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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背景下，高职环保专业立体思政育人的路径研究
陶星名　张志学　张阳洋

（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

摘 要：针对当前高职环保专业课程思政存在的问题，积极响应我国“双碳”目标的提出，从完善立体育人格局、提高思政教学能力、

创建协同思政体系、采用多元教学手段、构建思政考评机制、丰富专业公众号内容等途径，多渠道全方位全过程开展立体思政育人教学改革，

培养又红又专的环保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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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20 年 9 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

动计划（2020-2023 年）》中提出了“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以立德为根本、以树人

为核心，健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为“人人皆可成才、

人人尽展其才”创造条件，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高职环境保护专业属于技术技能性专业，肩负着培养具有良

好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工匠精神，较强的

实践操作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任务，

但大部分高职环保专业课程仍然更注重职业技能的提升、专业知

识的培养，而忽视课程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素养等思政资源。

2020 年 9 月，中国提出了“碳中和碳达峰”的目标。“双碳”

目标的提出，对我国各行各业的节能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

为与“双碳”息息相关的环保专业，如何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培

养国家行业需求的低碳环保型高技能人才，成为顺应时代发展亟

需考虑的现实问题。在高职环保专业教学改革过程中，如何实现

从“专业教育”到“专业育人”的有机转变已将成为改革的重点。

二、高职环保专业课程思政存在问题

目前，高职环保专业主要培养环境监测技术与环境污染控制

两大类人才，是应用型非常强的专业，正因为其实用性，要求授

课教师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高超的实践能力和丰富的授课经验，

让学生能够理解并运用在生产之中。然后，高职毕业生进入岗位

之后，对于环境监测与污染治理的理解只停留在实用的表面，并

没有深入了解各类实验试剂的应用是否合适、是否排放过量的碳

废气、如何在生产工艺过程中节能减排，究其原因，很大程度归

结于专业课程思政不够深入立体，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存在着融合困难的问题

环保专业教育倾向技术与技能，教学过程中强调运用各种公

理与定理，而弱化了知识与技能本身所蕴含的价值追求。如何有

效地挖掘学生学习知识与技能的价值和意义，提升职业道德和专

业素质，将成为专业立体思政育人的首要问题。

（二）部分教师存在着思政育人意识不强的问题

教师是有效开展专业立体思政育人的关键主体，新时代对每

一位专业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仅要长期深耕学习环保专业知

识，更需要把握所授课程知识背后所蕴含的社会价值，掌握“人

才培养辩证法”，在授课的过程中处理“知”与“德”的辩证关系。

（三）课程思政协同育人机制尚不完善

课程思政是整个专业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它既不是一门课

程的具体要求，也不是一次孤立的专业活动，而是需要持续不断

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专业教学的每个环节，发挥思政隐

性育人功能，体现专业立体育人的协同效果。

三、立 体思政育人教学改革实施路径

在“碳中和 + 碳达峰”背景下，高职环保专业有机融合课程

思政和专业育人，在专业课程中挖掘隐性思政资源，从思政和专

业之间的“逆向平行关系”转化为融会贯通的“同向相交关系” 

，从完善立体育人格局、提高思政教学能力、创建协同教育体系、

采用多元教学手段、构建思政考核体系、丰富专业公众号等途径，

多渠道全方位全过程开展立体思政育人教学改革，培养又红又专

的环保应用型人才。

（一）优化顶层设计，完善立体育人格局

深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完善顶层思政立体育人格局，明确

专业三大核心素养“低碳环保、核心价值、工匠精神”。将专业

核心价值融入环保人才培养方案的各环节，包括培养目标、培养

规格、职业岗位核心能力、课程体系结构、实践教学环节、课证

融合、教学方法手段与教学组织形式、教学评价与考核、教学管

理与质量保障体系等，对环保专业毕业生核心素养生成方面的实

现路径进行整体规划，将专业立体育人细化落实到人才培养的全

过程。

（二）协同建设师资，提高思政教学能力

专业教师是专业立体思政育人的中坚力量，也是学生接触最

直接的教师群体，因此提升专业教师的育人意识和教学能力，是

协同思政与专业耦合育人的关键。课题组要求教师分批参加课程

思政相关培训，定期举办专业教师和思政教师之间跨学科研讨，

教师与行业专家、高校同行、已毕业学生定期沟通，提升教师思

政教学能力；从国际与国内时事入手，师生共同讨论双碳目标对

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在专业授课过程中自然融入思政教育，

做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三）科艺提质内容，创建协同思政体系

产业技术革新、能源结构调整、碳捕技术发展是达到“双碳”

目标的三大生产力。选取一批“科艺提质”的改革课程，采用团

队教师共同教研讨论 + 主讲教师负责的形式开展课程思政，并逐

步推广。结合“碳中和 + 碳达峰”背景，围绕课程设计环保先进

科学技术和职业艺术修养，对接职业岗位标准，弘扬中国精神与

工匠文化，将低碳环保、核心价值、工匠精神有机融入专业知识

的传授和技能的培训过程中，有效发挥专业立体育人功能。

（四）溶入思政元素，采用多元教学手段

专业课程自然溶入当前环保热点事件，如福建 2303 跨省非法

处置电子垃圾案、浙江湖州跨省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案、太湖蓝藻

水华暴发、全国碳交易达到 270 亿元等，厚植双碳家国情怀。拓

展博物馆等实践基地，组织学生参观学习中国杭州低碳科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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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溪湿地博物馆、浙江省自然博物馆等，集课程思政、专业

教学于一体，让学生真实体会中国低碳发展的意义，增强学生的

职业荣誉感。利用寒暑假，组织学生环保志愿活动，前往环境监测、

垃圾处理厂、城镇污水处理厂等企事业单位实习，将专业思政元

素有机融入大一专业认知实习、大二社会服务学习与劳动技能训

练、大三顶岗实习，完善专业实践教学过程，全过程实现专业教

育与课程思政的无缝对接。

（五）注重过程评价，构建思政考评机制

考评对高校学生起着“指挥棒”和“风向标”的作用，而考

评的目的也是为了进一步促进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高校课程

思政是隐性与显性相交织、动态与静态相融合的过程。因此“指

挥棒”既要重视过程性动态评价，又要重视静态成果评价。环境

监测类的考评可以以某一实验过程作为考评重点，包括前期器皿

的清洗、标准溶液的移取、过程中的吸液放液、容量瓶的定容摇匀、

仪器的正确使用、台面与卷面的整洁、监测结果的计算、标准的

使用、文明考核、废液处理等相关内容，而不单一以最终结果进

行评价考核。污染治理与专业基础课可以从实践能力、创造能力、

小组合作、PPT 汇报、教师提问反馈等多方面设计课程思政评价

指标，过程中可以构建以校内教师、企业教师、学习平台（虚拟

仿真平台）、学生互评的四元评价主体，多元而全过程进行课程

的评价，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

（六）建立环保公众号，丰富学生职业知识 

针对 00 后活跃于社交媒体的高校学生群体特点，建立环保专

业公众号，组织学生团队参与公众号的管理，双管齐下环保行业

热点和专业思政教育。利用短视频等新媒体在传播领域的优势特

点，由专业教师 + 行业企业专家 + 优秀学生干部推荐，将在微信、

抖音、视频空间等平台上传播的最新环保行业规范、科普短视频、

环境工程动漫和热点讨论等公布在专业公众号上，让青年学生明

确双碳目标赋予我们环保工作者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

四、立体思政教学改革实施效果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我院 21 和 22 级康养旅游系环境监

测技术专业学生进行教学改革实施反馈，共计回收有效问卷 219 

份。

（一）立体思政教学内容情况分析

在调查问卷中，专业立体思政内容主要涉及中国传统文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内国际时事、低碳节能科普、安全生产

常识、环保行业典型案例等方面。被调查的学生分别有 56.8% 和

62.7% 选择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的思政内

容；78.5% 和 75.6% 选择了国内国际时事与低碳节能科普相结合

的思政内容，91.9% 和 93.5% 选择了安全生产常识和环保行业典

型案例等思政内容。

由此可见，大二与大三的学生已逐步树立职业观，对就业相

关的环保行业案例和安全生产常识具有较高的学习热情。对中国

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的思政内容，更倾向于案例

教学的方式融入。

（二）立体思政教学方式情况分析

在调查问卷中，专业立体思政教学方式主要涉及实验实习情

景教学、案例教学融入思政内容、专业公众号、课前或课后 5 分

钟师生讨论等方式。被调查的学生 100% 选择了实验实习情景教

学和专业公众号的方式融入课程思政；96.7% 的学生选择了以案

例教学的形式融入思政内容；仅有 3.3% 的学生选择在课前或课后

开展师生讨论式的思政方式。

由此可见，高职的学生更倾向于实验实训，在实践过程中体

会工匠精神，在社会实习的过程中领悟低碳环保的大国担当；当

然融媒体常态化的方式也较受大学生们的喜爱，通过专业公众号

的形式传播当前热点新闻、行业精英典范与专业案例也能让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低碳环保的理念潜移默化渗入学生日常。

（三）立体思政实施效果调查情况分析

对已实施和未实施立体思政的课程进行对比调查，发现 73%

的学生表示十分满意，21% 的学生表示一般，6% 的学生表示无所

谓；这表明实施立体思政的课程学生满意度更高。在调查试卷最

后的开放性提问中，学生表明：专业立体思政的实施对其世界观

的形成、职业素养的提升、自身价值的发展等方面都起到良好的

效果；专业课程中思政元素有机融入，有利于师生讨论时政热点，

提升学生的政治认同和家国情怀；有利于了解环保行业动态，增

强学生对环保行业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良好的调查反馈也为高职

环保专业引入立体思政教学提供了有利的保障，更为教师开展课

程思政教学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结论

立体思政育人是一种全面的、多维度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旨在通过整合校企政协等各种教育资源，构建一个全方位、多渠

道的育人环境，以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职业责任感。

我国提出的“碳中和、碳达峰”的目标为国家建设与发展提

出了新的目标和机遇，也为环保工作者开拓了新的领域与挑战。

高职环保类课程作为职业应用型课程，立体思政的育人模式有利

于实现“课程思政 + 专业知识 + 职业技能 + 低碳理念”相结合的

德才兼备的环保类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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