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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监测课程“四位一体”教学体系的建设与实践 

 

东北石油大学    崔宝臣  王 鉴 荆国林  刘淑芝 

 

  

 

环境监测是环境工程专业本科生必修的一门综合性很强的专业技术基础课。如何通过本课程的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

极性，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是本课程教学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环境监测教学分为理论知识教学、实

验教学、实践教学、环境监测实习实训，在教学实践中经过不断地探索、改革和创新，把这几部分教学内容融为一体，基本形成了

理论—实验—实践—实习实训稳定的“四位一体”教学体系。 

一、环境监测理论教学 

环境监测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帮助学生理解环境监测科学基本理论，了解环境监测技术发展的现状及趋势，掌握环境质量指标监

测的方法原理及测定技术。由于环境监测理论课程内容较多，课时有限，在课堂上不可能逐一讲述，在教学中应突出重点，讲授绪

论、水质监测、大气监测、噪声监测、固体废弃物监测、环境监测质量保证。详细讲授监测方案设计、布点采样、样品前处理及具

体物理化学指标的监测。在讲授过程中，突出监测技术的核心——各种检测方法，包括分光光度法、容量法、原子吸收法、离子色

谱法、气相色谱法等，这些检测方法是环境监测课程另一条主线。多角度构建环境监测课程内容体系，使学生明确整门课程的学习

目标和技能构成，打下坚实、系统的环境监测理论基础。 

二、实验教学 

在实验教学过程中，重点强调基础实验。基础实验由经典的实验项目组成，是验证性实验，与各理论教学同步，是对单个知识

点的巩固和掌握，这是教学培养计划的基本要求，主要目的是为验证和强化理论知识，锻炼学生的基本操作技能。基础性实验是一

切创造力和创新能力的源泉和根基。 

 

此阶段是环境监测教学体系的主体，是完成目标污染物监测的重要阶段，实验步骤按照教材或者国家标准方法进行。教学内容

主要包括如水的色度、废水悬浮固体和浊度、水中氨氮、水中六价铬、头发中锌含量、水中挥发酚、COD、大气中NOx 、SO２、噪

声监测等10个基本监测实验。采用传统的实验教学方法，由教师讲授实验目的、原理、操作要点和注意事项，然后学生开始实验。

实验过程严格要求学生的基本实验技能，包括样品的前处理，切实掌握分光光度计、原子吸收等常见基本仪器的使用与数据处理技

能。 

三、监测实践 

在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阶段后，安排一周的监测实践教学，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学生自由选择监测题目或由教师给定诸如



“校园环境空气质量现状及评价”、“校园声环境质量评价”、“校园景观水质分析”等综合性题目，然后由学生拟定监测方案，

在方案得到指导教师认可之后方可进行实验。整个监测实践过程，从现场调查、监测计划、优化布点、样品采集、预处理、监测方

法与试剂选择、分析测试，到数据处理和综合评价等都由学生动手完成，教师只起到启发引导、答疑、技术指导作用。学生在做完

监测实践后，将监测数据结果整理好，需要撰写监测报告，并请主要负责人用 PPT 做报告，介绍监测方案、遇到的问题、解决的

办法、主要经验等。通过监测实践教学，学生可以独立思考，对在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阶段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和监测方法进行实践

运用。监测实践教学可以全方位训练学生的监测技能，大大提高学生的环境监测思维能力，学生基本可以独立完成一个目标任务的

监测工作。 

四、实习实训 

实习实训是环境监测教学工作一个重要的环节，通过实习实训可提高学生从事环境监测工作的水平和实际能力。根据实际情

况，带领学生深入到生产第一线，到市环境监测站、污水处理厂等实习基地，采取参观、顶岗见习等多种方式进行实习实训，检验

自己所学专业知识的用途，了解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体验所学知识的局限性和实际工作所需知识的多样性，培

养学生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同时，将“环境监测”与“水污染控制工程”、“大气污染控制工程”、“环境评价”等

课程有机地结合到一起。此外，在毕业论文工作中，强调学生结合毕业论文的具体内容，进一步强化对污染治理和生产工艺的监测

内容。总之，采取多种形式，将环境监测实习实训渗透到整个专业课程建设的各个环节，通过多种行之有效的实习实训方式，使学

生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 

五、结语 

首先强化环境监测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系统理论；其次通过基础性实验巩固理论知识，锻炼学生的监测基本技能；再由监测

实践培养学生独立从事环境监测的能力；最后在实习实训阶段进行检验和全方位提升。“四位一体”的环境监测教学体系的实践，

显著提高了教学效果，增强了学生的综合操作技能和独立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独立承担环境监测任

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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