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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  院   系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课   程  名   称              环境监测               

课   程  类   型   □公共基础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课 □其他   

所属一级学科名称                 工学                

所属二级学科名称             环境与安全类             

课 程  负  责 人                牛显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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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教务处制 

二○一四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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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要 求 

 

一、 以 word文档格式如实填写各项。 

二、 表格文本中外文名词第一次出现时，要写清全称和缩写，

再次出现时可以使用缩写。 

三、 有可能涉密和不宜大范围公开的内容不可作为申报内容

填写。 

四、 课程团队的每个成员都须在“2．课程团队”表格中签

字。 

五、 “8．承诺与责任”需要课程负责人本人签字，课程建

设院系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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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负责人情况 

基  

本  

情  

况 

原课程负责人 牛显春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65.5 

最终学历 大学本科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学    位 工程硕士 行政职务 副院长 

现课程负责人 牛显春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65.5 

最终学历 大学本科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学    位 工程硕士 行政职务 副院长 

所在院系 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 

所属教学团队 环境工程 

研究方向 环境监测、水污染控制工程 

负责人更换原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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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情  

况 

现课程负责人近三年讲授本课程情况；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含课程名称、课程类别、

周学时；学生届数及学生总人数）（不超过五门）；承担的实践性教学任务（含实验、实习、

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学生总人数）；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

（不超过五项）；作为第一署名人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目、

刊物名称、时间）（不超过五项）；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五项）；主编的省部级及以

上规划教材、获奖教材（不超过五项）： 

1、理论教学 

本科课程名称         课程类别    周时数  届数   学生总人数 

环境监测             专业基础课    4       5        407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专业课        4       5        407 

环境影响评价         专业课        4       4        329 

环境保护概论         公共课        2       3        1320 

2、实践教学 

环境监测实验         实践教学      20      5        407 

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实验 实践教学      20      3        407 

认识实习             实践教学      20      5        407 

生产实习             实践教学      20      5        407 

学科前沿讲座         实践教学      4       5        407 

毕业设计（论文）     实践教学      5       5        50 

3、教研改革项目 

1）主持《环境监测》校级精品建设课程 2010.5 

2）主持 环境工程专业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省级质量工程项目 2014.5 

3）主持 基于石化特色“三位一体”环境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教

学体系研究与探索  省级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项目 2014.5 

4）主持 在 CDIO 工程教育模式下，探索具有石化特色的环境监测课程开放性实

验教学研究，校级教改项目，2010.11 

5）主持 基于“三位一体”培养模式的环境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设计和平台建设，

主持，校级教改重点项目，2013.5 

6）指导教师 改性甘蔗渣对废水中铬吸附处理技术研究，大学生创新实验等质量

工程建设项目 2011.12 

7）参与 环境工程专业教学团队，省级质量工程项目，2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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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情  

况 

4、教研论文 

1）牛显春等，卓越工程师培养下的环境监测实践教学研究，2011，广东化工。 

2）牛显春等，基于“三位一体”培养模式的环境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设计和平台

建设，2014，广东化工。 

3）牛显春等，大工程观指导下的环境监测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2010，广州化工 

4）牛显春等，具有石化特色的大气污染控制工程教学改革研究，2010，广东化工。 

5）牛显春等，卓越工程师培养下的环境监测实践教学研究，2011，广东化工。 

5、教学表彰/奖励 

1）主持《创新专业实践教学模式，培养绿色应用人才》，2013年，校级教学成果

二等奖。 

2）《环境工程特色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2013 年第三届校级

教学成果二等奖。 

3）指导学生参加“瑞派杯”第五届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大赛获铜奖，2011年。 

4）校级争先创优优秀共产党员，2010～2012年。 

5）校级先进班主任 ，2013年。 

6）校级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个人，2012年。 

7）校级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个人，2013年。 

8）校级最受同学欢迎的老师，2010年。 

9）校级第二届教育技术应用大赛，一等奖，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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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术
研
究 

现课程负责人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本人所起 
作用）（不超过五项）；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含题目、刊物名 
称、署名次序与时间）（不超过五项）；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含奖项名称、授 
予单位、署名次序、时间）（不超过五项）： 

1、学术研究课题 

1）主持《利用农业废弃物去除制革废水中重金属铬的关键技术研究》，省科技计

划项目，2012-2015年。 

2）主持《高纯度纳米聚合氯化铝工业技术开发及应用》，省科技计划项目，

2011-2014年。 

3）主持《高州水库大气氮磷沉降监测与研究》环保部华南所，2010-2012年。 

4）第二完成人《油页岩灰渣制备超细白炭黑和纳米聚合氯化铝的关键技术研究》

省科技计划项目,2012-2015年。 

5）第二完成人《制革废水中重金属吸附新技术开发研究》横向课题，2013-2014

年。 

6）第二完成人《茂名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环境应急预案》横向课题，

2013-2014年。 

2、学术论文 

1）纳米 La3+/ TiO2 薄膜制备及处理含碱炼油废水，水处理技术，核心期刊，第

一，2010年。 

2）镱掺杂 TiO_2光催化剂的制备工艺研究，化学工程师，核心期刊，第一，2014

年 

3）镱镧共掺杂二氧化钛光催化降解染料废水，应用化工，核心期刊，第二，2013。 

4）油页岩灰渣的来源及综合利用技术，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学报，第二，2013年。 

5）缓蚀剂钼酸盐插层水滑石对 Cl-吸附行为的研究，表面技术，核心期刊，第二，

2012年。 

6）(英文) 以对苯二甲酸、三乙烯二胺构筑的二维层状结构的镉配位聚合物的晶

体结构和荧光性质，无机化学学报，SCI，第二，2012年。 

7）A New 1D Zinc Coordination Polymer Constructed by 1-Naphthylacetate and 

4,4'-bpy:Synthesis,Structure and Luminescent Property，结构化学，SCI，第二，2012

年。 

8）W-HMS 催化剂的制备及其在戊二醛合成中的应用研究，化学与生物工程，核

心期刊，第二，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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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术  

研  

究 

9）WO_3/HMS 催化剂多相催化氧化环戊烯合成戊二醛，化学工程，核心期刊，

第二，2010 年。 

10）WO_3/HMS 分子筛的合成及其催化性能，安徽大学自然科学版，核心期刊，

第二，2010 年 

11）环戊烯合成戊二醛新型催化剂 W-HMS 的制备研究，石油炼制与化工，核心

期刊，第二，2010 年。 

12）W-HMS 催化环戊烯氧化合成戊二醛的工艺研究，天然气化工，核心期刊，

第二，2010 年。 

3、学术奖励 

1）地沟油清洁制备生物柴油的工艺开发，茂名市政府科技进步三等奖，第四，2011

年。 
2）一种改性甘蔗渣重金属吸附剂的制备方法，国家专利局，国家发明专利，2012

年授权。授权发明专利:ZL201110168764.8 

3）一种用油页岩灰渣酸法制备聚合氯化铝和高纯纳米级白炭黑的方法，国家专利

局，国家发明专利，2013年受理。授理发明专利申请号201310516026.7 

4）一种油页岩灰渣酸法制备纳米白炭黑和聚合氯化铝的方法，国家发明专利，2013

年受理。授理发明专利申请号2013105116026.7 

5）一种油页岩灰渣碱法制备纳米白炭黑和聚合氯化铝的方法，国家发明专利，2013

年受理。授理发明专利申请号201310515609.8 

6）2011 届校级本科优秀论文，指导教师，2011 年。 

 

 

 

 

 

 

 

2．课程团队 

课
程
团构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专业技

术职务 
学科专业 学历 

在本课程中 
承担的工作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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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宁宇 女 1980.02 
讲师 

环境工程 在读博士 理论和实践

教学研究 
 

贾昌梅 女 1963.07 
工程师 

环境工程 本科 理论和实践

教学研究 
 

陈梅芹 女 1979.07 
讲师 

环境工程 在读博士 理论和实践

教学研究 
 

毛玉凤 女 1987.02. 
助教 

环境工程 硕士 理论和实践

教学研究 
 

谢文玉 女 1970.01 
教授 

环境工程 博士 理论和实践

教学研究 
 

 8 



课程 

团队 

整体 

素质 

及青 

年教 

师培 

养 

课程团队（含优秀的教育技术骨干和行业背景专家）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师资

配置情况、近五年培养青年教师的措施与成效： 

《环境监测》建学团队主要承担环境工程专业的环境监测理论课程及教学实

验、认识实习、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等实践教学环节。师资配备能够满足理论和实

践教学要求，目前课程教学团队共 5人。 

1、知识构成：5名任课教师中，4人拥有硕士学位，2人正在攻读博士学位。

具有较高的学历，具有较好的专业理论知识，受过较好的工程技能训练和实践能力

培养。课程组教师全部承担过 2门以上的专业课程，能熟练的运用计算机和外语辅

助教学工作。 

2、职称结构：职称结构合理。教授 2人，讲师 3人，助教 1人。正高职以上

职称占 33%，讲师占 50%、助教占 17%。 

3、年龄结构：本教学队伍年富力强，以中青年教师为主。期中 40～50 岁 3

人，30～35岁 2人，30岁以下 1人。 

4、学缘结构：5 位教师分别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成都理工大学、广东工业

大学、黑龙江大学、南昌航空工业学院。学源关系较广，专业知识结构来自国内或

省内重点大学的环境工程及相关专业，有较好的理论和实践工程经验。 

近五年培养青年教师的措施与成效： 

环境学院（原化工学院）十分重视中青年教师的培养，制定了合理的教师培训

计划，采取十个阶段的培养模式对青年教师进行培养，具体做法是： 

①岗前培训阶段  参加广东省教育厅举办的岗前培训，学习“教育心理学”、

“高等教育学”、“教育法规”和“教师职业道德”等课程，结业考试合格后颁发

岗前培训结业证，为今后教学工作奠定基础。 

②导师指导阶段  学院为每个新上岗的青年教师安排一带一计划，配备有经

验的高职称教师对其教学工作进行指导，通过这些工作责任心强、教学经验丰富的

教师的传、帮、带，青年教师可早日熟悉业务，掌握教书育人的规律，提高教育教

学质量。 

③助课训练阶段  青年教师到岗后，需经历助课教师的训练，通过批改作业、

上习题课、答疑等教学环节，为独立承担课程的教学任务打下基础。 

④试讲考核阶段  所有新任课教师独立承担课程前，都必须经过试讲，由学

院教学团队资深教师和学校教学督导组专家联合组成的考核小组进行全面、严格的

考核，合格后才能进入课程的讲授阶段。 

⑤跟踪监控阶段  青年教师独立开课后，课程组、学校和环境学院（原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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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督导组采用不定期、随机抽查的形式，对教学质量进行监控，给予指导。 

⑥学生反馈阶段  学生中设有“信息员”，负责将教师的教学情况反应给学

院和教研室。对信息员的意见，学院高度重视并及时反馈和沟通。学生还可以通过

网络评教系统对任课教师的教学情况予以打分，教务处、学院对学生的反馈进行处

理，并对任课教师进行分类指导。 

⑦教学竞赛阶段  定期组织青年教师参加和观摩本科课堂教学竞赛，通过大

赛锻炼和提高自身的教学水平和能力，并通过相互观摩、互相探讨和交流教学心得，

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 

⑧进修提高阶段  有计划地选派教师到国内重点大学进修学习。一是支持涂

宁宇和陈梅芹老师到华南理工大学和广东工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牛显春老师到

华南理工大学做访问学者；二是积极创造一切条件，派教师参加国内外各种学术

会议及短期研讨班，使教师们走出校门与兄弟院校进行学术交流，开拓了眼界，

丰富专业知识。三是我们还利用一切机会向国内兄弟院校学习，到有关院校学习

和调研专业建设和《环境监测》课程建设情况。 

⑨实践锻炼阶段  《环境监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教师须经过工程

实践的锻炼才能胜任。课程组安排青年教师到环境工程专业实习基地的工程设计单

位学习，使其工程实践能力得到提高。 

⑩科研培养阶段  科研组吸收青年教师参加科研工作，培养青年教师科研能力

和协作团队精神。经过几年的实践，部分青年教师已经成为科研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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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改革 

与研 

究 

近五年来教学改革、教学研究成果及其解决的问题（不超过十项）： 

1、教研改革项目（详见附件二） 

1）牛显春，《环境监测》校级精品建设课程 2010-2012 年 

2）牛显春， 环境工程专业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省级质量工程项目 2014-2016

年. 

3）牛显春， 基于石化特色“三位一体”环境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

教学体系研究与探索  省级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项目 2014-2016 年。 

4）牛显春， 在 CDIO 工程教育模式下，探索具有石化特色的环境监测课程开放性

实验教学研究，校级教改项目，2010-2012 年。 

5）牛显春， 基于“三位一体”培养模式的环境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设计和平台建

设，主持，校级教改重点项目，2013-2015 年。 

6）谢文玉、牛显春， 环境工程专业教学团队，省级质量工程项目，2014-2016 年。 

7）陈梅芹，环境工程专业应用型工科生的生产实践教学模式改革研究，校级教研

课题，2011-2013 年。 

8）贾昌梅，环境工程专业系列课程综合性实验创新与研究，校级教研课题，

2013-2015 年。 

9）谢文玉，环境工程(广东省特色专业)，广东省教育厅教学质量工程项目，2011-2014

年。 

10）谢文玉，《水污染控制工程》(广东省精品课程)，广东省教育厅教学质量工程

项目，2011-2014 年 

11）谢文玉，环境工程校级特色专业建设，校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009-2012 年。 

12）谢文玉，环境工程专业教学团队，校级优秀教学团队建设，2013-2015 年。 

13）谢文玉，水污染控制工程实验教学模式及相关教材建设，校级实验课题研究重

点项目。2009-2011 年。 

14）谢文玉，《水污染控制工程》精品课程，校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2013-2015

年。 

15）指导教师 改性甘蔗渣对废水中铬吸附处理技术研究，大学生创新实验等质量

工程建设项目 2011.12 

2、教学改革成果（祥见附件一） 

1）牛显春等，卓越工程师培养下的环境监测实践教学研究，2011，《广东化工》。 

2）牛显春等，基于“三位一体”培养模式的环境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设计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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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2014，《广东化工》。 

3）牛显春等，大工程观指导下的环境监测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2010，《广州化工》。 

4）牛显春等，具有石化特色的大气污染控制工程教学改革研究，2010，《广东化工》。 

5）牛显春等，卓越工程师培养下的环境监测实践教学研究，2011，《广东化工》。 

6）贾昌梅等，环境工程专业实验教学学生自主实验创新研究，2014，《广州化工》  。 

7）贾昌梅等，谈石化院校环境类实验课教学改革的着力点，2013，《广州化工》。 

8）贾昌梅等，环境工程专业实验教学对学生考评方式的创新，2014，《广东化工》 。 

9）涂宁宇等，建筑物理实验教学的创新与实践，2011.广东化工。 

10）涂宁宇等，环境工程专业英语教学引入网络辅助学习的探讨，2013.广东化工。 

11）涂宁宇等，化工厂放空噪声对环境的影响分析，2010.中国电子商务。 

12）涂宁宇等，茂名市交通噪声对学校声环境质量的影响评价与分析，2010.科技

与生活。 

13）涂宁宇等，构建环境工程专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2014.广东化工。 

3、教学研究成果及其解决的问题 

充分利用近五年来教学改革、教学研究成果及时解决了教学工作中的突出问

题，取得了丰硕的教学改革成果和先进的教学经验。 

教研教改项目主要涉及环境工程特色专业建设、精品课程建设、人才培养模式

建设、课程群建设、课程体系建设、教学体系建设、实践基地建设、实验条件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等九个方面的建设与改革，这些教育教学研究项目的开展和成果的取

得为《环境监测》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及其教学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础。具体建设

和改革的内容是： 

1）特色专业建设 

近 5 年以来，结合学校 “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新的教育理念、以工为主的办

学特色大讨论和环境工程专业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的化学工程基础和污染控

制工程特色，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重新修订，强化了工程意识，以“厚基础、

宽专业、工程实践能力强”作为我校环境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在专业建设上，

2009 年，环境工程专业被遴选为校级特色专业建设；2011 年，环境工程专业被遴

选为省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2）精品课程建设 

在精品课程建设上，2010 年，《水污染控制工程》被遴选为校级精品课程；《环

境监测》被评为校级精品建设课程；2011 年，《水污染控制工程》被遴选为省级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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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课程建设；2013 年，《水污染控制工程》被遴选升级为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

设。 

3）培养模式建设 

自 2008 年起，不断修订和完善环境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强化实践技能和

工程能力的培养，构建体现“基础扎实、工程实践能力较强”的具有较高素质的三位

一体环境工程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培养模式特色。 

4）课程群建设 

环境工程专业开设了比较完善的化学化工类基础课程，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

成了三废（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污染控制特别是水污染控制和资源化为特色和

优势的主要办学方向。因此在构建环境工程专业课程新体系时，突出以水污染控制

技术为主要特色优势课程群的优化和构建，突出学生的水处理工程实践和工程设计

能力培养。该课程群包含水污染控制工程理论课、实验课和课程设计等核心课程，

以及与水污染和工程设计相关的环境工程设计基础、环境工程施工技术、测量学和

工程制图、给排水管网工程、环保设备设计与应用、科研及前沿讲座、认识实习、

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等相关课程。增加了环境工程设计基础、环境工程施工技术等

与设计相关的新课程，加大了工程制图、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习等工程设计和

实践与技能环节学分比例，构建具有鲜明的环境污染控制工程特色及较强的工程实

践能力的环境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特色。 

5）课程体系建设 

专业教育内容和知识结构体系由公共基础课（为通识教育课）、学科基础课、

工程基础与工程素质课和专业领域课 4 个模块构成。新增工程基础与工程素质课模

块，以更加凸现环境工程专业的工程教育理念和工程培养特色。 

专业实践能力培养体系由实验能力培养、工程实践能力培养和社会实践能力培

养三部分构成。通过实践能力培养体系的构建，加强学生实验操作技能、科学研究

能力、社会实践能力等培养。工程实践能力培养由实习和设计两部分组成，其中实

习分为认识实习、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三个环节。社会实践能力培养主要由社会实

践和素质拓展组成。其目的在于构建以“大工程观”教育理念为指导的全方位多渠

道的素质教育大平台。 

6）教学体系建设 

强调课程内容体系符合环境监测领域的技术发展趋势，课程内容应与教师科研

成果和地方经济发展特点紧密结合。在不增加学时和学生负担的前提下，适当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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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中科技成果的含量，将教师的科研实践应用于教学，并适当更新教学内容，

不断提高教学水平。 

7）实践基地建设 

环境工程专业注重校外实践基地建设，近三年建设校外实践基地 12 个，形成

能够覆盖专业培养方向、功能完备、运转稳定的实践基地体系，使实践基地能够

承担起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毕业生就业见习和社会实践不同阶段的

教学要求，并把实践基地建设为学生和青年教师提高科技创新和工程实践能力的

重要平台。 

8）实验条件建设 

在实验室建设上，充分利用中央与地方共建专项经费、广东省高校工程中心建设经

费和学校重点学科及专业建设经费，不断完善环境工程专业实验室建设，新建环境

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给水排水工程专业实验室、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分析测试中心、

广东省高校石油化工污染控制与清洁生产工程技术开发中心等相关实验室，实验室

总面积近 3000m2，仪器设备固定资产总值达 800 多万元。购置了 Z2000 原子吸收

光谱仪（日本日立公司）、Q2010Plus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日本岛津公司）、LC-20A

液相色谱仪（日本岛津公司）、Nicolet6700 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美国尼高力公

司）、岛津 TOC 总有机碳测定仪、岛津 UV-2550 紫外分光光度计、美国 HACH 水

质分析仪器、德国 WTW 公司 BOD 测定仪等先进仪器设备和多套水处理和回用工

艺流程实验中试装置。具有较完善的实验教学和研究条件，可有效地提高学生专业

技能和工程实践能力培养。 

在实验教学改革上，加强专业实验教学体系改革和建设，增加实验教学环节时

间和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加强学生实验技能和动手能力培养。如《水污染控制工

程实验》、《环境监测实验》教学改革等。 

9）师资队伍建设 

这是保障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得以实施的关键。我们采取外部引进和内部培养

政策，鼓励教师进修和攻读博士、硕士学位，积极参与国内各高校间的教学交流，

积极引进人才等措施促进教学队伍素质和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同时，与校督导组

保持定期联系，听取意见，保证教学效果。定期开展教学研讨活动和师德师风建设，

提高了教师的敬业精神。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修订教学大纲。所有教师均积极参

与环境工程专业的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设计（论文）指导。团队教师均主持

或主要参与各级各类科研项目，成为学科教学和科研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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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建设 

详细介绍课程持续建设和更新情况，以及转型升级为资源共享课情况： 

一、课程持续建设情况 

随着人类社会的前进，人类在开发改造环境，创造更加优美的环境的同时，影响破坏

了环境，这种破坏反过来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环境问题。当今环境问题的内容是

非常广泛和复杂的，但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化学污染。人类欲了解化学污染的概况，必须

对环境进行分析，这就诞生了环境分析化学。把环境分析所得的数据与环境相联系，就形

成了环境监测。环境监测是对影响环境质量诸因素中某些代表值进行长时间监视和测定的

全过程。该过程包括现场调查、监测计划设计、优化布点、样品采集、运送保存、分析测

试、数据处理、综合评价等。环境监测不仅包括大量化学污染物的测定，而且包括某些物

理因素造成环境污染的测定，如噪声、振动以及辐射等。《环境监测》课程是我校化工与

环境工程学院环境工程专业最主要的一门主干专业基础必修课程，该课程相应设有环境监

测实验课、认识实习、生产实习等实践教学环节。同时也是给水排水工程专业等相关专业

的主要课程。 

我校环境工程专业筹建于 1987 年的原中国石化总公司所属广东石油化工高等专科学

校，1988 年开始招收专科环境工程专业（1988 级为环境监测专业），是广东省较早设立环

境工程专业的学校。1993 年开始招收专科给水排水工程专业，1999 年开始招收专科环境

监测、环保设备专业。1998 年 1 月，学校由中国石化总公司所属划转为广东省所属。2000

年 3 月，由原广东石油化工高等专科学校和茂名教育学院合并组建，更名为茂名学院，为

广东省属本科院校。环境工程专业成为学校首批六个本科专业之一。2007 年开始招收本

科给水排水工程专业。目前环境工程专业已有 22 年的办学历史。2004 年通过了环境工程

专业本科学士学位授予权评估，2006 年通过了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环境工程专业

除培养本、专科学生之外，从 2005 年起与中国地质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南京信息工程

大学、江苏科技大学等开始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工作。目前环境工程学科是我校三大重点

学科之一，也是我校目前唯一省级扶持学科——化学工艺学科（2006 年由环境工程、化

学工程、工业催化和食品科学等 4 个校级学科整合而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于 2008 年

列入学校首批硕士点建设规划学科。2008 年获得中央与地方共建特色与优势学科实验室

——环境工程学科实验室。2008 年获批成立广东省高校石油化工污染控制与清洁生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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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技术开发中心，2013 年获批成立广东省石油化工资源清洁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我校环境工程专业自设立以来，一直将《环境监测》课程作为最重要的的一门专业基

础课。担任本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主要由环境工程校级学科研究方向科研团队教师组成，

课程组教师在认真完成教学工作的同时积极投身于科研工作，教学与科研工作相辅相成，

取得了较丰富的教学和科研成果。近 5 年，本课程教师以第一作者发表教研论文 22 篇（见

附件一），承担教学研究项目 16 项（见附件二），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37 篇（见

附件三），主持承担了省、市、校和大中型企业横向科技攻关项目 18 项（见附件四），获

得专利 10 项（见附件五），课程组教师先后荣获省市校科研教研奖励以及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教研室主任等学校 213 项奖励（见附件六）。同时，教学团队经常组织课程教学讨论，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与启发式教学，并采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授课，根据国内外本专业技术的

新进展，及时更新教学内容。由于课程教师均具有丰富的科研和实践经验，授课时内容丰

富、形象生动，并有严格的教学质量制度作保证。因此，本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学校专家

听课和学生评教反馈情况均为优良。 

二、课程持续更新情况： 

（1）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采取外部引进和内部培养的政策，继续培养和造就一支爱

岗敬业、高素质、高水平的、年龄结构、学历层次、知识结构更加合理的师资队伍，重点

培养中青年教师，通过开展教学研究和科学研究，提高教师的教育质量和综合素质，5 年

来主持人牛显春和骨干教师谢文玉晋升为环境工程教授职称。 

（2）深入开展课程建设。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设计能力、综合素质和工程实践能力为

主线，继续跟踪环境监测科研和教学新成果，将科学研究成果和学科前沿知识融入教学之

中，不断更新教学内容、优化教学体系、探讨与时俱进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进一步提

高教学质量。 

（3）加强理论教材建设。针对不同专业课程的不同需要，在选用国内外优秀教材的

同时，准备着手编写结合专业实际特点的物理化学理论教材。 

（4）加强教学资源建设。进一步优化网络课堂，注重新颖性和实效性，不断完善和

更新网络课程资源。本课程已完成部分教学录像等教学课件、习题、作业练习、动画、教

案等基本资源，完善试题库、专题讲座库、行业知识库、课外服务库、教学软件库等拓展

资源，开发在线测试、在线答疑、课程讨论、作业提交等交流互动系统，使用网络进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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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管理，便于学生自主探究式自学，强化信息反馈，充分发挥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强大

功能，建成真正的精品资源共享课程，让课程为社会服务，争取早日迈向省级精品资源共

享课程。 

（5）加强实验教学建设。①加强实验室建设和管理，增加实验室面积和仪器的台套

数，以满足学生扩招的需求，完善开放式实验教学的规章制度。②符合现代教育、素质教

育和创新教育要求，继续开发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的研究性实验；③构建环境监测仿

真实验系统。 

（6）课程网站建设。全面改版了原精品课程的模式，按照教学部精品资源共享课的

要求对课程网站进行重新建设，主要有课程介绍、教学队伍、基本资源、拓展资源、实验

教学、交流互动、下载中心、申报材料几大版块，重点建设基本资源、拓展资源、交流互

动部分，各部分内容见网站资源列表及教学录像列表。 

三、转型升级为资源共享课情况 

经过 20 多年的教学实践，《环境监测》课程的教学手段和方法不断改进，利用现代化

的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使本课程的信息量、教学效果和受益学生都在不断增加，

教学体系也随着环境学科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和完善。《环境监测》课程呈现了良好的发展

势头，2011 年被学校评为校级精品建设课程。2013 年该课程以良好的成绩顺利通过学校

组织的专家验收。 

精品资源共享课是“十二五”期间教育部根据精品课程的建设情况提出的新项目，精品

资源共享课是以高校教师和学生为服务主体，同时面向社会学习者的基础课和专业课等各

类网络共享课程。根据《教育部关于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教高〔2011〕8

号）》，精品资源共享课的建设原则归纳为：重共享，以共享推动建设；强过程，突出建设

过程、使用过程、评价过程；多模式，强调以共享为目标的多种课程活动；多级评价，充

分听取专家、教师、学生、社会公众的意见；三对象，课程建设以教师、学生、社会学习

者为服务对象。课程组根据以上精品资源共享课的建设原则，积极对课程进行转型升级，

目前课程网站拥有完整的教学资源。2014 年该课程全体教师积极在课程建设上提供优质

的资源，为转型升级为校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做好准备，力争在 1-2 年内升级为校级精品资

源共享课,2-3 年升级为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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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程内容 

课程的内容、结构、知识点、课时等方面的组织安排： 

一、我校的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育人为本、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特色兴校、

服务谐校”的办学理念；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人才培养为中心，

统筹学校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协调发展，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紧紧抓住

广东建设亚洲主要石化基地的战略机遇，依托茂名，立足广东，辐射全国，面向基层，

服务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以本科教育为主体，建设以工为主、石油化工特色鲜明、

优势突出、在省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和地位的教学型本科大学。 

二、课程在本专业的定位、课程目标和课程定位 

针对我校主要生源以广东省为主，全国为辅的具体情况，环境监测课程的设置突出

广东发展的地方特点，以及学校的建设以工为主、石油化工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在省

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和地位的教学型本科大学的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环境监

测》课程在本专业的定位是培养石化特色具有实践工程能力的、环境工程专业必修的一

门专业主干重点课程，它以环境工程专业其他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为基础，同时又为《水

污染控制工程》《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固体废弃物处理与处置》等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环境监测》课程使一门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其内容涉及化学、物理、生物、物理化学、

生物化学、生物物理等学科。《环境监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他不同于偏重于基

本操作训练的分析化学试验。在专业培养目标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环境监测的教学环节

是本课程学习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内容包括采样前的现场调查、布点、采样、样品保存、

样品预处理、分析方法的准确选择、分析测试系统的建立及综合评价等一系列过程的中

和训练。课程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相对独立的实验工作能力，对培

养学生综合素质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为

学生从事环境监测工作奠定必要的基础，为学生从事环境污染控制、环境评价以及环境

管理提供必要技术储备，是衡量本专业学生水平的主要准绳之一。 
三、知识模块顺序及对应的学时 

《环境监测》是环境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环境监测》是环境工程专业重要的

一门专业课，也是进一步学习《水污染控制工程》、《大气污染控制工程》、《环境影响评

价》等后继课程的必备条件。 

本课程一直采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奚旦立、孙裕生、刘秀英主编的普通高等教

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本门课作为一门重要的专业课，其内容包括主要的环境要

素监测即：水和废水监测，空气和废气监测，固体废物监测，土壤质量监测，噪声监测，

放射性监测等内容。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能够掌握环境监测的基本理论和原理、主

要的环境污染物的监测采样技术、实验室分析原理和过程，了解监测数据的统计处理结

果表述方法、环境监测质量保证措施以及国家环境标准等。 

本课程在大学三年级开设，总学时 62 学时，其中实验学时 20 学时。本课程内容体

系结构如下： 

第一章 绪论（2学时） 

1、环境监测的目的和分类            2、环境监测特点和监测技术概述 

3、环境标准 

第二章 水和废水监测（8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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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质污染与监测                  2、水质监测方案的制定 

3、水样的采集和保存                 4、水样的预处理 

5、物理指标检验                     6、金属化合物的测定 

7、非金属无机物的测定               8、有机污染物的测定 

9、底质监测                         10、活性污泥性质的监测 

第三章 空气和废气监测（8 学时） 

1、空气污染基本知识                 2、空气污染监测方案的制定 

3、空气样品的采集方法和采样仪器     4、气态和蒸气态污染物质的测定 

5、颗粒物的测定                     6、降水监测 

7、污染源监测                       8、标准气体的配制方法 

第四章 固体废物监测（4学时） 

1、固体废物概述                     2、固体废物样品的采集 

3、有害特性的监测方法               4、生活垃圾和卫生保健机构废弃物恶毒监测 

5、有害物质的毒理学研究 

第五章 土壤质量监测（4学时） 

1、土壤基本知识                     2、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方案 

3、土壤样品的采集与加工管理         4、土壤样品的预处理 

5、土壤污染物的测定 

第六章 环境污染生物监测（4学时） 

1、水环境污染生物监测               2、空气污染生物监测 

3、污染生物监测                     4、生态监测 

第七章 噪声控制（4学时） 

1、声音和噪声                       2、声音的物理特性和量度 

3、噪声物理量与主观听觉的关系       4、噪声测量仪器 

5、噪声标准                         6、噪声监测 

7、振动及测量方法  

第八章 环境中放射性监测（2学时） 

1、基础知识                         2、环境中的放射性 

3、放射性辐射防护标准               4、放射性测量实验室和检测仪器 

5、放射性监测  

第九章 环境监测质量保证（4学时） 

1、质量保证的意义和内容             2、实验室认可和计量认证/审查认可概述 

3、监测实验室基础                   4、监测数据的统计处理和结果表述 

5、实验室质量保证                   6、标准分析方法和分析方法标准化 

7、环境标准物质                     8、环境监测管理 

9、环境质量保证检查单和环境质量图 

第十章 自动监测与简易监测技术（2学时） 

1、空气污染连续自动监测系统         2、水污染连续自动监测系统 

3、工厂企业环境自动监测系统         4、遥感监测技术 

5、简易监测方法                     6、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的应急监测 
四、课程的重点、难点及解决办法 

《环境监测》课程的范围涉及环境领域的各个环节，任务量大、非常基础又非常重

要。结合环境类专业的特点和实际需要，本课程在进行《环境监测》课程理论授课的同

时，还安排一定的实验课时，以使学生能有机会进行一些监测或控制指标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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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环境监测》课程理论知识和技术特点。 

课程的重点： 

课程的重点是水、气、土壤、固废和生物等环境介质的监测，同时包括监测方案制

订、监测布点、样品采集及保存、样品预处理、样品测定方法及方法的选择等。 

难点： 

分析仪器架构及原理；各种监测项目的监测技术；环境监测质量保证；环境监测质

量控制。 

解决办法： 

①结合相关基础课程理论，理论课重点解决学生《环境监测》课程基本理论的掌握，

紧紧围绕课程的重点和难点开展理论教学活动。 

  ②以认识实习和生产实习中的环境监测为对象带动理论教学和实践相结合，深入分

析典型的不同行业的环境监测的特点，让学生巩固环境监测的基础理论知识。  

  ③通过实验和综合实验课程的锻炼，让学生亲自动手实践解决理论教学中枯燥难懂

的环境监测流程和过程。  

  ④通过图片、动画等多媒体教学形式形象的介绍监测仪器的构造、监测点位的布置、

在线监测等具体而抽象的问题。 

  ⑤学校和二级学院十分重视《环境监测》这门专业基础课的建设，在 2004年本科评

估工作中扩大了实验室面积，重新装修了环境监测实验室，使实验室的布局更为合理。

同时，还新增了环境监测的实验仪器和设备，实验室向本科生开放，并且本课程增加了

综合实验内容。 

五、实践教学活动 

《环境监测实验》是一门操作技能较强的专业基础实验课。通过本课程主要使学生掌

握正确的实验操作方法，加深对相关理论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树立严谨的科学态度,提

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把已学过的基础实验知识能合理、正确地

运用到专业实践中,为学生从事科研和工程实践工作提供基础研究能力。实践教学环节，

包括： 

实验教学：验证性、操作性、演示性实验、综合性和研究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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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教学：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 

1、实验课程设计的思想、效果以及课程目标 

环境监测实验、生产实习、毕业实习等实践性教学是《环境监测》教学中的重要环

节，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关键。把实践性教学纳入整个教

学内容、课程体系中，以发挥整体教育的功能。 

实践教学的设计思想和效果体现在： 

�  1）验证性、演示性实验 

实验是理论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总结。实验教学的目的是使理论联系实际，深入

掌握环境监测的原理，通过动手操作实验设备，仪器，观察实验现象，分析整理实验结

果，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的科学研究的能力。 

�  2）现场教学的设计思想和效果 

认识实习、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是学生在学习专业课之前和专业课学习过程中以及

专业课程学完之后的一个重要实习环节，通过认识实习让学生对所学的专业有一个基本

的感性认识，以便在专业课程学习时有实际工程的形象思维。生产实习让学生理论联系

实际，对专业理论知识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掌握，毕业实习可以锻炼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

实习采取知识讲座与现场参观想结合的形式，力求通过实习，不但让学生看到环境污染

的处理设施，更让学生了解环境监测课程在实际污染处理和处置过程中的质量监控的作

用。扩大知识领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今后的工作热情。 

�  3）综合开放性和研究性实验 

综合开放性实验充分利用本学科优势，让学生参与到教师的科研工作中。运用学生

与教师合作的“双主”方式，在“教”与“学”中找到最佳的结合点，充分发挥学生主

观能动性，使学习成为一种积极、主动的探索过程。在此基础上，以本学科现有基础和

重大课题研究为背景，建立科技研究型创新教学模式。 

培养过程中，学生在导师指导下，自主开展实验研究，处于主动探索的状态，养成

独立思考和积极进取的科学精神，以实现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观察能力、动手能力、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培养富有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跨世纪高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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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人才服务，是验证性、演示性实验的重大改革和发展。 

综合开放性和研究性实验过程，使学生经历“三个全面”的过程，即：经历一次全面的

分析研究问题的过程，实验技能得到全面的锻炼、综合能力得到全面的提高。 

2、课程内容 

本课程主要介绍环境监测活动中对大气、水等各种技术指标的测定与分析。重点学

习水的各项指标测定，如水中有毒有害物质的测定、水中含氮化合物的测定等。同时强

调各实验的基本原理、操作步骤、实验技巧及注意事项。最后，结合环境影响评价等多

个学科知识点，完成 1 个综合性实验并撰写出综合性实验报告。 

基础实验： 

氨氮的测定（纳氏试剂比色法）（4学时）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重铬酸钾法）（4学时） 

水中六价铬的测定（分光光度法）（4学时）  

实验四：水中溶解氧的测定（碘量法）（4学时） 

水中挥发酚类的测定（分光光度法）（4学时） 

综合设计性和研究性实验： 

环境噪声监测（5学时业余） 

校园大气质量监测（5学时业余） 

3、实验课程组织形式与教师指导方法 

基础教学实验是学生进一步开展研究型项目训练的基础和保证。在基础教学实验阶

段，老师完成实验所需的仪器、药品的配置，学生按照实验实验指导书德实验步骤，完

成基础实验内容。但在综合设计和研究型实验训练过程中，学生在教师的宏观指导下，

要自己配制药品，准备仪器等，并完成基础实验未涉及的实验项目。因此基础教学实验

是研究型实验项目的预备实验，是学生初步掌握环境监测的方法和技能的必经之路。只

有很好的完成基础实验教学，学生才能在综合型和研究型的实验过程中得到较好的锻炼

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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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程资源 

资源特色 

资源特色 

（1）资源的丰富性。本课程为学校第一批网络课程，是课堂教学在课外的延伸和拓展。

为了满足学生的求知欲和了解掌握丰富多彩的历史知识，除了课程学习的有关基本介

绍，如课程介绍、教师介绍、教学计划（含教学大纲、考试大纲、教学进度表等）、学

习方法、教材、参考书外，我们提供了思考题、PPT课件、教学案例、视频资料、教学

录像、课程试卷与参考答案、参考文献、友情链接等，可以让学生全方位了解、认识和

掌握环境监测课程。 

（2）资源的实用性。环境监测课程选取了直接服务于教学的内容和学习中需要拓展的

内容，并照顾到资源的丰富多彩，适当增加了可读性和可视性，即是说尽量保证资源的

实用性。 

（3）资源的地域性。为了使课程教学更加贴近学生，我们在资源的取舍上，适度关注

了地域性和地方性，我们选取了一些涉及广东和茂名石化特色的内容，吸引了学生关注

的目光，增强了学生对地方历史的认知和自豪感，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4）资源的动态性。网络的特点是及时性和更新快。为了吸引学生和调动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我们加强了对网络课程的管理，经常更新内容，及时增加一些新的热点和焦点

问题与历史资料。动态的丰富资源吸引学生更加关注课程网站。目前，本课程网站的学

生登陆量为 10000多人次（2011年以来）。 

 

 

 

 

 

基本资源清单 

 23 



1. 课程申报表； 

2. 支撑材料附件； 

3. 师资队伍简介； 

4. 课程简介； 

5. 课程特色； 

6. 历史沿革； 

7. 建设规划； 

8. 教研教改； 

9. 课程教学大纲； 

10. 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11. 课程设计教学大纲； 

12. 认识实习教学大纲； 

13. 生产实习教学大纲； 

14. 教材选用； 

15. 教学参考书； 

16. 实践教学； 

17. 实验室简介； 

18. 实习基地介绍； 

19. 多媒体课件； 

20. 环境监测原理 flash动画； 

21. 课程电子教案； 

 
在原精品课程基础上重点更新了基本资源中教学课件、教学录像等内容，具体见课

件更新情况表及教学录像列表。 

网站上本校老师录制的环境监测的录像 5 个，中国石油大学的教学录像有 43个。

具体见“教学录像列表”。 

教学录像列表 

序号 主讲教师 录像名称 网址 

1 牛显春 课程负责人牛显春录像 点击浏览  

2 陈梅芹 主讲陈梅芹录像 点击浏览  

3 牛显春 课程负责人说课录像 点击浏览  

4 牛显春 有机污染物测定 1 点击浏览  

5 牛显春 有机污染物测定 2 点击浏览  

外校教学录像片 

序号 主讲教师 录像名称 网址 

1 中国石油大学 1.1 污染物质的来源和性质 1 点击浏览  

2 中国石油大学 1.1 污染物质的来源和性质 点击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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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sentouy.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0/xulun.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1.1-1.2.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1.3.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1.4%201.5.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sw.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hce.wmv&width=400&height=300


3 中国石油大学 1.2 环境监测的基本知识 点击浏览  

4 中国石油大学 1.3 环境标准 点击浏览  

5 中国石油大学 2.1 水质污染与监测 点击浏览  

6 中国石油大学 2.2 水质监测方案的制订 点击浏览  

7 中国石油大学 2.3 水样的采集和保存 点击浏览  

8 中国石油大学 2.4 水样的预处理 点击浏览  

9 中国石油大学 2.5 物理指标检验 点击浏览  

10 中国石油大学 2.6 金属化合物的测定 点击浏览  

11 中国石油大学 2.7 非金属无机物的测定 点击浏览  

12 中国石油大学 2.8 有机化合物的测定 点击浏览  

13 中国石油大学 2.9 底质监测 点击浏览  

14 中国石油大学 2.10 活性污泥性质的测定 点击浏览  

15 中国石油大学 3.1 空气污染基本知识 点击浏览  

16 中国石油大学 3.2 空气污染监测方案的制订 点击浏览  

17 中国石油大学 3.3 空气样品的采集方法和采样仪器 点击浏览  

18 中国石油大学 3.4 气态和蒸气态污染物质的测定 点击浏览  

19 中国石油大学 3.5 颗粒物的测定 点击浏览  

20 中国石油大学 3.6 污染源监测 点击浏览  

21 中国石油大学 3.7 标准气体的配制 点击浏览  

22 中国石油大学 4.1 概述 点击浏览  

23 中国石油大学 4.2 固体废物样品的采集和制备 点击浏览  

24 中国石油大学 4.3 生活垃圾的特性分析 点击浏览  

25 中国石油大学 5.1 土壤组成和土壤污染 点击浏览  

26 中国石油大学 5.2 土壤污染物的测定 点击浏览  

27 中国石油大学 6.1 水环境污染生物监测 点击浏览  

28 中国石油大学 6.2 空气污染生物监测 点击浏览  

29 中国石油大学 6.3 生物污染监测 点击浏览  

30 中国石油大学 6.4 生态监测 点击浏览  

31 中国石油大学 7.1 概述 点击浏览  

32 中国石油大学 7.2 声音的物理特性和量度 点击浏览  

33 中国石油大学 7.3 噪音的物理量和主观听觉的关系 点击浏览  

34 中国石油大学 7.4 噪音的测量 点击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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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1.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qiti%202.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qiti%203.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relixuediyidinglv%204.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relixuediyidinglv%205.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relixuediyidinglv%206.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relixuediyidinglv%207.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relixuediyidinglv%208.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relixuediyidinglv%209.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relixuediyidinglv%2010.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relixuedierdinglv%2011.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relixuedierdinglv%2012.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zuoye%2013.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relixuedierdinglv%2014.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relixuedierdinglv%2015.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relixuedierdinglv%2017.wmv&width=400&height=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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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tongjirelixue%2020.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tongjirelixue%2021.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tongjireliexue%2022.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tongjirelixue%2023.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tongjirelixue%2024.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tongjirelixue%2025.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tongjirelixue%2026.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rongyerelixue%2027.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rongyerelixue%20%2028.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rongyerelixue%2029.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rongyerelixue%2030.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rongyerelixue%2031.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rongyerelixue%2032.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rongyerelixue%2033.wmv&width=400&height=300


35 中国石油大学 8.1 质量保证的意义和内容 点击浏览  

36 中国石油大学 8.2 监测实验室基础 点击浏览  

37 中国石油大学 8.3 实验室质量保证 点击浏览  

38 中国石油大学 8.4 环境监测管理 点击浏览  

39 中国石油大学 8.5 大实验室认可和计量认证审查认可概念 点击浏览  

40 中国石油大学 9.1 空气污染连续自动监测系统 点击浏览  

41 中国石油大学 9.2 水污染连续自动监测系统 点击浏览  

42 中国石油大学 9.3 遥感监测技术 点击浏览  

43 中国石油大学 9.4 简易监测方法 点击浏览  

拓展资源 

在原精品课程基础上新增有习题库（10 套），演示/仿真/教学动画 11 个、环境标准

12 个，素材资源库 7 个、友情链接等拓展资源。 

 

拓展资源清单及建设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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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rongyerelixue%2034.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rongyerelixue%2035.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rongyerelixue%2036.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rongyerelixue%2037.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rongyerelixue%2038.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rongyerelixue%2039.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xiangpingheng%2040.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xiangpingheng%2041.wmv&width=400&height=3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video/wmv.jsp?filepath=/eol/data/jpk/1408/xiangpingheng%2042.wmv&width=400&height=300


网站资源列表 

序号 资源类别 具体内容 超链接 

1 申报表 广东省高等学校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任务书 点击浏览  

2 课程负责人 

牛显春教师基本信息、教学情况（含授课信息、

教研课题、发表论文情况、出版教材情况、指

导学生课外科技活动情况）、科研成果（含科

研课题、发表学术论文情况）、教学及学术表

彰奖励情况。 

点击浏览  

3 主讲教师 

涂宁宇教师的基本信息（同上） 点击浏览  

贾昌梅教师的基本信息（同上） 点击浏览  

陈梅芹教师的基本信息（同上） 点击浏览  

毛玉凤教师的基本信息（同上） 点击浏览  

谢文玉教师的基本信息（同上） 点击浏览  

4 
 

教学队伍 

人员构成 点击浏览  

教学队伍整体结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学

缘结构、师资配置情况） 
点击浏览  

教学改革与教学研究（教研项目、教研论文） 点击浏览  

科研成果 点击浏览  

师资培养 点击浏览  

获奖情况 点击浏览  

 
5 

课程介绍 

课程简介  点击浏览  

课程发展历史沿革 点击浏览  

课程特色 点击浏览  

课程定位及目标 点击浏览  

教学内容 点击浏览  

教学条件 点击浏览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点击浏览  

教学评价 

（校内督导评价、校内专家评价、学生评价、

后续课程评价、行业企业评价、校外专家评价） 

点击浏览  

 
6 

基本资源 

教学大纲 点击浏览  

考试大纲 点击浏览  

授课计划（历年） 点击浏览  

授课教案 点击浏览  

教学课件（不同教材，不同层次的 15套） 点击浏览  

教学录像( 个本校老师录像, 个 大学录像) 点击浏览  

重点难点 点击浏览  

动画演示（物化各章的教学动画） 点击浏览  

作业练习 点击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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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lat.gdupt.edu.cn/eol/jpk/course/course_column_apply_transfer.jsp?columnId=1604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course/course_column_apply_transfer.jsp?columnId=1602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course/course_column_apply_transfer.jsp?columnId=55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course/preview/teachingteam_list.jsp?courseid=1408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course/preview/jpkeditor_view.jsp?columnId=1607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course/preview/jpkeditor_view.jsp?columnId=1608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course/preview/jpkeditor_view.jsp?columnId=3539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course/preview/jpkeditor_view.jsp?columnId=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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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lat.gdupt.edu.cn/eol/jpk/course/preview/jpkeditor_view.jsp?columnId=1617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course/preview/jpkeditor_view.jsp?columnId=3577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course/course_column_preview_transfer.jsp?columnId=4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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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lat.gdupt.edu.cn/eol/jpk/course/preview/record_list.jsp?columnId=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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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和参考资料 点击浏览  

试卷及答案（本校试卷模板） 点击浏览  

7 实验教学 

实验基本情况 

（实验简介，实验大纲，实验基本要求，实验

室规则，实验室基本概况）  

点击浏览  

基础实验（实验课件，实验教材，仪器使用，

实验教学片，实验动画，模拟实验，实验思考

题及答案） 

点击浏览  

综合、设计、研究型实验 点击浏览  

实验授课任务 点击浏览  

实验授课计划 点击浏览  

实验安排 点击浏览  

实验必备 点击浏览  

8 拓展资源 

试题库（10套） 点击浏览  

教学动画（11个） 点击浏览  

素材资源库（考证指南，著名科学家） 点击浏览  

考研天地 点击浏览  

友情链接 点击浏览  

 
9 

交流互动 

在线答疑 点击浏览  

课程讨论 点击浏览  

在线测试 点击浏览  

作业提交 点击浏览  

10 下载中心 

实验安排 点击浏览  

实验成绩记录表 点击浏览  

各专业全称 点击浏览  

11 课程建设规划 

建设目标 点击浏览  

上网资源 点击浏览  

课程建设的实施方案与进度安排 点击浏览  

 

 

 

 

6．课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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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lat.gdupt.edu.cn/eol/jpk/course/preview/jpkmaterials_folder_list.jsp?columnId=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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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plat.gdupt.edu.cn/eol/jpk/course/preview/materials_folder_list.jsp?columnId=3796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course/preview/jpkmaterials_folder_list.jsp?columnId=4802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course/course_column_preview_transfer.jsp?columnId=4807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course/course_column_preview_transfer.jsp?columnId=4805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course/preview/jpkmaterials_folder_list.jsp?columnId=4803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course/content/jpkmaterialsfolder/list.jsp?folderid=10505&lid=1408&rootid=10505&columnId=560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course/content/jpkmaterialsfolder/list.jsp?folderid=11299&lid=1408&rootid=11299&columnId=5926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course/content/jpkmaterialsfolder/list.jsp?folderid=11283&lid=1408&rootid=11283&columnId=5932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course/content/jpkmaterialsfolder/list.jsp?folderid=11337&lid=1408&rootid=11337&columnId=5929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course/content/jpkmaterialsfolder/list.jsp?folderid=11427&lid=1408&rootid=11427&columnId=5933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course/content/jpkmaterialsfolder/list.jsp?folderid=11410&lid=1408&rootid=11410&columnId=5931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course/content/jpkmaterialsfolder/list.jsp?folderid=11444&lid=1408&rootid=11444&columnId=5935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course/content/jpkmaterialsfolder/list.jsp?folderid=11446&lid=1408&rootid=11446&columnId=5936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course/content/jpkmaterialsfolder/list.jsp?folderid=11462&lid=1408&rootid=11462&columnId=5937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course/content/jpkmaterialsfolder/list.jsp?folderid=11448&lid=1408&rootid=11448&columnId=5938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course/content/jpkmaterialsfolder/list.jsp?folderid=11542&lid=1408&rootid=11542&columnId=594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course/content/jpkmaterialsfolder/list.jsp?folderid=11542&lid=1408&rootid=11542&columnId=594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course/content/jpkmaterialsfolder/list.jsp?folderid=11542&lid=1408&rootid=11542&columnId=5940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course/content/jpkeditor/editor_view.jsp?columnId=1628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course/content/jpkeditor/editor_view.jsp?columnId=1629
http://plat.gdupt.edu.cn/eol/jpk/course/course_column_apply_transfer.jsp?columnId=5939


自我评价、同行专家评价、学校评价、学生评价、社会使用评价等： 

一、自我评价 

1、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有机结合 

在理论教学过程中，将现代计算机和多媒体技术应用于教学中，把有关的实验

仪器、和装置和实施环境监测的实验现场以动画和图片等信息方式“搬”进课堂，

增加课堂教学的直观性和生动性，提高了课堂的授课效率。 

2、理论和实验教学的有机结合 

通过构建先进的教学模式在“教”与“学”中找到最佳的结合点，通过教师的

科研和实验来巩固本课程的基本理论，锻炼其实验操作技能。为学生巩固课堂知识、

充分发挥学生主观、培养创新精神创造了条件。 

3、课堂教学与现场实践教学相结合 

本课课程在茂名环保监测站等建立了环境监测实践基地，实践教学时数占该课程比

60%以上，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紧密结合，极大地锻炼了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综合

知识的能力，取得了良好的实战效果。 

二、行业地位 

本课程是环境工程、环境科学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主干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

要求学生掌握环境监测的基本理论、方法和技能，初步具备从事本专业科学研究的

能力。本课程在本专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在学习其他课程的基础上，以环境监

测理论为指导，多种理论和技术的综合应用，是衡量本专业学生水平的主要准绳之

一。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环境工程专业于 1988年开始招收专科生，2000年开始招收

本科生，是广东省较早开设环境工程专业的学校，具有 22年的专业办学历史。自专

业办学开始，教研室一直非常重视《环境监测》课程建设，将该课程列为最重要的

专业课程建设之一。经过长期的课程建设，《环境监测》课程的教学质量有了显著提

高，为环境工程专业的毕业生打下了宽厚的基础。早期的学生主要在中国石化集团

总公司全国各地石油化工企业从事石油化工环境保护技术和管理工作。1998年后，

由于学校管理体制划转，由中国石化集团总公司部属院校划归广东省属管理。因此

近 10年毕业生就业渠道广泛，绝大部分毕业生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从事环境保护工作。近 5年有 20人考取了国内知名大学如中山大学、华南

理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等高校的研究生。自专业设立以来，有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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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毕业生从事环境保护工作，可以说我校该课程的建设和发展为中国石化集团

总公司、国家和地方的环境保护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虽然本课程与国内一流学校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在广东省内特别是粤西地区具

有一定的优势。我校环境工程专业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了以石油化工水污染控

制与资源化技术研究特色和优势，为《环境监测》课程在石化特色方面的建设奠定

了良好的科研和师资队伍优势。 

三、同行专家评价 

1、校外专家评价 

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原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党志教授和广东工

业大学环境工程学院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孙水裕教授等省内著名名环境工程方面的

专家学者开始十分关注我校的环境工程系的建设和发展。他们多次对课程组的教师

进行指导和交流，在他们的悉心指导帮助下，环境工程专业和《环境监测》课程建

设得到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为此他们对本课程的建设取得的成就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具体概括为：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环境监测》课程是在省内开创较早的一门环

境专业基础课程，近年来在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以及科研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和丰硕的成果。《环境监测》课程的设置突出广东发展的地方特点，以及学校的建设

以工为主、石油化工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在省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和地位的教学型

本科大学的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教学方法合理教学手段先进，实践教

学特色鲜明，理论和实验、生产实习等有机结合。课程负责人及课程组成员长期从

事环境工程专业的理论和实践教学工作，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教学经验。课程组

以中青年教师为主，全部具有研究生以上等较高的学历，年龄和学缘结构合理。课

程组成员在科研教研方面表现突出，主持或参加 19项省、市和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的

科研和教学研究项目，发表了近 50 篇的教学研究和科研论文。《环境监测》课程具

备了申报精品课程的所需条件，同意推荐申报广东石油化工学院精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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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内专家评价 

我校副校长原化工与环境工程学院院长周如金教授和科研处处长元化学学院院

长周天教授等校内专家十分关心《环境监测》的精品课程建设，多次到教研室与课

程组教师进行座谈和交流，解决申报过程中的出现的问题和矛盾，精心指导《环境

监测》精品课程的申报工作，为该课程的申报工作的顺利进行打下坚实的基础。对

课程组的申报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和赞扬，对环境监测课程申报书分别给出了较高

的评价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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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对本专业毕业生的评价 

在近几年专业毕业生调研中，许多企业也对环境工程专业学生进行了评价：普

遍基础理论知识扎实，专业素质技能较好，能较好地应用所学知识解决生产实际问

题。具有良好的团队精神，善于与人沟通，表达能力强，能较好的适应新环境。具

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和创新意识，有较强的敬业精神和责任意识，能安心基层生

产一线，踏实工作，诚信意识好。下面是湛江石油企业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中海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等用人单位对环境工程专业毕

业生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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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内专家(教学督导组成员)评价 

《环境监测》课程的任课教师理论知识扎实，视野开阔，备课充分，讲课熟练。

在教学过程中注重通过设疑和释疑以及案例教学和问题讨论来启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师生互动效果较好，较好地体现了本课程的实践性特点。该课程采用多媒体课

件进行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主讲教师的评分为优良。 

 

 

五、学生对《环境监测》课程教学情况评价（环境 11-1、2班级全体学生） 

1、课程评价 

在课堂上，只有两个对象，一个是老师，另一个学生。老师是传授方，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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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接收方。一堂课就是在这两者之间进行的活动。缺乏两者之间的任何一个都不能

顺利的进行授课。同时如果两者之间那一方缺乏积极性也会达不到成功讲课的目的。

老师讲课的目的是让学生学到知识，掌握知识，并运用知识。如果老师在课堂上讲

课，而学生在下面玩手机，睡觉等等，结果是学生没学到什么，老师讲的这堂课的

目的没有达到。这样的结果，老师浪费精力，学生虚度光阴，这样是很可悲的。换

句话说，就是教学的巨大失败。 

我们认为，能评的上精品课首先要满足的是老师讲的好，学生也掌握得好，两

者兼顾，这是评精品课程不可缺少的。这也要求精品课程中老师与学生两者之间都

是积极的。好的老师，他可以带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得学生能同老师互动。结果是

老师动，同学动，你动我动大家动，动动让课程很生动。  

    毛泽东说过，在教学中，老师是主导，伟人邓小平说过，只有老师教得好，学

生才能学得好。也就是说，老师要有五有，有水平，有责任心，有经验，有激情，

缺一不可。而我们的牛老师就是这样的好老师。 

    一个老师能授好课，第一方面他能讲得好，同时能让学生们学习的好。首先要

满足一个条件，就是同学热爱老师，喜爱老师，乐于与老师配合。一个老师能获得

同学们的喜爱，就需要老师拥有让学生喜爱的方面。而我们牛老师就是这样一位深

受广大同学们喜爱的好老师。第二就是老师要有水平。只有老师有水平，课堂才能

讲的生动，讲的具体，才能把知识讲到点上，同学们才能更容易去理解，同学们才

乐意学。同学们乐意学，乐意听，反过来又能推动老师讲课的积极性，让老师有心

情把课讲的更好。两者相辅相成，互相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把课程升华。导致的

老师讲得好，学生学的好。 

上面两点我们认为是评选精品课程两个很重要的因素。而这两点也存在辩证关

系。如果老师讲的很好，而同学们并不喜欢这位老师讲的课，结果是老师没能把他

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接下来课堂上的互动更不用说，更谈不上活跃课堂气氛。而如

果老师讲的不好，导致的是学生们没有兴趣听，讲课的效果也是没有达到。只有把

两者紧密的结合起来才谈得上真正的成功授课。 

环境 11-1班班长：刘悦华     环境 11-2班班长：戚锦燕 

2014年 5月 

2、对教师授课情况评价 

对牛显春老师的客观评价：（环境 11-1、2班全体学生） 

牛老师是一个教学经验丰富、水平高的老师。他不仅专业知识深厚，知识面广，

最重要的是牛老师阅历广。在授课过程中，他既能认真给我们分析课本的知识，同

时由于老师有丰富的阅历，他能很好的引经据典，结合自己的亲生经历，让我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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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仅了解了课本上的知识，让我们了解到实际工作中的应用状况。这使我们学生

们比较好的接受知识，同时开阔了眼界。因此在一定的程度上激发我们学生的学习

兴趣。 

牛老师是富有责任心的好老师。一个老师因为有了责任心，他才能把课程讲好，

他才能把他的知识传授给他的学生，他很希望他的学生学多点自己所讲的。牛老师

平时很关心我们的学习情况，总是激励我们学习，鼓舞我们的学习热情，鼓励我们

考研等向深层次的台阶迈进，并以师兄们的成功案例激励我们。这在一定程度上给

我们大家的学习增加了动力。除了关心我们的学习外他还非常关系我们的身体健康。

经常提醒我们要多进行体育锻炼，增强体质，为将来走向社会打下良好的身体基础。

总的一句话：牛老师是我们大学期间少有的好老师。 

牛老师是位富有激情的好老师牛老师。牛老师来自东北，有哪一位人敢不说东

北汉子充满激情。牛老师每次讲课总能忘我的讲课，全身心的投入，在老师这种精

神下，我们学生潜移默化的收到老师的感染，因此我们也很专注听老师讲。这无形

中让学生们把听到的东西更好的记忆，达到了讲课的目的。 

环境 11-1班班长：刘悦华     环境 11-2班班长：戚锦燕 

2014年 5月 

 3、学生对陈梅芹老师教学情况评价：环境（11-1、2班全体学生） 

环境监测课程教学中，我深深感到课堂内容饱满、有趣、实用，课堂气氛的活

跃。课堂上，同学们的注意力都很集中，我们真正找到自主学习的感觉，不再是过

去那种死记硬背的教学。课堂教学中，谢老师通过各方面的资料展示，把理论知识

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同学们都感到学有所用，学习的劲头很足，学习的目的很明确。

在学习中，既感到陈老师要求严格的一方面，要求我们认真预习、复习，严格完成

各项实验操作；又感到轻松、愉快，老师和我们的关系很融洽，与同学们探讨了许

多专业技术工作方面的信息，开拓了我们的知识视野，增加了学习的兴趣和信心。

经过综合实训，锻炼了自身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培养了自己的专业

技能和职业能力，为今后的专业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收获非常大。通过环境监

测这门课程的学习，我们在知识和职业素质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环境 11-1班班长：刘悦华     环境 11-2班班长：戚锦燕 

2014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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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院系政策支持 

一、院系政策 

1、政策文件：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十分重视课程建设工作。尤其是 2014 年

新领导班子上任以来先后颁布了与精品课程密切相关的《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校

内津贴分配实施细则 2014》、《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督导工作规定》和《环境与生

物工程学院学术活动费的使用管理办法》等有关文件, 成立了教学指导委员会、

教学督导组等对申报校级精品课程给予政策、经费上的支持和质量上把关。 

2、实施情况：环境学院每年都精心组织校级精品课程的申报遴选工作，在各

课程申报的基础上，由学院组织专家依据学校精品课程建设标准和要求进行初审，

初审合格的课程报学校教务处。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依据课程建设情况，定期听

取课程负责人就精品课程建设情况进展汇报，讨论和分析课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保证课程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 

3、实施效果：在环境与生物工程学院相关政策的引导下，全院教师参与教育

教学研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课程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取得了较

为显著的效果。近 5年来，学院建成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1门、校级精品课程 1

门、校级精品建设课程 1门。 

二、对本课程后续建设规划的支持措施 

1、学院将加大力度，继续加强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的建设，使该课程上质量、

上水平。立足实效强化过程管理，指定督导组对各门精品课程的建设进展情况进

行不定期的检查与监督，确保完成不同时期的建设工作目标。 

2、进一步完善实验教学的相关设备，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开拓新的实习和见

习基地，构建产学研平台，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 

3、加大后续力量（尤其是青年教师）培养, 引进和培养高层次人才，重视师

资力量优化配置。鼓励和优先支持精品课程组的教师到国内较高水平的大学进修

学习，加速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 

4、鼓励和支持相关课程教师参加精品课程建设培训学习和全国、全省的教学

研讨会，同时大力支持相关专业教师到兄弟院校学习、培训及调研。 

5、邀请校内外专家来我校做精品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学术报告会及研讨会，

进一步推动我院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教材建设上台阶，争取取得较好的建设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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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承诺与责任 

1．院系和课程负责人保证课程资源内容不存在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和规

范性问题；  

2．院系和课程负责人保证申报所使用的课程资源知识产权清晰，无侵权使用

的情况； 

3．院系和课程负责人保证课程资源及申报材料不涉及国家安全和保密的相关

规定，可以在网络上公开传播与使用； 

4．申报课程入选后，优秀和课程负责人同意在学校教学资源和学习平台上向

全校免费共享。 

 

 

                                             课程负责人签字： 

                                               院（系）公章： 

                                                   日期： 

9．院（系）推荐意见 

 
 
 
 
 
 
 
 

（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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