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保护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环境保护概论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troduction 

课程代码：09910270 

课程类别：学科专业课程/限选课 

适用专业：土木工程 

课程学时：18学时 

课程学分：1.0学分 

修读学期：第5学期 

先修课程：普通化学、建筑法规 

二、课程目标 

（一）具体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达到以下目标： 

思政目标：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通过学习，掌握事物发

展规律，通晓天下道理，丰富学识，增长见识，塑造品格，努力成为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课程目标 1：能够设计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

系统、单元(部件）或工艺流程，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

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支撑毕业要求 6.1】 

课程目标 2：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实

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支撑毕业要求 7.1】 

（二）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表 1 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6.工程与社会 

6.1 能够基于土木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工程实践和复杂

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理解工

程师应承担的责任。 

课程目标 2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7.1 了解环境工程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政策、法规，能够正确评价土

木工程专业的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三、课程内容 

（一）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表 2 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内容 教学方法 支撑的课程目标 学时安排 

第一章 导论 讲授法 课程目标 1 2 

第二章 我国现行环境管理制度

与环境标准体系 
讲授法 课程目标 1、2 2 

第三章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基础

知识 
讲授法、案例教学 课程目标 1、2 6 

第四章 程建设项目产污环节、

处理处置方法与典型工程案例 
讲授法、专题研讨、专题研讨 课程目标 1、2 5 

第五章 企业清洁生产、环境风

险评估与应急预案编制 
讲授法、案例教学、专题研讨 课程目标 1、2 3 

合计 18 学时 

（二）具体内容 

第一章  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 

【学习目标】 

1.掌握：环境的定义与分类，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

略的必要性。 

2.理解环境对发展的作用，环境保护的内容。 

3.了解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产生。 

【学习内容】 

1.环境的基本概念及特性 

2.环境问题 

3.环境科学 

4.可持续发展 

【学习重点】 

1.环境概论，环境问题的由来，环境科学。 

2.当前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 

【学习难点】 

1.环境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第 2 章  我国现行环境管理制度与环境标准体系 

【学习目标】 

1.熟练掌握环境法的基本原则的具体运用；掌握环境标准体系的各种标

准。 



2.理解环境质量标准的制定原则和方法，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制定原则和方

法。 

3.了解环境法的价值与环境标准体系。 

【学习内容】 

1.我国现行环境管理体制 

2.现行环境管理体制的基本特点 

3.我国政府环保部门架构与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 

4.环境标准 

5.环境标准体系 

【学习重点】 

1.环境法的目的、环境法的体系和环境法基本原则内容，以及环境标准体

系。 

【学习难点】 

1.环境标准基本原则的具体运用 

2.环境质量标准的制定原则和方法。 

第 3 章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基础知识 

【学习目标】 

（一）大气 

1.熟练掌握我国防治大气污染主要法律规定，掌握我国大气污染防治的监

督管理体制。 

2.理解政府防治大气污染的基本职责。 

3.了解大气污染概念及危害。 

（二）水 

1.熟练掌握我国防治大气污染主要法律规定，掌握我国水环境保护和防治

水污染监督管理体制。 

2.理解我国防治水污染的基本原则。 

3.了解水污染的概念及危害。 

（三）噪声 

1.熟练掌握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体制；掌握我国防治噪声污染的

主要法律规定。 

2.理解我国防治噪声污染的立法。 

3.了解环境噪声污染的特点及危害。 

（四)生态 

1.熟练掌握我国自然资源保护法律体系，掌握自然资源的定义、种类、特

征，生态安全的概念，我国生态安全的主要问题。 



2.理解完善和加强生态建设的法律监管。 

3.了解我国自然资源的现状和特点，生态问题及生态保护和建设的现状。 

（五）固体废弃物 

1.熟练掌握有毒有害物质污染主要法律规定，掌握放射性污染防治、有毒

化学品污染防治、农药污染防治的主要法律规定。 

2.理解固体废物污染及其防治原则。 

3.了解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状况。 

（六）环境监测 

1.熟练掌握环境监测的特点，掌握环境监测方案的基本内容， 

2.理解环境监测制定及作用 

3.了解环境监测的产生及发展 

【学习内容】 

1.大气环境 

2.地表水及地下水 

3.噪声污染、电磁辐射、放射性污染及其他污染 

4 生态环境 

5 固体废物 

6 环境监测 

【学习重点】 

1.我国防治大气污染主要法律规定。 

2.我国水污染防治主要法律规定。 

3.我国防治噪声污染的主要法律规定。 

4.在于自然资源保护的一般理论。 

5.我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有毒化学品污染防治、农药污染防治的主要法律

规定。 

6.环境监测的特点及环境监测方案的基本内容。 

【学习难点】 

1.我国大气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体制 

2.我国水环境保护和防治水污染监督管理体制。 

3.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体制。 

4.具体制度与法律规定的掌握。 

5.固体废物污染及其防治原则。 

6.环境监测质量保证程序的建立。 

第 4 章  工程建设项目产污环节、处理处置方法与典型工程案例 

【学习目标】 



1.掌握工程建设项目产污环节、处理处置方法 

2.理解环境保护与工程建设项目产污环节、处理处置方法的关系。 

3.了解重点建设工程的工程案例 

【学习内容】 

1.轻工纺织化纤 

2.化工石化医药 

3.冶金机电 

4.建材火电 

5.交通运输 

6.社会区域 

【学习重点】 

1.工程建设项目产污环节、处理处置方法 

2.典型工程案例产生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学习难点】 

1.工程建设项目产污环节、处理处置方法 

 

第 5 章 企业清洁生产、环境风险评估与应急预案编制 

【学习目标】 

1.掌握清洁生产实施的主要方法与途径 

2.理解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方法 

3.了解企业环境应急预案及其编制方法 

【学习内容】 

1.清洁生产的产生与发展 

2.清洁生产的原则和主要内容 

3.清洁生产推行和实施的原则 

4.清洁生产实施的主要方法与途径 

5.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方法 

6.企业环境应急预案及其编制方法 

【学习重点】 

1.清洁生产实施的主要方法与途径 

2.清洁生产的原则和主要内容 

【学习难点】 

1.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方法 

四、教学方法 



讲授法、案例教学、专题研讨。 

五、课程考核 

考查：阶段性测试、平时作业、课堂考勤。 

本课程为考查课，考查方式由阶段性测试（a1）、平时作业（a2）、课堂考勤

（a3）三部分构成，所占的权重分别为 a1=40%﹑a2 =40%、a3 =20%。 

课程总成绩（100%）=阶段性测试（a1）+ 平时作业（a2）+课堂考勤（a3） 

表 3 各考核环节建议值及考核细则 

课程成绩构成及比例 考核方式 目标值 评价细则 对应课程目标 

阶段性测试 a1 课堂互动 100 

随堂测试主要是对已学内容进

行测试，考核对已学知识点的

掌握情况，每次测试单独评

分，取平均分作为阶段性测试

成绩。 

课程目标 1、2 

平时作业 a2 课程作业 100 

平时作业以课后习题为主，重

点考核学生对每个章节知识点

的复习、熟悉和掌握程度，通过

作业习题训练提高学生的建设

工程相关法律知识与行业规范

以及职业道德能力；每次作业

单独评分，最后取平均分作为

平时作业成绩。 

课程目标 1、2 

课堂考勤 a3 随堂考勤 100 

以分组的形式就课程中的基础

理论或主要疑难问题，在独立

钻研的基础上，共同进行讨论、

辩论，每次讨论单独评分，最后

取平均分作为课堂讨论成绩。 

课程目标 1、2 

六、课程评价 

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包括课程分目标达成度评价和课程总目标达成度评价，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总分相关评价方式目标加权

得分相关评价方式加权平均
课程分目标达成度 =  

课程总目标达成度=课程所有分目标达成度加权值之和 

课程目标评价内容及符号意义说明：Ai 为平时成绩对应课程目标 i 的得分； 

OAi 为平时成绩对应课程目标 i 的目标分值；γi 为课程目标 i 在总目标达成度中的

权重值；S 为课程总目标的达成度，Si 为课程目标 i 的达成度。 



表 4 课程考核成绩对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 

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权

重 
评价方式 目标分值 实际平均分 目标达成评价值 

课程目标

1 

0.6 

 

阶段性测试 OA1-1=60 A1-1 

1 1 1 2 1 2 3 1 3

1

1 1 1 2 1 2 3 1 3

a A a A a A
S

a OA a OA a OA

− − −

− − −

+ +
=

+ +
 平时作业 OA1-2=60 A1-2 

课堂考勤 OA1-3=60 A1-3 

课程目标

2 
0.4 

阶段性测试 OA2-1=40 A2-1 

1 2 1 2 2 2 3 2 3

2

1 2 1 2 2 2 3 2 3

a A a A a A
S

a OA a OA a OA

− − −

− − −

+ +
=

+ +
 平时作业 OA2-2=40 A2-2 

课堂考勤 OA2-3=40 A1-3 

课程目标 i

权重和 

3

1

1.0i

i


=

=  课程总成绩 100 
课程总目标

达成度 

3

1

i i

i

S S
=

=  

注：1.目标分值为课程目标对应评价方式的满分，同一评价方式目标分值之和为 100。 

2.实际平均分为参与评价的学生在该评价方式的平均分。 

七、课程资源 

（一）建议选用教材 

张文艺 《环境保护概论》[M]. 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11 

（二）主要参考书目 

[1]盛连喜主编.《现代环境科学导论》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7. 

[2]钱易、唐孝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3] 左玉辉编著.《环境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 

[4]刘培桐主编.《环境学概论》（第二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 

[5] 林肇信等编.《环境保护概论》（修订版）[M].北京：高教出版社，2021. 

[6]曹凤中、马登其主编.《绿色的冲击》[M].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 

执笔人：张  昊 

课程负责人：张  昊 

审核人（系/教研室主任）：高春华 

审定人（主管教学副院长/副主任）：袁晓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