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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本科院校环境工程专业
产学研结合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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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　 435000;2. 湖北理工学院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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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工程教育认证标准,结合湖北师范大学环境工程专业的特点,提出“高校-企业或政府部

门-项目”三位一体的产学研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 从教学体系、基地建设、教师队伍、教学管理和教学

评价等五个方面探讨具体的改革措施,以提高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为地方高

校环境工程专业以及其他工程类专业改革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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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社会急需环境工程专业人才,目前环境工

程专业从一个冷门专业逐渐受到大家的广泛关注。 培养满足环保行业实际需求的工程创新型人才

是环境工程专业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关键,而实践教学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有效桥梁[1-2] 。

湖北师范大学环境工程专业 20 年来经过不断发展,在实践教学方面已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整

的体系,形成了一批较为稳定的实习基地。 为响应国家地方高校转型发展战略的需求,推进产教融

合,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在当前工程教育认证的背景下,必须进一步强化实践环节的教学设计

及过程优化,着力培养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3-4] 。 本文对照工程教育认证

标准要求,围绕湖北师范大学环境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对工科应用型人才培养中的重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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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即产学研结合实践平台构建和工程能力培养实践教学改革进行探索,以完善校企、校地合作的

协同育人机制,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着力提高学生就业创业能力。 同时推动环境工程专业

与地方经济建设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对接,加快培养适应和支撑湖北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5-6] 。

一、应用型环境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一)构建“3+1”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模式

以人才市场的需求为导向,以“创新型、应用型环境工程学科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为培养目

标,重新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优化课程结构体系,以“3 年完成专业理论课程的学习,1 年进行生产实

习和毕业实习”为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培养计划,要求学生按学习阶段、分年级循序渐进地在校内

教师和企业兼职教师的指导下,进行一定的专业基本实践培训,培养和锻炼学生初步的工程实践能

力。 而后进驻实习实训基地,按不同专业技能系统地进行实践培训,在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的指导

下,进行累计一年的实习实训基地现场学习培训,使学生接受环保工程师专业基本技能的指导训

练。 旨在使学生掌握环境工程专业设计、施工、组织管理的基本技能,了解环保治理设施、设备的运

行管理知识,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实现学生毕业就业零过渡。

(二)构建三位一体的产学研协同实践教学模式

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状况,结合学校办学条件和专业具体实际,积极探索“高校-企业或政府部门

-项目”三位一体的产学研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图 1)。 该模式有利于实现实践能力提升序列化、

实践教学平台多元化、实践教学资源整合高效化和实践教学管理规范化的实践教学改革目标,有利

于全面提升学生的职业服务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 同时进一步探索以企业为核心,与企业建立联

合研发中心或工程技术中心或工程实验室,既为教师提供研发平台,又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和自我

研发能力。 一是通过实施省“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探索全程式本科生导师制。 大一第二学期

开始实行“学生选导师、导师选学生”双向选择,导师全程指导所带学生的专业实习(生产实习)、复

习考研、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以及升学就业等,充分发挥导师的指导作用,发掘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潜力。 二是利用项目合作中的企业或政府部门资源,通过建设实习基地、导师带学生参与合作

项目等方式,为实践教学提供丰富的案例与有效的平台,全面提升学生的职业服务能力和科研创新

能力。 如湖北省环境土壤样品制备与流转(黄石)中心为学生课外实践提供很好的实践平台。 “十

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环保产业调查等横向课题成为专业综合实习及相关课程设计的重要支

撑。 三是注重本科教学与科学研究的结合,强化科研促进教学的功能,引导教师将科研成果向教学

内容转化,积极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与能力,让学生在参与科研项目中巩固所学知识,切实提高教

学效果。 学院大学生创新项目大多是由导师的科研课题衍化而来,近三年本科生校级科研立项成

果 15 项,每年约有 40%左右的毕业论文(设计)选题来自导师的科研课题。 在构建实践教学体系

时,注重实践教学内容与理论教学内容之间的衔接和内在联系,尽量做到并行或结合进行,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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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同步性。

图 1　 产学研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

(三)完善多层次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

从实验教学、实习实训、社会实践、毕业综合训练等多方面入手,构建比较完善的环境工程专业

实践教学体系,形成“社会实践—课程实验—课程设计—专业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
创新实践”有机结合的多层次立体化实践教学体系(图 2)。

图 2　 环境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1)社会实践。 安排学生假期到基地企业所在地进行社会调查或社会实践活动,了解当地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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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人情、历史文化、企业文化及企业成长历程,完成社会调查报告。

(2)课程实验。 主要在专业必修课中开设,实验类型以设计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和研究创新性

实验为主。

(3)课程设计。 专业核心课安排课程设计,要求学生以文字、表格及图纸等形式将污染处理设

施设计表达出来,培养学生独立的工作能力以及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专业实习。 主要包括金工实习、课程见习、专业见习和生产实习。 金工实习安排学生到基

地企业的维修车间由工厂的技师授课,了解机械加工流程和方法;课程见习和专业见习安排学生到

各基地企业见习参观一周,了解典型环保工艺以及所用到的典型设备;生产实习要求学生在生产一

线和当班工人一样执行同样的作息安排,通过对实习单位的废水、废气、废渣及噪声等污染物来源、

处理工艺、处理设备和控制技术等方面的了解,获得环境保护的基本知识。

(5)毕业实习。 在大学的最后一学期,尽可能安排学生到企业进行顶岗实习,毕业后经考核合

格可直接留在企业工作。 将所学理论知识与实践融合,对学生未来职业生涯将起到关键的作用。

(6)毕业论文(设计)。 毕业论文强调选题的前沿性和探索性,毕业设计实行“真题真做”,将毕业

设计整个过程变成与企业、市场磨合与接轨的实践过程,由企业工程师和学校教师共同指导完成。

(7)创新实践。 包括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各种科技竞赛、科学研究项目和科技活动等。

二、环境工程专业产学研结合实践平台建设

针对环境工程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和弊端,以深化产学合作和构建校外实践平台

为抓手,尝试改革部分实践教学方法,强化过程控制和考核评价,构建“实验室+实习基地+野外实

习”的三元实践教学平台,以提升实践教学效果。

(一)产学研结合实践教育基地

1. 校内实践基地

依托国家环境保护工业污染地及地下水修复工程技术中心(黄石基地)、湖北省环境土壤样品

制备与流转(黄石)中心、黄石市土壤污染防治技术中心、湖北省清洁生产中心、水生态修复实验室,

将教学型实验室与科研型实验室对学生全面开放,共同承担本专业基础实验和创新型实验。 此外,

学校建有校内实验室废水处理站,学生在导师指导下自主进行废水处理站的运行、管理和维护,学

校负责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

2. 校外实践基地

学校通过多种途径与企业合作,完善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按照针对性、典型性、先进性、便捷

性、合作性和安全性有机结合的原则,经过 20 年的建设,共建设校外 10 个稳定的实习基地,包括大

冶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黄石市环境保护局、黄石环境监测站、黄石市环投污水处理有限责

任公司等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等。 此外,还建设了宜昌环境生态工程野外实习基地。

(二)创新实践平台建设

1. 以省级“实习实训基地”为基础,加强基地内涵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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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习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实习教师队伍建设、实习学生考核评价、实习学生人身安全和劳

动保护等方面,加强实习单位的内涵建设。 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加强“湖北师范大学—大冶有色金

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省级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

2. 以清洁生产咨询服务机构为平台,全面深化校企合作

充分利用湖北省重点企业强制性清洁生产咨询服务机构平台,积极承接黄石、鄂东南地区乃至

全省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咨询服务项目。 与这些企业全面合作,既帮助企业从生产源头和全过

程控制污染,又锻炼了教师队伍,同时学生也参与进来锻炼实践能力,做到科研促进教学。

三、环境工程专业实践教学管理与评价

(一)实践教育基地组织管理

建立行业企业参与的治理结构,扩大环境工程专业的自主权。 建立用人单位技术骨干和管理

专家、专任教师和学院共同组成的环境工程专业理事会、环境工程专业指导委员会,各方共同参与

管理,逐步建立应用技术特色鲜明的环境工程专业现代管理模式。

(1)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用人单位专家最了解应用技术型人才需要学习哪些实际应用知

识,专任教师最了解应用技术型人才需要学习哪些基础理论知识,制定人才培养方案需要充分听取

他们的意见、建议,做到本科学历教育与职业技能培养相结合、全面素质教育与特长发展相结合、理

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2)共同建设实践教学基地。 用人单位专家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最擅长将理论和实践相结

合,由这些应用技术型专家参与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将会充分发挥实践教学基地的作用,极大地提

高学生的应用技术能力。

(3)共同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 定期将中青年教师、新引进的博士派往企业、设计 / 研究院所

访学研修,参加企业生产实践锻炼,提高教师工程实践能力。 此外,从相关单位引进学历高、工程经

验丰富的技术专家,优化教师结构,提升“双师型”师资比。

(4)共同统筹建设经费。 用人单位专家长期工作在生产一线,最懂得哪里需要使用经费。 有他

们的参与和监督,能更科学合理地用好经费。

(二)实践教学评价

严格实行实习考核评价制度,校企双方共同参与评价标准的规定、评价过程的实施和实习成绩

的考核。 同时重视实习前的教育和学习,加强组织与管理,及时收集企业、学生、教师的反馈信息,

不断总结经验,形成持续改进的实习教学管理机制。

(1)建立标准化评价指标体系。 在计划阶段就制定实习考核评价方案和细则,依据岗位性质确

定评价指标,并进行量化,统一标准,以求评价的科学性、公正性和可操作性。

(2)校企共同参与考核评价。 实习考核评价,采用学院评价和企业评价相结合的方法,针对各

考核内容和主要考核点,明确学院和企业的职责和评价比例。 企业将学习的学生视为正式员工,采

用同一标准,严格管理,统一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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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阶段进行考核。 将过程考核与过程管理紧密结合。 顶岗实习成绩总分为 100 分,其中:

校内专业指导教师评定成绩占 30%,企业兼职指导教师评定成绩占 70%,总分及格(60 分)以上方

可获得相应学分。 实习成绩由校内指导教师与企业兼职指导教师参照标准评定。 实习总成绩不及

格者,不能取得毕业资格,应参加下一届学生的顶岗实习。

(4)审核实习总结。 要求学生在实习总结上认真填写在实习期间的工作情况,包括岗位基本情

况、考勤、工作周记、业务报告、成果记录等各方面内容,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指导教师及企业对记

录内容进行审核,按标准进行评分。

(5)实施顶岗实习工作经历证书颁发制度。 由校企双方共同对符合条件的学生颁发实习工作

经历证书,以此为手段进一步提高学生参与实习的积极性,增强评价过程的严肃性和评价结果的权

威性。

四、结语

在工程教育认证背景下,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应用型高素质人才是地方高校的主要任务。 通

过“高校—企业或政府部门—项目”三位一体的产学研结合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践,湖北师范

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取得了一系列省级平台的认可。 2014 年,环境工程专业被列入省高等学校战略

性新兴(支柱)产业人才培养计划,同年获批“清洁生产中心”省重点企业强制性清洁生产咨询服务

机构;2015 年,获批“湖北师范大学—大冶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省级实习实训基地,同年列

入省普通本科高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2017 年,获批省普通本科高校“荆楚卓越人才”协同

育人计划项目;2019 年,获批省“双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和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这些平台

的获批与建设,改善了实验教学条件,深化了校企合作,改革了实践教学环节,强化了过程管理,加

强了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达到培养应用型人才基本技能的要求,实现地方高校毕业生与社会

需求的无缝对接,使学校环境工程专业发展成为办学力量较强、社会影响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特色

较鲜明的一个专业。

参考文献:

[1]严素定,
 

王代芝,
 

唐大平.
 

基于高师环境工程专业“三大实习”工作的经验和建议[J] .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

版),
 

2012,
 

32(2):
 

102-104.

[2]
 

王家宏,
 

丁绍兰,
 

王先宝,
 

等.
 

环境工程专业“五位一体”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J] .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2019(3):
 

49-51.

[3]
 

张铁坚,
 

张立勇,
 

郭华,
 

等.
 

地方高校土建类专业“12345”企业实习教学体系探索———以河北农业大学给排水科学

与工程专业为例[J] .
 

高等建筑教育,
 

2020,
 

29(3):
 

168-174.

[4]
 

刘斌,
 

邓呈逊,
 

陈俊,
 

等.
 

应用型环境工程本科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及实践———以合肥学院为例[ J] .
 

教育现代

化,
 

2019,
 

6(25):
 

91-93.

[5]
 

杨黎黎,
 

邬华宇.
 

践行实作
 

突破传统———探索高校实践教学模式改革[J] .
 

高等建筑教育,
 

2020,
 

29(3):
 

152-158.

[6]周本军,崔康平. 基于工程教育认证的环境工程专业实验教学探索[J] . 高校实验室工作研究. 2018(2):8-10.

641



马　 啸,等　 地方本科院校环境工程专业产学研结合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Construction
 

of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for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specialty
 

in
 

local
 

universities
  

MA
 

Xiao1a,
 

WANG
 

Hukun1a,
 

ZHOU
 

Xiangjun1a,
 

YU
 

Songlin1b,
 

LI
 

Lu2

(1a.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b.
 

School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Hu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ngshi
 

435000,
 

Hubei,
 

P.
 

R.
 

China;
 

2.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Hube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uangshi
 

435003,
 

Hubei,
 

P.
 

R.
 

China)

Abstract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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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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