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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已越来越凸显其严峻性，在高校化学教学中渗透环保知识

的教育，是发挥学科优势的体现，是素质教育的需求。化学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在化学教学中进行环保教育和

培养学生环保意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在化学课堂教学、实验实训、课外活动中渗透环保教育，增强年

青一代的环境保护意识，增强对自然、人类的责任感，树立可持续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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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人类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保护环

境和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

战略，是全人类共同的任务。作为一名长期从事高

校化学教学的教育工作者，认为无论是对化学专业

还是非化学专业的学生，在化学教学中都应适时适

度地融入环保教育，把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思想贯

穿到学科教学中去，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形成良好

的环保行为习惯。

) 化学教学与环保教育

)1 ) 化学教学中融入环保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人类的生存环境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随着

工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大量化学污染物质进入人

类生态系统，已经对全球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

威胁，严重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2 ) 3。人类在充分享

受现代文明的同时，面临着人口的压力、资源的短

缺、环境的恶化和生态危机等一系列的世界性难

题。人们已日益感受到了生态环境破坏给人类生存

带来的巨大威胁，如大气污染、臭氧层破坏、温室效

应、海洋污染、近海赤潮、湖水干涸、淡水资源枯竭和

污染、水土流失、沙漠化、森林锐减、物种的灭绝、生

物多样性锐减等，不仅使国民经济受到巨大损失，同

时也威胁到人民的身心健康，危及人类生存与社会

进步。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保证，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做到合理开

发资源、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资源，同时还要保护好环

境，千万不能陷入先污染后治理或边污染边治理、边

治理边污染的怪圈，治理的速度终究赶不上污染的

速度。社会的进步，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科学技术

的高度发展，不应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应该是美

化环境的先导。

化学是一门基础自然科学，与环境密切相关，化

学中环境保护素材十分丰富。环境污染与环境保护

往往都包含了一定的化学因素，许多污染物的成分、

特性、形成过程、对人类生产生活和环境的危害以及

如何防治等都与化学有密切联系，而化学不仅在资源

开发上能发挥重要作用，在资源的综合利用以及环境

保护方面同样有着重要作用，在化学教学中渗透环保

教育，进行生态环境危机教育，就是要转变学生的思

想观念，树立新型的自然观和可持续发展观 2" 3。化学

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在化学教学中进行环保教育和培

养学生环保意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 " 化学教学中融入环保教育是开阔学生视野，提

高学习效果的有效形式

在高校化学教学中，仍然要注重环保知识的渗

透和融入，不能认为学生在初高中学习化学基础知

识时，老师或多或少讲过些环保知识，就没有必要去

讲了，这是一个误区。由于初高中课程的紧凑性安

排，学生负担较重等原因，在实际的教学中老师对结

合教材联系实际介绍环保知识未能引起足够的重

视；另一方面由于升学的压力，只重视课程成绩，对

收稿日期："$$* & $- & )+
作者简介：付洪涛（).*$ & ），女，雅安职业技术学院宣传统战部部长，讲师。

第 !" 卷第 # 期

!$$% 年 "! 月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456789: 5; <=>?98@ A5::B@B·C9D679: E>=B8>B FG=D=58
H5:1 ")IC$1 ’
JB>1 ，"$$*



·!"#·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 卷

于介绍环保知识、培养环保意识并不能在考试分数

上得以多少体现，因而在教学中就会不够重视，削弱

了化学学科中融入环保教育的优势特点。进入高校

学习，学生更多了一份学习的自由性、广泛性，相比

高中而言，题海战术、填充式灌输等形成的学习压力

大大缓解，而大学生也迫切需要涉取教材以外的其

他知识，特别是联系现代社会发展的相关知识。

在大力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应该把培养

学生环保意识作为化学教学的一个重要目标。化学

教学与环保教育的有机结合，有利于学生巩固化学

知识，了解环保知识，并使之相互渗透，引起学生浓厚

的兴趣，激发创新性思维，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又能活跃课堂气氛，提高教学效果。在

化学教学中，将环保知识渗透到相关的教学内容和

实验实训中，使学生懂得某些化学污染物的组成、性

质、迁移、变化及归宿的规律，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活

动，培养学生良好的环保道德和环保行为习惯，增强

他们关心自然、关心社会、关心人类的社会责任感，树

立环保意识、绿色意识和人类生存发展意识 $% &。

’ 在化学教学中融入环保教育的途径

’( ! 在课堂理论教学中渗透环保教育

化学教材中潜在环保教育的因素很多，这就要

求化学教师科学地、巧妙地、合理地结合教材中的教

学内容，适时、适度、适量地对学生进行环保教育，并

要注重结合现实生活中的实例来加深印象、拓宽视

野。

比如在氧族元素的教学中，介绍酸雨的形成及

危害，说明大气中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酸性污

染物是形成酸雨的主要物质。在现代化工业大生产

中，特别是由于燃煤和石油的大量使用，把大量 )*’

排放到大气中造成环境污染，!+,’ 年 !’ 月发生在

英国的震惊世界的“伦敦烟雾事件”就是此例。

在氮族元素的教学中，讲到氮及其化合物时，介

绍 -# 和 -*’ 有很大的毒性，是污染大气的主要污

染物，并介绍历史上氮氧化物引起的光化学烟雾事

件，如 !+"% 年 + 月发生在美国的“洛杉矶烟雾”就是

光化学污染的典型事件；讲到磷及其化合物时，介绍

氮、磷等化肥知识，既介绍化肥对农作物生长的积极

作用，又介绍其对农产品、土壤、水体造成的污染；讲

解 “赤潮”现象，结合实例，介绍今年 , 月 ’. 日的太

湖水域蓝藻爆发，引发居民用水危机，还有滇池蓝

藻、安徽巢湖蓝藻等的大面积出现，这些危害环境现

象的发生就在于人类活动对自然界氮磷循环的改变

而造成。在碳族元素的教学中，向学生渗透 /*’ 循环

对生态系统的作用及 /*’ 与 “温室效应”的关系；介

绍 /* 是人类向大气排放量最大的污染物，主要来

自燃料的不完全燃烧；在硅和硅酸盐工业的教学中，

使学生了解硅和硅酸盐等无机非金属材料在人们日

常生活和生产的广泛应用及重要性的同时，介绍粉

尘的污染及其危害；介绍玻璃作为玻璃幕墙带来的

光污染危害。

在硬水软化一节中讲硬水对人类及工业的危

害，使学生了解水资源的有限性，介绍工业废水、生

活污水的任意排放造成水体污染、水质恶化以至给

人类造成灾难的实例，比如日本 !+,0 年曾因含汞废

水通过生态系统食物链的转移、循环和累积而发生

了震惊世界的“水俣病”事件。’##, 年 !! 月 ’% 日受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爆炸事故影响，松花江发生

重大水污染事件，太湖蓝藻水污染事件，近年来黄河

流域内的重大水污染突发事件等，使学生增强节约

用水、防止水体污染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在原电池

和电极电势一节中，介绍电池中含有一些对人体有

毒、有害的汞、镉、铅等毒性较大的物质，如果使用完

的电池不进行妥善的保管和处理的话，水源和土地

就会受到污染；另一方面，废旧电池中的铜、锌、石墨

等金属和非金属材料又可进行回收，得到有效的重

复利用，号召同学们不要乱丢弃废旧电池，倡导回收

利用，变废为宝，减少污染。

在有机化学烃类教学中，融入石油炼制和煤的

综合利用及有关能源危机的知识；介绍汽车尾气是

现代社会城市中的主要大气污染物；在讲解烯烃时，

介绍白色污染，由于塑料垃圾、一次性塑料餐盒等废

弃后难降解而造成对环境的大量污染。

在卤代烃教学中，介绍臭氧层空洞的形成和危

害，引起臭氧层被破坏的主要因素有氟里昂（氟氯甲

烷类化合物 /1/2）和含溴化合物哈龙的大量使用，

我们熟悉的灭火剂中就含有哈龙，冰箱和空调的制

冷剂中就含有氟里昂。为了保护臭氧层免遭破坏，我

国于 !++! 年加入了蒙特利尔国际公约，并承诺在

’#!# 年停止生产和使用消耗臭氧层物质。

芳香烃、醛类等教学中，在讲多环芳烃时要特别

强调 %3 " 苯并芘是已被确认的致癌烃，它来源于使

用食用油煎炸食品和烟草燃烧，来源于各种燃料燃

烧和内燃机排放的尾气中，导致国内外一些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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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空气污染；介绍室内装饰材料及家具的污染

是目前造成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方面，油漆、胶合

板、刨花板、泡沫填料、内墙涂料、塑料贴面等材料均

含有甲醛、苯、甲苯、乙醇、氯仿等有机蒸汽，这些物

质都具有致癌性；介绍吸烟危害健康，已是世界公认

的事实，经燃烧产生的烟气中含有许多强致癌物质

和有害物质，造成空气污染。

总之，在课堂教学中，注意教材的相关内容与环

境保护知识的有机结合，并适当列举一些环境污染

的典型公害事例，比如意大利塞维索化学污染事故、

美国三里岛核电站泄露事故、墨西哥的液化气爆炸

事故、印度博帕尔农药泄漏事故、原苏联切尔诺贝利

核电站泄露事故、莱茵河污染事故、海湾战争造成的

环境污染等，加深学生印象。

#$ # 在化学实验教学中体现环保教育

化学实验教学是对学生进行环保教育的有效载

体，不仅可以使学生观察到用语言难以表达清楚的

实验现象，增强直观的感性认识，而且能培养学生观

察、描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 % " &。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巩固化学知识，

了解环保知识，并使之相互渗透，帮助学生形成良好

的道德水平，形成环境保护的责任感和良好习惯。

#$ #$ ! 控制试剂用量，规范实验操作

实验需要使用各种试剂，会排出相当数量的成

分复杂的废物、废水和废渣，它们不仅对实验室环境

造成一定威胁，也对周围环境构成一定危害。试剂

用量过多，不仅会造成药品浪费，也会使有些实验失

败，更严重的是造成环境污染。在化学实验中，要减

少药品用量以减少废弃物，从而尽量减少实验产物

对环境的污染，如在进行铜与浓硫酸、浓硝酸反应

时，用铜片与浓酸的反应不易控制，极易造成 ’(#

气体污染大气，但若改用铜丝，只要观察到现象，就

可随时抽出结束反应。有些反应还可以考虑用点滴

板或滤纸代替试管，可减少药品用量，如：指示剂与

酸、碱作用的实验，显色实验等可放在点滴板中进

行，检验乙醛可放在滤纸上完成等，这样就可减少药

品用量。在实验中，无论是演示实验还是学生实验，

教师都要言行一致，起好表率作用，在教学中要求学

生做到基本操作正确而规范，使学生在药品的取用，

物质的称量、加热，液体的量取、转移、过滤，玻璃仪

器的洗涤、制备装置的安装等基本操作做到动作准

确、操作熟练、运用灵活。

#$ #$ # 妥善处理废弃物，减少环境污染

化学实验中废弃物的处理应根据“安全废弃，分

别处理，变废为宝”的原则进行妥善处理。产生有毒

气体的实验，要采取封闭体系进行，防止有毒气体泄

漏污染空气，危害师生健康。对有害尾气要增加吸收

或转化装置，根据气体的化学属性，用吸附、吸收、氧

化、还原、分解、萃取、电解等方法来进行适当处理，

不能任意排入大气中，同时应有效使用排风装置，保

持室内空气流通。例如，氯气、二氧化硫、硫化氢、二

氧化硫、二氧化氮等有害气体都可以用碱液或水吸

收，氯化氢、氨气可用水吸收成稀酸或氨水后存用。

实验中产生的废液或废渣，应倒入指定的废液回收

桶 )瓶 * 中，经统一处理后再行排放，严禁将废液、废

渣直接遗弃或倒入水槽，防止有毒物污染空气和水

源。这样做既保护了环境，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从一点

一滴做起，养成保护环境的良好习惯。

#$ #$ + 改进化学实验设计，推广微型化学实验

积极探索微型化学实验改革，微型化学实验具

有操作简捷、反应迅速、现象明显、节省药品、污染小

且安全的优点。实验微型化、药品微量化使化学实验

的排污量大大减少，产生的有害物质较少，有利于环

境保护，是当前国际化学实验教学改革的重要趋

势。例如，碘的升华实验，可进行如下设计：取一软质

玻璃管，放少许碘晶体于其中，封口，实验时，用酒精

灯微热玻璃管盛碘的一端，观察管内发生的现象。此

设计既能清楚地看到现象，同时也消除了碘对环境

的污染。在教学中，应根据实验的内容、目的、现象和

定量要求等进行选择，使常规实验和微型实验相结

合，两者取长补短，这样可以发挥更好的教学效果。

#$ #$ " 精心选择实验项目，合理安排实验内容

在实验项目的选择上，可根据大纲要求，尽量选

择低毒、污染较小、价格相对便宜的实验。实验过程

中尽可能使用或使生成的物质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无

毒或毒性很小，如：用 “硫代乙酰胺”代替有毒的 “硫

化氢”做阳离子沉淀实验；用“三氯化铁”代替“硝酸”

清洗银镜反应的试管避免产生有毒的 “二氧化氮”；

用“煤油”代替“四氯化碳”消除由于“四氯化碳”逸散

到空气中生成有毒的 “光气”；有机实验中，用 “肉桂

酸”代替“喹啉”，避免了“硝基苯”，“苯胺”等致癌、有

毒试剂，用“溴乙烷”代替“苯”，用“! , 溴丁烷”代替

“溴苯”，避开了“苯”、“溴”等对空气污染大的有毒试

剂。

+ 开展课外环境教育实践活动，提高

付洪涛：在高校化学教学中融入环保教育的实践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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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意识

课堂教学是对学生进行环保教育的主阵地，课

外活动是课堂教育的很好补充。教师可组织学生开

展丰富多彩的环境教育活动，做到寓环境教育于实

践活动之中。比如组织学生参观当地水泥厂、造纸

厂、啤酒厂及一些化工厂，了解污水的排放和处理方

法，了解生产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以及进行环保

的必要性，调查家乡河流的污染状况等，这样，可以

让学生亲身体验周围环境的污染程度及环境污染的

危害性，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还可结合目前国内

外形势和环境科学的热点问题，不定期给学生举办

环境知识专题讲座，如：世界著名的八大公害事件、

吸烟与健康、温室效应、酸雨的形成与危害等，不仅

可以开阔学生视野，同时也使学生受到良好的环境

教育。另外，还要鼓励学生组建环保方面的学生社

团组织，并积极开展和参与社团活动，比如清扫白色

垃圾、捡拾废旧电池、保护母亲河行动、参加整治市

容市貌活动等，还可利用与环保相关的一些节日，如

$ 月 ## 日世界水日、" 月 ## 日地球日、% 月 $! 日世

界无烟日、& 月 % 日世界环境日、& 月 !’ 日世界防治

荒漠化和干旱日、!( 月 " 日世界动物日等，开展丰

富多彩的宣传教育及实践活动，让学生从课堂走向

社会，走向实践，成为保护环境、创造人类美好环境

的文明使者。同时利用学校的校园网、黑板报、宣传

栏、广播站等多种媒体，大力宣传环保知识，使更多

的学生参与到环保活动中来。通过多种形式、多种

途径扩大环保教育的影响，营造环境教育的良好氛

围，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养成良好的环保行为习

惯。

" 教师要注重加强相关知识学习，提

高自身素质

一是化学老师要有很强的环保意识，要有强烈

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言传身教，在做好表率的同

时，利用各种机会，从多种角度、以多种形式对学生

进行环境知识的宣传教育，以培养学生良好的环保

道德和环保行为习惯。二是做环境保护的有心人，平

时应多收集、积累环保信息、重大的环境事件、环保

法规和典型科技成果，并将这些素材分类整理、编

辑，根据化学教学内容，结合知识点，善于恰当地处

理教材，把收集到的材料自然渗透到教学中，使化学

教学更为生动活泼。三是要加强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的学习和应用，制作多媒体课件，运用多媒体、图片

等教学手段传授环保知识，变枯燥乏味的空洞说教

为直观形象，学生乐于接受，教学效果事半功倍。

% 结语

化学教学应成为环保教育的有效载体，结合学

科特点，在化学教学中加强环保教育，把走可持续发

展道路的思想贯穿到学科教学中去，这种教育必将

对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产生潜移默化、滞后生效的影

响作用，环保意识的不断渗透和深入，必将对人类经

济社会的良性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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