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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公众参与的环境影响评价案例教学研究 ①

———以项目论证与评估课程为例

唐久芳１，李鹏飞２，彭丽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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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项目论证与评估”主要讲授项目生命周期全过程的项目评价，具体包括三部分内容：项目前评价、项目中

评价、项目后评价。项目中评价是指项目立项后实施阶段，包括项目的发展、实施、竣工三个阶段，对项目状态和项目进

展情况进行衡量与检测，对已经完成的项目进行最初评价。项目后评价内容包括项目验收评价、项目经济后评价和项目

管理后评价。学生认为只要做好项目论证，按照条款引入公众评价，就算完成环境影响评价；但是引入具体案例后，学生

就会主动带着问题阅读大量相关资料，才能完成案例项目论证各阶段中公众参与的环境影响评价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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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商学院从１９２４年首用案例教学，其经历９０多年依然是哈佛商学院的特色和品牌。德里
克·博克认为，大学教育需要停止对固定知识的强调，强调培养学生不断获取知识的能力，他批评一些

教师仍然依靠讲课来传授知识的方式，指出现在已到了认真考虑成倍地给学生增加机会，让他们考虑疑

难问题的解决办法的时候了。这种教学方法需要更加积极的课堂讨论，需要培养教师用苏格拉底教学

法进行教学，并要多给学生布置启发其思维发展的写作作业，考试题目也要注意启发思维［１］。“项目

论证与评估”主要讲授项目生命周期全过程的项目评价，具体包括项目前评价、项目中评价、项目后评

价。学生认为只要做好项目论证，按照条款引入公众评价，就算完成环境影响评价；但是引入具体案例

后，学生意识到带着问题阅读大量相关资料，才能就具体项目论证描述各阶段中公众参与的环境影响评

价，指出我国项目评估中公众参与环境影响的具体执行情况。本文从教学基本环节、问题导向、综合能

力、需处理利益相关者等方面阐述了案例教学的理念及在”项目论证与评估”课程中的实施方法。

１　案例教学的基本环节
１．１　案例界定

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方法与传统教学方法的区别在于其独特的案例内容，整个教学活动围

绕案例进行。项目论证与评估案例确定为项目前评价、项目中评价、项目后评价中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

价，在案例中三个阶段如何确定公众参与是主动的、被动的、参与的真实性以及对项目环境影响评估的

影响。

１．２　案例特征
一是真实性。案例必须真实反映项目论证与评估中涉及公众参与环境影响的评价，不能虚构案例，

对应“湘潭垃圾焚烧场”“武汉锅顶山垃圾焚烧厂”项目评估的环境影响的公众参与真实案例，真实描述

事件的发生、地点和具体情境，引导学生设身处地去思考、分析案例中的问题。二是目的性。案例选择

围绕教学目标和教学实际的需要，每个案例都设计明确的主体，考虑学生的兴趣和接受水平，便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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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和讨论案例中主题项目论证与评估———项目评估环境影响的公众参与，目前法律的规定与实际落

实的差距。三是典型性。“湘潭垃圾焚烧场”“武汉锅顶山垃圾焚烧厂”项目评估中环境影响的公众参

与具有典型案例特征，包括其项目前评价、项目中评价的环境影响评估的公众参与，项目选址、项目公示

等怎样让当地公众知晓，项目后评价中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真实性对垃圾焚烧企业项目评估。四

是时效性。案例应选择当前面临的社会热点问题为着眼点，其情境与时代相适应。教学案例内容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陈旧，尽管其道理、原理可能不变，也会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为了达到教学目的，教学案例

应当及时更新，保证其时效性。

２　案例教学的问题导向
２．１　案例问题平台

“项目论证与评估”的内容完全不同其他管理类课程，需要了解相关法规、项目评估环境影响需要

经历的阶段、每个阶段具体环境影响评估的相关程序。教师要为学生构建平台，让学生围绕案例阅读主

体和案例的公众参与的最近动态的要求引导学生思考。比如在讲授项目前评价，以湘潭垃圾焚烧场案

例引发学生思考环境影响评估面临哪些问题［２］，为什么会存在环境影响评价的潜在风险，如何降低其

风险，再对其环境影响评估进行讲解，让学生自己评判项目前评价的环境影响评估，对项目前评价报告

进行仔细研读。

２．２　案例情境讨论
学生对项目论证与评估缺乏感性认识，故学生对项目评估程序的理解过于抽象，对其中公众参与缺

乏清晰认识，将学生引入案例情境讨论，可以使学生了解项目评估三个阶段的具体内容，经过认证可行

的报告依然会存在很多环境影响评价的隐患，会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如武汉锅顶山垃圾焚烧厂。我们

将学生分组，有的组扮演地方环保局、企业管理当局、企业周边居民，企业管理当局扮演者将项目评估的

环评报告做的很好，利用各种手段俘获地方环保局，实际污染很大，严重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罹患癌

症，地方环保局声明没有影响，居民的对抗性反对，不让其焚烧垃圾，理由是环评报告不合格，居民与企

业几乎达到势不两立。垃圾焚烧企业扮演者发现靠政府庇护不能掩盖环评不合格事实，居民扮演者既

不相信政府也不相信企业，因为环评报告与实际不相符，与环保ＮＧＯ组织联合，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企
业违规经营，同学们认真学习新环保法，加深了项目评估的公众参与的理解。

２．３　他人观点的评判
项目评估中，有很多专业术语和专业背景，学生没有亲身经历，对三个阶段环评报告好坏的判断感

到生疏与神秘，提出问题让学生互相评价他人观点可以增强学生感性认识，也可提供寻求正确判断的路

径。学生课前阅读老师准备的案例资料和预留问题，各组同学推选主讲的学生，主讲学生认真阅读、归

纳能力强，多数学生不认真。学生只是知道反对垃圾焚烧，却不能指出垃圾焚烧这类项目环评中以及期

后环评存在的问题，提供类似企业项目评估的建议，需要多多实地调研加以弥补课堂知识的不足，以期

待将来提升理论与实践能力。

２．４　案例讨论效果评价
教师对学生的案例讨论效果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既是对成绩优异学生的肯定，也是对后进学生的

鞭策。学生很在意他人尤其是老师对自己的肯定评价。当然，学习效果的评价还应包括学生个人的自

我评价和学生互评，这样才能做到客观、公正，才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３　案例教学的综合能力
实施案例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自我学习能力、分析能力、综合运用能力和自我评价能力。评价主

体多元化，是保证项目论证与评估案例教学需要评价客观、公正的前提，更需要学生和教师在案例教学

评价中进行互动。教学评价既包括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评价，也包括对教师教学情况的评价。

３．１　教师对学生的评价
教师对学生案例分析和讨论阶段分别进行评价，看学生是否认真阅读资料，了解案例湘潭垃圾焚烧

场和武汉锅顶山垃圾焚烧厂的情况，对其项目论证与评估项目前评价、项目中评价、项目后评价中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实际落实的、公众参与不足及缺陷的了解。

３．２　学生互评
在案例教学中，教师让学生之间通过撰写案例分析报告进行匿名互评，培养学生公平、公正的判断

能力，还能促使学生在评价他人的学习过程中找出自己的不足，提高自己的阅读能力、分析能力、归纳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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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升学生自身学习效果。

３．３　学生自评
学生自评，即让学生自己做评价主体，对自己的案例阶段学习情况进行评价，让学生自己找出其不

足，提出改进方法，培养学生的学习反思能力，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增加阅读相关“项目论证与评

估”公众参与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文献，提高其自身的判断力。

４　需要处理好的几对关系
４．１　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的关系

理论与案例教学的关系是通过理论指导案例学习、通过案例挖掘理论，二者互相促进。教材一般从

理论篇讲起，并且始终贯穿着行业项目论证，缺少鲜活案例，学生读书难免产生枯燥感。教师能将项目

论证与评估课程讲得很生动有趣，究其原因就是以案例来吸引学生的注意、以问题来启发学生思考，因

而，项目论证与评估课程也需要通过实务来挖掘理论，以真实的案例来吸引学生思考公众参与对项目环

境影响评估的影响，提高学生自我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在案例讨论和讲解中贯穿理论，引导学

生弄清理论依据，使学生对案例的辨别和处理做到不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４．２　教师课堂案例点评与课外指导的关系
教师课堂案例的挑选必须与时俱进，提高学生阅读教学案例的兴趣，与课外指导的关系应该是课堂

案例点评、把握全局，课外个别答疑，二者相得益彰。课堂案例教学是整个教育的核心，教师抓住了４５
ｍｉｎ的课堂就等于抓住了教育的本质。教师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讲精粹，对学生讨论的指导、点评要把
握好全局。项目论证与评估课程的课时一般３２课时左右，课时不多。爱学习的学生希望老师课堂讲
细、讲精，不爱学习的学生希望老师课堂讲点精华，案例最受欢迎，对理论性的内容则没有兴趣。毫无疑

问，无论哪种学生都希望学到精华，老师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就要讲案例精华。学生都知道，自己琢磨好

久的内容老师一句话就点通了，因而需要老师在课外随时答疑解惑。

４．３　课堂案例学习与课外学习的关系
课堂案例教学的课时有限，老师课堂教学要照顾多数学生，学生只有课堂学习是不够的，必须有课

外学习。而课外学习的方式有多种，讨论相关案例问题是学习，向学姐学长请教也是学习，浏览与课程

相关新闻也是学习，网上听课也是学习，老师要善于留案例悬念让学生课外去捕捉最新信息。当然，学

生课外学习需要老师指导，老师要牺牲一些课外时间。实践证明，通过课内案例学习和课外学习的结

合，学生能对课题讲授的知识领会和掌握得更快，教学效果上去了，即使老师牺牲课外时间，但也能享受

案例教学效果的成就。

５　结论
项目论证与评估课程实施案例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知晓项目评估中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应该贯

穿项目前评价、项目中评价、项目后评价，如果没有引起项目投资方、评价方足够重视，就会造成投资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合格通过，环境事故却频频发生；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项目论证与评估中环境影响评估

公众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了解当前国家法规、实际落实情况，以及我国项目后评价中公众参与情况，提

高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每个学生对项目论证与评估中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情感体验不一样，对

其案例的分析角度不同，案例讨论阶段表现出来的实践能力水平也不一样，因此对案例学习情况的考核

评价要注重学生在课堂案例分析和讨论阶段的表现情况，对学生的平时课堂学习表现、进步进行客观、

公正的评价。教师对案例学习情况进行评价；学生之间互评即通过撰写案例分析报告的形式进行匿名

互评，培养学生公平、公正的判断能力；学生案例学习的自评，对自身学习进行总结，培养学生反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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