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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学院环境工程生产实习的问题与对策 ①

陈重军ａ，ｂ，钱飞跃ａ，梅娟ａ，吴鹏ａ，王建芳ａ，ｂ，沈耀良ａ

（１．苏州科技学院 ａ．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ｂ．天平学院，江苏 苏州２１５００９）

摘　要：采用问卷方式对苏州科技学院天平学院环境工程专业学生的实习效果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生产实习存在

实习的目的不清、理论联系实际程度不够、实习地点联系紧密度不强、教师经验不足等问题。应在生产实习动员、实习基

地建设、指导教师实践进修和教学手段更新等方面加以改进，促进独立学院生产实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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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非国家重点培养的地方本科院校面临就业率低、专业对口率低、就业质量不高的生存窘状，

培养的学生与社会需求的人才差距越来越远，导致社会上技术专家和高技能人才严重匮乏。欧洲发达国

家应用技术型人才与学术型人才培养的比例一般为８∶２，然而在我国，这一比例已经完全失衡。因此，教育
部明确表示，“６００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将向应用技术型转，向职业教育类型转。”这样的转型将让我国社会
人才结构更加合理配置，也为广大地方本科院校特别是独立学院本科学生的培养提供了指导方向。

苏州科技学院天平学院（独立学院）是地处苏州的本科层次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生产实践知识的

培养对天平学院学生来说显得尤为重要。生产实习是环境工程专业学生掌握实际工程组成、构造和运

行管理的主要途径，在专业实践教育中有重要地位［１－２］。本文在环境工程专业学生参加生产实习后，对

学生的实习效果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并对其进行分析，提出针对独立学院环境工程专业生产实习的

培养改进建议。

１　调查对象和内容
调查对象为苏州科技学院天平学院（独立学院）环境工程专业大四学生，该批学生刚参加完生产实

习。调查问卷设计和内容见表１。发放调查问卷５５份，回收有效问卷５０份，有效率为９０．９％。
表１　生产实习绩效调查内容

序号 题目 答案 备注

第１题
你认为实习对你作用

大吗
ａ．作用大；ｂ．作用不大

选“作用大”进入第２

题，选“作用不大”进

入第３题

第２题
你觉得实习学到最多

的是什么？

ａ．工艺组成；ｂ．工艺构造；ｃ．工艺参数；ｄ．工艺运行；ｅ．工艺管

理；ｆ．其他

第３题
你觉得实习作用不大

的原因是什么？

ａ．现场未组织好；ｂ．现场介绍人员讲解不清；ｃ．现场实习时间太

短，没来得及问相关问题；ｄ．自身理论知识不够扎实，无法问问

题；ｅ．选择的实习地点与自己所学专业的相关性不高；ｆ．其他

对 ６个答案进行排

序，其中选择“其他”

请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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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调查结果与分析
２．１　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表明，５４％的受访学生认为生产实习对自己专业知识的扩展或者理论联系实际作用不大；
认为从生产实习中学习到相关知识，作用比较大的学生占总人数的４６％。

由图１可知，在认为实习作用比较大的学生中，３９．１３％的学生认为学到最多的是“工艺组成”，
２６０９％的学生认为是“工艺运行”，认为是“工艺构造”“工艺管理”和“工艺参数”的分别占１３．０４％、
１３．０４％和８．７０％。

由图２可知，在认为实习作用不大的学生中，对于造成生产实习作用不大最主要的原因，４８．１５％的
学生认为是“理论知识不足”，２２．２２％的学生认为是“停留时间过短”，认为“现场组织混乱”的占
１１１１％，“现场讲解不清”和“其他原因”均占７．４１％，“实习地点不匹配”占３．７０％。

　　图１　生产实习中主要获取内容比例分布图　　　　　　　图２　生产实习中主要问题比例分布图

２．２　存在问题分析
一是生产实习的目的不清。生产实习是环境工程的专业理论教学与生产和实际相结合的重要实践

性教学环节，使学生掌握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和噪声污染控制的工艺方法、有关工程构筑物设计和构

造、设备选型与运行、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转操作和维护管理、运行效果监测和质量监控等方法和措施，为

加深同期学习的“水气声渣”等主干专业课程的理解，提高独立思考、分析和解决有关环境工程实际问

题的能力。但从调查结果看，大部分学生在生产实习过程中学到的是“工艺运行”和“工艺组成”，对工

艺的机理未加以理解，且对“工艺构造”和“工艺参数”掌握不深，走马观花，未能深入了解工艺之间的相

互联系，对其细节未进行询问和理解。

二是理论联系实际程度不够。以造成生产实习效果不佳的最主要因素考虑，４８．１５％的学生认为是
“理论知识不足”造成了生产实习作用不大。究其原因，并不是理论知识没有掌握好。如果抛开实习现

场，学生对各工艺的原理、运行和优缺点有较深的理解，但到了现场，就不知道主要构筑物是如何构造和

运行的了。造成该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本科生理论联系实际不够，对工艺的感官认识缺乏。特别是在实

习前指导教师并未对实习地点的主要工艺进行介绍，导致学生对相关工艺和理论知识未进行复习，造成

学生在实习现场问不出问题，生产实习过程自然成为“走过场”。

三是实习地点联系紧密度不强。从图２来看，以造成生产实习效果不佳的最主要因素考虑，“现场
组织混乱”“现场讲解不清”分别占１１．１１％和７．４１％。因此，现场组织、路线设计、内容讲解等实习地
点的建设有很重要的作用。因为对实习地点联系紧密度不强，对实习地点的路线、停留的位置、讲解人

的表述和讲解主要内容、讲解时间、材料准备等均未进行设计和沟通，现场操作全凭讲解人员的主观意

志，随意性较大，造成实习效果较差。

四是教师经验存在不足。近年来，我国大学扩招严重，师资需求增多。大多数高校为储备后续科研

人才，大力引进年轻科研人员，很多年轻博士充实到高校教师队伍中来。在科研研究上，博士具有独特

的优势，对环境工程专业基础知识掌握较好，但长期在实验室开展基础性研究，对实际工程的运行和管

理并不是很清楚，导致生产实习效能降低。

３　生产实习改进措施
３．１　做好生产实习动员，让学生提前掌握实习所需理论知识

为了让学生清楚生产实习的目的，必须提前做好生产实习动员［３］。摒弃原有生产实习动员主要讲

解现场安全的观念，重点要讲解生产实习的重要性和目的。首先，要明确生产实习的目的，是要学生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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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和噪声污染控制的工艺方法、流程设计、构造和运行，要理解构筑物内部构造

和运行参数，明确理论知识和实际运行的差异，并从工程运行中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４］。同时，老师在

动员会上应对各实习地点的背景、工艺组成、工艺运行、构筑物的原理等进行细致讲解，并提出相应问

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现场。

３．２　加强实习基地建设，做好实习现场组织工作
首先，学校应与实习单位建立长期合作联系，学校有人才和技术优势，实习单位有实际应用平台、场

地和实践人才的优势，双方可建立稳定的“产学研”合作模式。高校可将最新研究成果应用于实习单

位，让最新技术尽快产业化，也为实习单位解决工艺运行和改进中的技术问题。实习单位为高校教师和

学生开展科研提供了场所，还可为毕业生提供工作岗位［５］。同时，要建立一整套针对独立学院学生特

点的生产实习流程。每个实习点配备２～３名固定的指导教师，在实习前，设定讲解线路和停留地点，明
确讲解的主要内容，控制讲解时间，对主体工艺的构造、运行参数和状况尤其要讲细，需要实习单位提供

工艺／土建图纸、运行监测数据、机械设备运行等基础资料。经过１～２批次的生产实习，形成固定路线
和讲解模式［６］。

３．３　加强专业教师实践进修，提高教师实践经验
生产实习指导教师的实践经验在实习过程中占主导地位，是保证实习质量的关键。首先，学院拟每

年派遣年轻教师进入大型工程公司、专业设计院、污染处理企业等实习，时间为１年，让年轻教师从工程
可行性论证、审批、设计、建设、调试到实际运行管理，掌握一整套工程的设计和管理流程。同时，学院组

织一批有经验的教授、当地设计院和工程公司的工程师作专题报告，让指导教师多掌握实际工程运行与

理论知识之间存在的差异。最后，鼓励专业教师每年到相关企业考察，到国内外相关高校进修或参加专

门培训等，让指导教师对行业的前沿技术、研究动向有所了解，也为实习基地的建设和完善提供新

思路。

３．４　更新教学手段，加强构筑物仿真化模拟
传统实习动员讲解以静态展示为主，学生兴趣不大。现场讲解学生只能看到构筑物运行的表面现

象，对构筑物内部结构和运行方式无法理解。而影像资料具有直观演绎的特点，可以丰富教学实习内

容，强化学生的认识和理解，解决生产实习的难点、疑点，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此，在实习前，指导

教师应收集生产实习单位代表性素材，制成内容丰富的实习影像资料，穿插主要构筑物除污的原理，为

学生理解工艺流程和机理带来便利。同时，生产实习应配以相应的硬件设施和仿真软件，模拟各种污

染物处理设施的运行环境，让学生在实验室先体验到各种生产技能与管理方法，再到现场进行探索和

验证［５］。

４　结语
生产实习是环境工程专业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途径，在独立院校环境工程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中

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采用问卷方式对苏州科技学院天平学院环境工程专业学生的实习效果进行调查，

分析了生产实习存在的问题，并建议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做好生产实习动员；加强实习基地建设；加

强专业教师实践进修；更新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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