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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功能材料》课堂教学方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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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水利水电学院 环境与市政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450011) 

[摘 要]在解决目前人类所面临的各种环境问题中，“环境功能材料”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环境功能材料”把环境意识引入材料科学，是保持世界经济平稳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的意识在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具体体现和实践。结合 “环境功能材料”课程特点和教学实 

践，从课程开设的必要性、教学目的、教学思路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与实 

践，以促进学生知识水平、综合能力、学生素质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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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科技发展是以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 

新材料的发展为基础的。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 

基础，材料对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程起着极其重要 

的作用。但在材料的提取、制备、生产、使用及废 

弃过程中，主要以资源大量消耗和和粗放经营为特 

征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大量消耗资源和能源的同时， 

排放出大量的废水、废气和废渣，使材料工业的发 

展成为资源和能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 

“元凶”之一【l J。环境材料的出现是人类对客观世 

界认识的飞跃与升华，是人类保护环境、走可持续 

发展道路的意识在材料科学与现代工程技术的具体 

体现和实践l2J。为使学生掌握材料与环境之间关系， 

我们开设 “环境功能材料”选修课，使学生了解环 

境材料在环境污染净化、环境修复及材料替代等方 

面解决目前环境问题的作用，并对课程的教学体系、 

实践内容及讲授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与探讨，总 

结出适合该课程特点的教学方法，以促进学生知识、 

能力、素质的协调发展。 

一

、 环境功能材料课程特点和开设的必要性 

环境材料是上世纪 9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一个 

新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的研究方向【3】。它不仅包括 

直接具有净化环境、修复等功能的高新技术材料的 

开发，也包括对现用的传统材料及其产品的改造和 

替换。环境材料是继人类历史上天然材料、金属材 

料、合成材料、复合材料、智能材料之后的又一新 

型材料，环境功能材料科学是一门涉及材料科学、 

环境科学、化学工程学及管理学等诸多领域的交叉 

学科。环境功能材料是指具有特定功能，在环境中 

使用的、与解决环境问题相关的材料。结合环境学 

和材料科学两大学科而开创的环境功能材料，其特 

征是节约资源和能源，可重复利用，具有 良好化学 

稳定性和生物安全性，既能减少环境污染，解决能 

源危机，又具有材料的先进性和使人类生活环境更 

加美好、舒适的功能。 

环境功能材料课程的开设旨在使学生以客观的 

视角来观察和了解材料在研究、开发与应用等方面 

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更新材料研制的传统思维 

模式：f1)改变片面要求材料高性能。在满足对产品 

性能要求的基础上，应尽可能考虑资源和能源的节 

约，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做到材料的资源化利用[4】． 

(2)改变只管生产，不顾产品的回收与利用。在材料 

整个生命周期中，要把材料与环境的协调性作为对 

材料要求的重要评价指标；(3)树立长远发展的意识。 

环境材料科学的发展应贯穿于材料循环使用的整个 

过程，要把材料科学与产业的具体发展 目标，同可 

持续发展的大目标结合起来，不仅要讲经济效益， 

还要讲社会效益。 

环境功能材料课程的开设，可使学生能够把环 

境意识应用于日后的科研、生产和工作中，使产品 

的生产工艺流程的设计更为合理、更趋环保，把环 

境保护逐步提升到与产品生产工艺要求同等重要的 

地位 。 

二、环境功能材料课程的教学目的和思路 

该课程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多学科交叉，主要揭 

示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间的相互作用规律，课程设 

置体现 “厚基础、宽专业”的原则，淡化专业，增 

强学生的资源忧患意识和环境保护意识，为建设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做出努力，并将环保教 

育上升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治本的层面来。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以使学生理解环境功能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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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基本内涵。通过学习环境功能材料设计基础、 

电催化电极材料、光催化材料、湿式催化氧化材料 

及电磁污染控制材料等的内容，掌握材料与环境相 

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基本知识；从环保、节能、成 

本、综合利用和解决资源问题的角度，结合环境功 

能材料的结构、性能、加工和使用，掌握环境工程 

领域中的一些环境净化材料、环境修复材料、环境 

替代材料的设计、制备、性能与应用等，[5]并了解 

环境材料方面的一些热点问题，研究现状以及研制 

和开发环境协调材料的基本方法和设计原则。 

三、环境功能材料课程教学法的探索与实践 

环境功能材料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都较强的 

应用学科，这决定着在教学过程中要理论与实践并 

重，既注重专业基础理论的学习，又注重工程实践 

能力的培养。 

(一)精讲多练，培养能力 

精讲就是要求老师在讲授过程中不必面面俱 

到，但精讲不是单纯地少讲，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 

“讲活概念、讲透重点和讲清难点”上来。在教学 

过程中，教师应基于教材而又不限于教材，在深入 

钻研教材基础上确定授课内容，重新书写讲稿，用 

简练、准确、通俗的语言把讲授内容表达出来，使 

学生一听就懂。在讲授过程中老师要采取循序渐进 

的方法，不断揭示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授 

课过程中，应及时提示学生那些与后继课程有密切 

联系的内容或与科研有关的问题，从而激发同学对 

后继课程的兴趣和对科研的向往，更加刻苦钻研课 

程的内容。 

(二)案例分析教学法 

案例分析教学法是一种把现成的个案资料运用 

于教学过程，让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探讨并解决 

具体问题的一种教学方法。只有解决了问题，学生 

才真正学到知识，才能体会到学习的乐趣。比如通 

过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个案，和学生 
一

起分析探讨解决的办法，使学生深刻认识到社会 

需要的是现代工程师，不是单纯的专业行家，在工 

作中既要考虑技术的先进性，又要顾及经济成本核 

算、社会文化的接受程度、以及与环境的相容性等 

因素，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 

新精神。此外，教师对讨论的案例的分析应认真做 

好总结，指出讨论中所运用到的方法、基础和理论， 

与其它方法相比的优缺点以及本次讨论的不足和成 

功之处。对学生提出的有一定创新的方案要予以鼓 

励，这样可以提高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也为日后学生走向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引入材料发展新信息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型环境功能材料 

也在不断出现。在课堂教学中，有 目的地引入当今 

国内外环境功能材料研究中的一些最新的研究成 

果，如绪论中提到一些材料发展的趋势，当讲到相 

应章节时可结合该材料的研究现状再进行一些具体 

的扩展说明。教师还可将本人或教研室其他教师所 

搞的与授课内容有关的科研简要介绍给学生。这样 

不仅可加强学生对课本知识的理解，丰富课堂内容， 

而且提高了授课内容的知识含量，使他们开阔眼界， 

增长知识，同时也增强了课堂教学的说服力。这对 

增强学生对该课程的学习兴趣，保证教学质量以及 

学生创新意识的提高都很有意义。 

但有一点需要强调，老师不应将课堂教学变为 

科研专题讲座，要紧紧围绕所授课程的主要内容， 

把前沿的东西适当揉进去，让学生从课本中系统的 

学习环境功能材料在净化、修复环境的机理，总结 

出带规律性的东西，同时也体味到，社会在进步， 

科技在发展，需要很多人的不断探索和研究，作为 

新一代大学生要有坚实的基础和勇于创新的意识， 

才能紧紧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四、结语 

环境功能材料是一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多学科交叉、综合发展的新学科，该课程在内容体 

系构建及教学过程中，应注重材料与环境的相容性、 

协调性的意识，树立 “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 

体的现代教学观念，既注重专业基础教育，又注重 

实际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 

面向现代工程的复合型技术人才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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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个系统工程。 

其次，健全普通高校国防教育组织机构。具体 

说来就是没有设立军事教研室的院校要抓紧增设， 

已经建立军事教研室的院校要将该教研室置于院校 

领导的直接领导下，从过去的单一行政机构变为集 

教学与科研双重任务的国防教育基层单位。不应再 

继续出现院校因组织建制调整而对军事教研室合 

并、拆分或裁减等等，要突出强调军事教研室的学 

科教学特性。 

再次，深化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内容。与俄罗斯 

在国防教育中突出军事爱国主义教育的模式相比， 

我国普通高校国防教育必须深化教育内容，强化三 

种国家意识，即国家主权意识、国家利益意识和国 

家安全意识。普通高校国防教育作为国家国防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突出强调三种国家意识，才 

能切实增强当代大学生的国防观念，提升他们的国 

防素养。 

最后，完善普通高校国防教育人才培养制度。 
一

方面是要将普通高校培养预备役军官与军队人才 

培养体系相衔接，加强普通高校为军队培养合格后 

备人才的功能。另一方面是将军队依托普通高校培 

养高素质人才的做法常态化，正真 “走出一条中国 

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 

总之，普通高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重 

要阵地，涉关国防建设与安全。我们必须主动借鉴 

其他国家国防教育的先进经验，从而推动我国普通 

高校国防教育建设，为实现军队与国防现代化建设 

目标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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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ussia has achieved some success in the legal guarantee，institutional settings，educational content and 

form，and personnel training．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S to learn from Russia’S experience to promote our 

National defence consciousness an d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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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solving the current environmental issues．environm ental function material plays the indispensable 

roles．The environmenta1 consciousness of materials science was introduced by environm ent function material。 

which iS to keep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world’S economy,embody and practice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discipline．Combining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eaching practice of Environment Function Material Course，the necessity of the curriculum，the teaching 

objective，teaching means，teaching method and SO on were preliminarily explored and practiced to promote the 

students’knowledge level，comprehensive ability,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students’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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