现“健康中国2030”的重要基础。本文以《环境卫生

学》课程为载体，从优化教学内容的角度，探讨如何将思政元素融入《环境卫生学》理论和实验课程中，

使课程与思政同向同行。同时，探讨多路径深化推进《环境卫生学》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促进学

生学习效果和切实提升学生综合素养能力，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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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Medical Discipline, high-level applied public health talents 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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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crucial foundation for achieving the “Healthy China 2030” initiative. Taking the Environmental 
Hygiene course as a carrier,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both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teaching of Environmental Hygie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ptimizing teaching content, ensuring the curriculum aligns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eanwhile, it discusses multi-path strategies to deepen reforms in teaching methods and approaches 
for Environmental Hygiene, aiming to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comprehensively im-
prove their literacy and capabilities, and fulfill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
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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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1]提出“把健康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强影响健康的环

境问题治理”。高层次、应用型公共卫生人才是实现“健康中国 2030”的重要基础[2]。在新医科教育理

念的引领下，当前着重培养的是不仅拥有深厚公共卫生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还兼具创新能力、跨学科

协作能力、国际视野，以及高职业道德与伦理素养的公共卫生人才[3]。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备受关注[4]。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应当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以培养德才兼

备、全面发展的人才为目标[5]。如何将课程与思政同向同行，为“健康中国 2030”培养高层次、应用型

公卫人才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难点之一。 
《环境卫生学》作为预防医学专业课程体系中的核心组成部分，深入探究环境因素与人群健康之间

的复杂关联性。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和全球气候变暖等发展趋势的背景下，如何维护人类健康面临着

更加严峻的挑战。当前，《环境卫生学》教学仍面临诸多难题[6]-[13]：一是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融合困

难、表面化、教条化等问题。二是传统的教学模式限制了学生的主动思考和积极性。三是实验内容较为

单一，缺乏与实际工作接轨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因此，《环境卫生学》教学内容与方法的革新与优化

显得尤为关键。将思政元素巧妙融入《环境卫生学》课程有助于培养具有高职业素养的公共卫生人才[6] 
[12] [14]-[17]。本文主要探讨在新医科背景下，将思政元素深度融入《环境卫生学》课程教学的路径，以

期提升公卫人才培养的层次与质量，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深化，并切实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2. 新医科背景下，环境卫生学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新医科是适应新时代科技革命、生命科学、医学和教育模式发展而提出的新理念。它是健康中国战

略的重要基础，旨在培养适应信息时代需求的医学人才。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人

类疾病谱发生了显著变化，慢性病、传染病以及由环境因素导致的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同时，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医学教育和医疗实践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新医科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它强调医学与工学、理学、信息学和人文的交融互补，推动医学体系

的整体再造和体系重塑。新医科不仅注重疾病的治疗，更强调疾病的预防、早期诊断和改善症状等，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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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从治疗为主到兼具预防治疗、康养的生命健康全周期医学的新理念。环境卫生学在新医科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它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基础理论知识，还培养了学生的跨学科能力、预防医学思维和实践能力。

同时，环境卫生学领域的研究不断推动着医学教育和科研创新，为培养新医科人才提供了有力支持。因

此，加强环境卫生学课程的教学工作，对于培养适应信息时代需求的医学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3. 《环境卫生学》理论教学内容全方位动态融入生态文明思想 

生态文明思想，其核心要义涵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发展理念、法律保障机制及整体系统观等

诸多方面，并明确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着力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的战略构想[18]。我国生态文明模式将生态环境保护融入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中，对其他

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借鉴意义[19]。选择《环境卫生学》课程章节合适的知识点通过专业典型案例全方

位动态融入生态文明思想，实现专业知识和思政教育同向同行。 
深度挖掘环境卫生学课程思政元素，主要从国家相关方针政策、职业素养、科学家精神等角度收集

相关的政策性、理念性、法规性的思政案例，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巧妙将思政元素设计到教学中。例如，

在“第三章大气卫生”中，融入我国围绕着大气污染防治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进行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

的政策性思政案例。中国的生态文明指标是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家战略需要和现实目标，不断调整优化形

成的自上而下的政策性指标，具有典型的动态性和有效性[20]。一方面，从 2012 年国家修订发布《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到 2013 年~2017 年国务院发布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十条”)，紧接着

2018~2020 年提出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再到 2022 年发布《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彰

显着我国以人为本，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中国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努力，

不仅是对国内公众健康和环境质量的负责，也是对全球环境治理的贡献。中国的行动展现了其作为负责

任大国的形象，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在全球气候变暖的

大背景下，我国提出“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重大战略目标(以下简称“双碳”目

标)。通过分析我国“双碳”目标的实践案例，如可再生能源发展、工业节能减排等，让学生理解“双碳”

目标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影响。在教学中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核心价值，如绿色发展、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等，让学生认识到实现“双碳”目标是贯彻这一思想的具体行动。组织学生就“双碳”目

标进行讨论，反思个人和社会发展模式如何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使学生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环境与健

康的关系，在思政教育层面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社会责任感和国际视野，提升其专业素养和解决实际

环境问题的能力。 
在“第八章环境污染性疾病”中，引入水俣病、痛痛病事件，详细阐述有机汞和重金属镉污染对环境

和人类健康的长期危害，强调这些疾病如何影响生态系统平衡，导致鱼类、贝类受损，进而影响人类的食

物链安全，让学生充分认识到环境污染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的危害，探讨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组织学生分析这些案例背后的经济驱动因素，如化工厂排放废水、有色金属冶炼产生的废水等，引导学生

思考如何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探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引入我

国宣威肺癌案例，则可以让学生们学习环境流行病学专家何兴舟教授等科学家精神[21]。宣威肺癌是当地

室内燃煤污染和居民基因易感性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利用该案例突出科学家在揭示病因、提出预

防措施和推动政策变革中的重要作用，何兴舟教授因在“室内燃煤空气污染与肺癌研究”取得的成就被授

予“终身成就奖”，他的工作为今后该领域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力依

据，并促进了环境治理，这是中国人首次在该领域中获得的奖励，是我国环境与健康领域科研成果被国际

公认的结果。借此，鼓励学生学习科学家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和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感。 
城乡规划卫生需考虑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确保城市规划与自然环境协调，避免生态破坏，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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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疾病预防和居民健康，与生态文明思想中“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理念相符。因此，

在“第十一章城乡规划卫生”以广西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为理念性思政案例，平陆运河的建设不仅是广

西及西南地区发展的重大战略项目，也是贯彻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实践。这一工程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理念，旨在通过高质量的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进步[22] [23]。平陆运河

的建设过程中，实施了多项生态保护和修复措施。例如，工程范围内进行红树林的移植和种植，以及野

生牡蛎的采集与暂养，这些都是为了减少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保护区域生态平衡。此外，运河的疏

浚作业也采用了环保型设备，以减少对海洋生物的影响。在“第十四章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及其应急处理”

中融入广西龙江河镉污染事件，作为法规性思政案例。龙江河镉污染事件暴露出当地一些企业在生产过

程中对环境保护的忽视，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24]。通过该事件，引导学生认识到绿色发展的重要性，

以及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应承担的环境保护责任。龙江河镉污染事件对沿岸及下游居民的饮水安全造成了

威胁，相关部门对涉事企业进行了查处，并追究了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这些措施体现了用最严格制

度和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对于预防类似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4. 《环境卫生学》实验课思政元素浸润途径 

《环境卫生学》实验课，旨在培养学生掌握环境采样、监测和实验室检测等基本实验技能，以及综

合环境质量评价和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传统的《环境卫生学》实验课内容设置主要在大

气粉尘、总悬浮颗粒物、氮氧化物、漂白粉中有效氯含量、水中余氯及需氧量等的测定，而缺少综合性

的实验内容。实验课程应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包括实验操作、数据分析、问题解决等方面的能

力。《环境卫生学》实验课亟需以提升环境健康风险意识与应对能力为核心，进行内容优化与教学方法

创新，可以增设环境与健康横断面调查案例分析、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环境突发污染事件调查与健康影

响评估分析。 

4.1. 融入环境与健康横断面调查案例分析，提升环境健康数据综合运用能力 

国家生态环境部印发 HJ 837-2017《人体健康水质基准制定技术指南》和 HJ 839-2017《环境与健康

现场调查技术规范横断面调查》，标志着环境与健康标准正式纳入国家环境保护标准体系[25]。《环境与

健康现场调查技术规范横断面调查》[26]不仅为专业实践提供了技术标准，更为预防医学本科生的课程思

政教育搭建了重要载体。在《环境卫生学》实验教学中融入环境与健康横断面调查案例，可通过“理论–

实践–价值”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将健康中国战略、生态文明建设等国家意志转化为学生的职业信仰。

通过整合环境卫生学实验教学的相关资源，包括实验教材、案例库、实验设备等，在《环境卫生学》实验

教学中设计模拟横断面调查的实践环节，让学生分组进行环境采样、数据分析、报告编制等工作，体验

完整的调查过程。例如，广西是我国有色金属重要产地，过去粗放的发展模式导致重金属污染问题较为

突出。通过模拟某地重金属污染致儿童血铅超标案例的调查实践，学生在环境采样、健康风险评估过程

中，能深刻体会“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领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理念。在分组

讨论环节，通过角色扮演污染企业管理者、疾控人员、社区居民等不同主体，引导学生树立环境公正意

识，培养其运用系统思维平衡经济发展与健康保护的能力。 
在新医科建设背景下，环境健康横断面调查可成为培养复合型公共卫生人才的有效抓手。具体实施

路径包括：① 多学科知识整合训练。将环境监测数据与居民健康档案对接，要求学生运用环境卫生学、

流行病学、毒理学、医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知识建立暴露–反应关系模型。② 数字化能力培养。指导学生

开展实时大气/水/土壤质量监测与健康风险预警，训练大数据分析与可视化呈现技能。③ 科研创新能力

塑造。通过设计“环境暴露组–疾病表型组”关联性研究方案，培养提出科学问题的能力，如在调查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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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呼吸系统疾病高发案例时，鼓励学生自主设计大气污染物与微生物组联合分析方案。④ 全链条实践

能力提升。从现场布点采样到编制环境健康风险评估报告，要求学生完成“发现问题–分析归因–制定

对策”的全流程训练，如在某流域水环境调查中，需综合运用水质检测、居民健康调查、疾病负担计算

等方法形成决策建议。这些实践环节有效培养了学生解决复杂环境健康问题的综合能力，使其成为具备

环境医学思维、掌握现代技术手段、善于跨学科协作的新时代公共卫生人才。 

4.2. 融入环境健康风险评估，体现新医科背景下对环境卫生学教育培养模式的创新性探索 

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提出了“建立、健全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和风险评估制度”的法律目标，

将环境健康风险评估制度纳入了环境保护基本制度的范畴。《环境健康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指出，环

境健康风险评估是预防和控制环境相关疾病、保障公众健康的关键环节。通过科学评估，可以及时发现

潜在的环境健康风险，为制定有效的预防措施和应对策略提供依据。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健康中国战

略中，环境健康风险评估占据核心地位。环境健康风险评估是连接科学研究与风险管理的重要环节，是

政府从源头预防、加强对具有高健康风险的环境污染因素主动管理的工作基础。 
在新医科建设背景下，将环境健康风险评估融入环境卫生学实验课程体系，是对公共卫生人才培养

模式的创新性重构。通过建立“理论–技术–应用”三维教学架构，不仅强化学生污染物检测、暴露模

拟、剂量效应分析等专业技能，更着重培养其系统思维和风险沟通能力。在思政维度上，依托典型环境

事件案例库建设，如日本水俣病、淮河流域癌症村等教学资源，引导学生树立“环境正义”价值理念，强

化其守护公众健康的职业使命感，实现专业技能与职业道德的双向提升。 
首先，精选国内外典型环境健康风险事件，如空气污染、水体污染引发的公共卫生问题等，设计成

多维度、多层次的实验案例；其次，通过模拟实验、数据分析、风险评估等实践环节，引导学生深入剖析

案例背后的科学原理、影响机制及防控策略，强化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再鼓励学生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

段，如大数据分析、地理信息系统(GIS)等，开展虚拟仿真实验，提升解决实际环境问题的能力。此改革

举措的实施，不仅能够有效增强学生的环境健康风险识别与评估能力，促进其在未来工作中更好地服务

于生态环境保护与公共卫生安全，还深刻体现了新医科背景下对环境卫生学教育培养模式的创新性探索，

对于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 

4.3. 融入环境突发污染事件调查与健康影响评估分析，增强学生的环境应急响应意识与实战技能 

构建基于真实案例的模拟环境突发污染事件库，涵盖空气、水体、土壤等多种污染类型，通过角色

扮演、现场模拟等方式，让学生亲身体验污染事件调查的全过程，从污染源追踪、样品采集、数据分析

到健康效应评价，形成系统的实践技能链条。以广西龙江河镉污染事件案例分析为例，2012 年广西龙江

河突发镉污染事件，导致柳州 300 万居民饮用水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这一典型环境危机事件为教学提供

了实践素材。在实验课程中，可模拟该事件应急处置全过程，组织学生开展污染源追踪(如排查涉镉企业

排污路径)、水质快速检测(使用重金属便携式检测仪)、健康风险评估(建立暴露剂量-效应模型)等关键环

节演练。通过引入事件中实际采用的河道絮凝沉淀除镉技术、应急供水调度方案等处置措施，培养学生

运用 GIS 系统进行污染扩散模拟、运用生物标志物检测技术评估居民健康风险等实战能力。在生态文明

建设层面，深度剖析污染事件对流域生态系统的长期影响(如底泥重金属残留问题) [27]，引导学生运用生

态修复技术方案设计，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这种基于真实事件的沉浸式教学，使学生在掌握环境应急核

心技能的同时，建立起“大卫生观”和“大健康观”，为培养具有突发公卫事件处置、环境健康风险评

估、多学科协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公共卫生人才提供了有效路径，切实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和健康中国

战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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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卫生学》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优化路径 

5.1. 理论教学优化路径 

在理论教学环节中，为了更有效地提升学生的认知与理解，首要任务是整合案例教学与情境模拟。

具体而言，可以将环境卫生领域的真实案例融入教学内容，通过引导学生对这些案例进行深入探讨，增

强学生对环境卫生议题的洞察力，深化其对该领域的认识。同时，应用情境模拟技术，构建出虚拟的环

境卫生场景，提升学生的学习参与度和学习效果。此外，推广混合式学习模式，通过结合线上与线下教

学资源，构建全面的混合式学习环境。线上学习平台，如慕课和微课，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多

样化的学习方式；而线下教学则侧重于深入讨论、实践操作和答疑解惑，形成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深化

理解的教学模式，从而促进学生知识的全面掌握和应用能力的提升[28] [29]。鉴于环境卫生学涉及多个学

科领域，理论教学通过设计并实施跨学科课程，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培养他们的综合应用能力，以适

应复杂多变的环境卫生问题。此外，借助推广翻转课堂将传统课堂中的讲解环节前置到课外，而将讨论

及实践环节置于课内，鼓励学生提前预习课程内容，并在课堂上积极参与讨论与实践，提高学习的主动

性与实效性。 

5.2. 《环境卫生学》实验教学优化 

研究[13] [30]显示，在《环境卫生学》实验教学引入虚拟仿真实验平台是一个创新且有效的举措。虚

拟仿真实验不仅实验成本低，而且实验的安全性和效率高。学生可以在虚拟环境中反复练习实验操作技

能，从而深化对实验原理和方法的理解。此外，实施项目式学习也是实验教学优化的重要一环。结合环

境卫生学的实际问题，设计学习任务，引导学生围绕特定项目进行研究与实践。项目式学习不仅让学生

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还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激励学生踊跃投身环保宣传、社

区清洁等社会实践及志愿服务项目，将所学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公民素养。 

5.3. 大数据与知识图谱驱动的《环境卫生学》课程优化路径 

通过系统梳理课程体系，利用可视化技术展示知识的发展进程和结构关系，深入挖掘《环境卫生学》

与《流行病学》《卫生统计学》《环境科学》等课程之间的关联性，为优化课程体系设计提供数据支撑。

开发或利用智能辅助教学系统，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和能力水平，精准推送学习建议，助力学生攻克学

习难点。此外，还可以基于大数据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和成绩数据，结合《环境卫生学》知识图谱，为学

生量身定制个性化学习方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习效率。 

6. 结语 

通过深入挖掘思政元素、优化理论和实验内容、创新教学模式等措施，提升《环境卫生学》教学质量

和效果。通过融合案例教学、情景模拟、混合式学习等教学方法和虚拟仿真实验等教学手段，可以提高学

生的专业素养、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为培养新医科背景下高层次、应用型公卫人才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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