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６卷 第２期
２０１４年２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６Ｎｏ．２
Ｆｅｂ．２０１４

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课程群设置探讨 ①

孙晓杰，王敦球，游少鸿，肖　瑜，廖　雷，魏建文，刘　杰
（桂林理工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广西 桂林５４１００４）

摘　要：针对西部地方高校的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课程建设与教学相对薄弱问题，探讨了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课程
群的设置。主要介绍了课程群体系设置的动因、基本思路和教学内容的整合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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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程是环境工程学科技术体系的

重要方面，是环境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也是从事环

境工程事业的技术人员必须掌握的专业知识［１］。然而由

于各种原因，我国环境高等教育更多的关注水污染控制，

而固废的课程建设及教学研究相对薄弱。广西区高等院

校在固废污染控制课程建设及教学方面的基础相对更加

薄弱。广西是有色金属之乡，矿业工业发展比较迅速。

矿产资源在广西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矿产

资源的不断开发，使矿山固体废物，相应的工业固体废物

问题日益突出。同时，广西也是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业大

省，产生诸如蔗渣之类的农业固体废物。因此，如何搞好

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课程的教学，促进广西高校环境工

程专业设置和结构趋向更加合理，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

和创新精神，提高学生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培养出社会

急需的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方面的高素质人才，对于广

西乃至全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课程群建设已成为高

校课程教学改革的一种有效途径［２］。近年来我们以固体

废物处理与处置为核心设置课程群，通过优化课程群结

构和课程内容，实现课程群体系化、教学内容科学化和教

学顺序合理化。

１　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课程群设置的动因
固体废物污染加重现状对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课程

教学提出了新要求。传统固体废物的处理方式主要有焚

烧处理和填埋处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固体废物的

产量和种类不断增加。对传统的处置和利用技术产生了

一定冲击。例如，最近１０年电子废物是增长量最为迅速

的固体废物。其独特的结构特点要求新的处理工艺。因

此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技术也不断的丰富，如何用有限

的学时介绍更多的处理处置方法和应用实例；如何进一

步解决实际工程中的问题等都是需要认真对待并逐步解

决的问题。因此，当前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工程教学，存

在着课程体系和知识老化的问题。此外，相关课程之间存

在着内容重复等问题。说明课程体系亟待与时俱进，适

应高等教育的发展。

培养创新型固体废物处理工程应用人才需要更新教

育观念。目前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教学存在偏重理论传

授的问题，而对如何由理论到实践这个环节的动手能力

培养关注不够。

因此，如何突出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主干课程，实

现课程体系的整合与优化，实现不同课程之间知识的会

通和衔接，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成为

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固体废物教学改革已有不少

成果［３－５］，但关于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课程群的探讨却

少有论述。我们申请了广西区课程建设项目，从固体废

物处理与处置核心课程入手，兼顾固体废物环境科学与

技术学科发展现状，把基础理论知识、学科前沿知识、综

合应用能力有机地组合和融合，构建固体废物处理与处

置课程群，实现了课程体系的优化与整合。

２　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课程群设置的基本思路
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课程群设置的基本思路是 “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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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基础、重视更新、强化实践”。

“巩固基础”，是反映固废环境科学与技术学科原理

和基础的课程。根据重要性分为限选课（包括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和必修课（包括环境

监测、环境工程技术经济学、环境微生物学及物理化学

等）。其中，为了学生尽早了解环境工程的专业情况，提

高学生学习环境专业的积极性，将第二学年所上的限选

课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替换成必修课环境科学概论，

并在第一学期开课。这对于解惑大一学生对专业的迷

茫，尽快找到努力的方向有很大的帮助。

“重视更新”，是反映固废环境科学与技术最新进展。

随着我国环境污染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固体废物无

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对建设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

有着重要作用。“十一五”期间，我国涌现出许多固体废

物处理处置与资源化利用的新技术、新工艺与新设备，因

此在教学过程中更新内容，让学生学到最新知识。

“强化实践”，是反映固废环境科学与技术学科实验

和实践的课程。为了强化实验环节，将环境监测和环境

工程微生物的实验专门设为两门实验课，增加固体废物

处理与资源化方面的实验，如堆肥实验、填埋实验等，强

化教学效果。此外，在增加生产实习时间的同时，增加固

废方面的实习时间，使学生体会解决实际问题的步骤、方

法，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３　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课程群的教学内容整合
为适应固体废物处理处置与资源化利用技术的迅速

发展，解决固废教学时数相对减少的矛盾，我们通过删减

老旧知识、减少重复内容、协调课程群内课程的关系，建

立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化课程群体系，总体上实现教学

内容科学化和顺序化的目标。如删减固废土地耕作处

置、海洋处置等内容；将危险废物中的放射性固废安排在

物理性污染控制这门课程详细讲授；将污泥处理安排在

水污染控制工程中详细讲授；农业固体废物则安排在农

业环境保护课程的农业废弃物污染治理及综合利用技术

中讲授。适当增加了固废处理新工艺，比如，填埋方面，

增加生物反应器填埋的内容。基于建设环境友好型和资

源节约型社会的要求，特别增加了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

方面的内容，如工业固体废物方面的电石渣制备水泥钙

质原料技术，钢铁生产熔渣制备复合硫铝酸盐水泥技术

等；危险废物方面电子废物资源化处理技术、焚烧飞灰资

源化利用技术等等。这样就形成了以固体废物处理与处

置为主要核心课程，以水污染控制工程、物理性污染控制

工程、农业环境保护等为辅助核心课程的固体废物处理

与处置课程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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