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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等学校环境类专业是培养从事环境科学方面研究、管理、规划、工程、教育等高级人

才的主要途径。本文以内地和香港地区 8 所高等学校为例，比较分析了它们在环境类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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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设置、课程设置方面的特点和差别。特别对课程设置中的一些问题，如课程的统一与

自由设置、实验和实习课程以及各高等学校环境类专业的特色建设方面进行了讨论。 

引言 

环境问题是当前普遍关注的全球问题之一，其解决一方面有赖于民众环境意识的提高，

另一方面有赖于一批致力于环境研究、解决和教育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士，这些知识的获

得往往需要接受环境类专业的高等教育。 

 

中国内地高等学校环境类专业教育始于 80 年代，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定规

模。1998 年设置了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本科阶段设置了环境科学、环境工程和生

态学 3 个二级学科，其中生态学也可设在生物学科下；硕士、博士阶段则只设置环境科

学、环境工程 2 个二级学科。虽然环境类专业设置的时间并不长，但不同学校在环境类

专业的设置和课程安排进行了一些探索，结合学校自身特点、师资情况建立了自己的课

程系统，已经培养了大批环境科学与工程的博士、硕士和学士，大多已经成为中国环境

保护事业的骨干力量。 

 

我国设置环境科学和环境工程专业的高等学校很多，虽然成立了教育部高等学校环境科

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来指导和协调各高校在课程设置、教学等工作，不同的学校在

环境科学和工程方面以及相关学科的师资情况差别很大，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中还是存在

一定的差异。本文选取了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 8 所高等学校，对其环境类专业课程设置

情况进行比对分析，以期找出一定的规律和特点，为环境类专业学生的培养提供一些参

考。 

1、高校性质和背景与环境类专业课程体系比较 

8 个学校根据其性质可以分成综合性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辽宁大学)、师范性

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工科性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哈尔

滨建筑大学)。学校的性质影响了该校专业的设置，综合性大学和师范性大学着重于环境

科学专业学生的培养，而工科性大学则往往培养环境工程专业的学生。环境科学专业强

调环境科学理论知识体系和基本技能的学习和训练，培养从事环境科学研究、教学和管

理方面的高级人才；而环境工程专业则着重于环境工程设计、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

体系、应用技术和技能的训练，培养环境工程设计、施工、污染控制、环境管理等方面

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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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培养目标不一样，环境工程和环境科学专业课程体系差别很大，除少数几门课程(生

物学/环境生物学、环境科学概论、环境质量评价)相同外，其余的很少有相同的课程(表

1)。 

通过对 8 个学校两个环境类专业课程的比对分析，环境类专业的课程可分为 5 类：基础

科学类课程(与环境科学相关的数、理、化、生的基础课程)、工程基础课(主要是环境工

程相关的工程基础课)、环境类基础课(涉及环境要素的课程，或者说是其它学科应用于

环境的课程系统)、环境类专业课(涉及环境问题解决的课程系统，即环境的监测、评价、

管理、污染控制类的专门性课程)、其它课程(与环境科学或工程相关的其它专业课程)。 

从基础课程来看，环境科学专业比较重视相关的传统学科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学习和

训练，尤其是生物、化学方面的基础课程基本上是开设环境科学专业几个学校都有的，

部分学校根据自身的师资还开设了地学方面的基础课程。环境工程专业则较少的开设这

些基础课程，除环境生物学外，基本上很少有传统学科的基础课程，代之以开设工程基

础课，强调这些基本知识和理论在工程实践中的应用(表 1)。 

在环境类基础课方面，环境科学专业都开设了环境科学概论/导论，对于各环境要素(大

气、水、土壤、噪声等等)，各高等学校根据自身的师资等条件有所选择。同样，对于一

些与环境交叉的学科，各学校也是有选择地开设，如部分学校开设环境伦理学、环境法

学、生化毒理学、污染生态学等等。 

在环境专业方面，环境质量评价、环境监测、环境管理与规划以及环境工程/概论，个高

等学校环境科学专业里基本上都设置了。一些学校，还将环境工程细化，分别针对大气、

水、固体废弃物、噪声等开设相应的工程课或者污染控制课程。环境工程专业则多是开

设具体的工程治理方面的课程。另外一些学校也增设了其它环境专业课程，比如香港中

文大学的环境生物技术，华东师范大学的环境教育、生物监测。部分学校开设了反映环

境科学最新进展的课程，如香港中文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开设的环境科学进展讲座，华

东师范大学开设的清洁生产与 ISO14000 也是应当前对清洁生产和 ISO14000 论证需要而

专门开设的课程。 

在其它课程方面，部分学校开设了与环境科学相关的其它学科的课程，如香港中文大学

开设的生物技术、分子生物学、保护生物学等等，反映了学校在污染对生物的影响方面

比较关注。华东师范大学开设的系列生态学方面的专业课程，也反映该校在生态学方面

的背景。 

总体来看，环境科学专业与环境工程专业在课程设置方面有很大的差别，比较明显的是

环境科学专业开设的基础科学类课程、环境类课程比较多，而环境工程专业在很强调工

程类课程，甚至环境类的课程也很少(表 1)，这说明工程类专业的共性较强，较多地体现

在工程背景方面，环境工程只是在原来工程背景(如给排水、工民建、化学工程等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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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增加了一些环境方面的理论和知识。而环境科学专业则强调较宽的基础学科知识、

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反映了学科综合性较强的特点。 

表 1 八个高等学校环境类专业课程设置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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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香港中

文大学 

中山 

大学 

辽宁 

大学 

华东师

范大学 

东北师

范大学 

哈尔滨建

筑大学 

华南理

工大学 

香港理

工大学 

 环境科学专业 环境工程专业 

基础科学课                 

生物学概论/环

境生物学 
ξ √ √ √ √ √ √ √ 

生物化学 √ √ √ √ √          

生态学 √ √ √ √ √          

无机化学 √ √ √ √ √    √    

有机化学    √ √ √ √    √    

分析化学    √ √ √ √    √    

微生物学/环境

微生物学 
√    √ √             

地质学/地球科

学概论 
         √          √ 

水文学/环境水

文学 
         √    √       

物理化学                √ √    

                           

基础工程课                         

电子与电子技

术 
               √ √    

化工原理                √ √    

建筑给排水工

程 
               √ √    

工程测量学                √    √ 

水文地质学                √       

材料力学                √       

土建工程                √       

工程经济学                √       

特种水处理技

术 
               √       

给排水工程序

设计 
               √       

水力学                √       

工程力学                   √    

流体力学与传

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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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质与分离工

程 
                  √    

土建概论与环

境工程施工 
                  √    

化学分离工程                   √    

材料学                      √ 

结构机械学                      √ 

结构分析与设

计 
                     √ 

工程数学与分

析 
                     √ 

高速与传输工

程 
                     √ 

工程数学                      √ 

设计学                      √ 

绘图学                      √ 

建筑材料                      √ 

                           

环境类基础课                   

环境科学概论/

环境学 
√ √ √ √ √    √ √ 

环境卫生学/医

学/健康 
√    √ √ √ √       

环境经济学    √ √ √ √       √ 

环境毒理 √    √ √ √          

环境化学 √ √    √          √ 

环境仪器分析 √    √    √ √       

土壤环境学/环

境土壤学 
√ √    √             

环境伦理学       √    √          

环境物理学       √    √          

生化毒理学 √                      

毒理学研究方

法 
√                      

大气环境学    √             √ √ 

水体环境学    √                   

环境法学    √       √       √ 

环境生理          √             

环境水化学          √             

污染生态学          √             

噪声环境学                      √ 

环境系统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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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类专业课                         

环境质量与评

价 
√ √ √ √ √ √ √ √ 

环境监测 √ √ √ √ √    √    

环境管理与规

划 
√ √ √ √ √       √ 

环境工程/概论    √ √ √ √          

水/废水处理/

控制 
      √ √ √ √ √ √ 

固体废弃物处

理/控制工程 
         √    √ √ √ 

空气和(或)噪

声控制原理 
            √    √ √ 

生态工程       √ √ √          

GIS 与应用/环

境信息系统 
   √    √ √          

环境科学进展

讲座 
√       √             

环境生物技术 √                      

工业环境化学 √                      

化学处理过程 √                      

环境科学研究 √                      

环境教育          √             

生物监测          √             

污染控制微生

物学 
         √             

近代监测技术          √             

环境影响评价

进展 
         √             

清洁生产与
ISO14000 

         √             

                           

其它课程                         

生物技术 √                      

海洋生物学 √                      

分子生物学 √                      

保护生物学 √                      

城市环境问题 √                      

生物多样性与

资源保护 
         √             

城市生态学          √             

生态设计          √             

植被生态学          √             

遗传生态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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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生态学          √             

资料来源：香港中文大学(www.cuhk.edu.hk/ens/programme/index.html)；香港理工大

学、华南理工大学、中山大学(曾宝强、成文, 1999)；东北师范大学、辽宁大学、哈尔

滨建筑大学(曾宝强、刘静玲、盛连喜, 未发表资料) ；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环

境科学(本科)教学计划, 未发表资料] 

2、内地与香港高校在环境类专业课程设置的比较 

中国内地高等学校的办学体系与香港地区高校有较大的差别，反映在课程设置上也有许

多不同。 

内地高等学校的专业和课程设置，教育部有专门的指导性或指令性文件。近年来教育部

成立了 29 个教学指导委员会，目前已是第三届(2001-2005)。2001-2005 年教育部高等学

校环境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下设两个分委员会：环境科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

会和环境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指导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讨论教学以及教材建

设、课程设置方面的问题，并提出指导性意见。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教材建设，指导委

员会中有高等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做联络员，出版一些具有"统编"性质的教材，如在高等

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21世纪系列教材，基本上都是在教学指导委员会建议和主持下进行的。

同时在相关的专业学会下，也有教育委员会，如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教育委员会、中国生

态学会教育委员会，也针对专业教学过程中的问题进行讨论、开展活动，并提出措施。 

由于内地有统一的相对权威委员会的指导性建议，高等学校在环境类专业的基础课和专

业课的程设置方面有很大的相似性。如基础课围绕组成环境科学的要素，强调化学、生

物、地学等方面，不同的学校只是根据学校本身的特点有所偏重和强调，在专业课的设

置方面也有类似之处，有些课程是必须开设的。在选修课方面各学校有较大的自由，基

本上使根据学校的师资情况设置，并根据社会对毕业生的要求而有所调整。 

香港高等学校的办学模式不同，不同学校在课程设置方面没有指令性或指导性文件，主

要是根据学科发展、市场需求、学校特点进行专业课程的设置。不同学校之间课程设置

的相似程度要低于内地高等学校之间。 

另一个值得指出的是，香港高校环境类专业很注重学生动手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基础课

和专业课大多有相应的实验课配套，如香港中文大学实验课程的学分达到总学分数的

1/5。而在内地高校中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实验内容比较少，并且大多作为课程的一部分开

设的。反映了在实验室建设方面，由于教学经费投入不足，内地和香港地区存在较大的

差别。近年来，虽然内地高校看到了这种差距，努力改善教学实验条件，不少学校在当

地政府贴息贷款的扶持下，从银行贷款专门用于改善基础教学实验条件，如华东师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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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2000 年从中国农业银行贷款 3000 万元，专门用于改造本科一、二年级的实验室，添

置和更新实验仪器，在这个过程中，环境类专业实验室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这

些设备要发挥在学生培养方面的效果，尚需在课程设置、师资建设方面作较大的调整。 

3．讨论与思考 

3.1 课程的统一与自由设置 

内地教学指导委员会的设立以及各种指令性、指导性文件对于规定基本的教学内容有一

定帮助，但也容易导致不同学校之间培养计划、课程设置的雷同，使得培养的学生有相

同的知识背景，看不出学校的特色，同时对市场需求的反应太慢。如何在这种统一的基

础上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以适应需要是内地高等学校在课程设置方面需要面对的问题。

以华东师范大学环境科学(本科)专业为例，自 1986 年成立环境科学系以来，多次对教学

计划进行过大的改革，目前使用的是 2000 年完成的新教学计划。这次改革也是根据社会

对环境专业学生的需求而定的，总体集中在两个方面：理论和应用并举，提高选修课程

的比重。尤其是加大选修课的比重，选修课达到 32 个学分，其中 6 个学分必须选修文科

的课程。26 个学分的选修课根据性质又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系列。微观系列强调学生的

污染控制方面的训练，考虑到目前市场急需污染治理方面的人才；宏观系列则强调生态

学以及环境规划和管理方面，针对环境管理、环境规划、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培训，尤

其是生态学方面开设较多的课程，这是华东师范大学环境科学专业的特色之一(表 2)。在

全国环境科学系中，同时具有生态学和环境科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很少，另外该校

生态学也是全国重点建设学科。学生在各自选修系列中完成 20 个学分，其余学分可以跨

系列选课。这样既考虑了知识的完整性，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以及毕业后的工作

选择相应系列的选修课程以及其它课程。 

表 2 华东师范大学环境科学(本科)专业教学计划中选修课 

课程编号 课程 
环境监测与污染治理 

(微观方向) 

生态学与环境规划和管理 

(宏观方向) 

15401222 环境与健康 √    

15402223 近代监测技术 √    

15401224 固体废弃物处理 √    

15401225 环境水化学 √    

15401226 水处理技术 √    

15402227 废水生物处理 √    

15401228 污染控制微生物学 √    

15401229 环境生物学技术 √    

15402230 生态工程学 √ √ 
15401231 污染生态学 √ √ 
15402232 环境教育学 √ √ 
15401233 环境科学进展 √ √ 

15401234 环境经济学    √ 

 
Copyright (C) 2002 HKIEd APFSLT. Volume 3, Issue 2, Article 6 (Dec., 2002). All Rights Reserved. 



 

亚太科学教育论坛，第三期， 第二册，文章六，第九页(二零零二年十二月) 

曾宝强、陈小勇

内地与香港地区高等学校环境类专业课程设置的比较

 
15402235 生态设计    √ 
15401236 植被生态学    √ 
15402237 遗传生态学    √ 
15401238 景观生态学    √ 
15402239 环境管理学    √ 
15402240 环境影响评价进展    √ 
15401241 环境规划学    √ 
15401242 清洁生产与 ISO14000    √ 

   课程学分数 
28 

(至少选 20 个学分) 

29 

(至少选 20 个学分) 

3.2 应加强实验和实习课程 

环境科学既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宽广的知识面，同时也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也是市场的需要，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训练则有赖于较多

的实验和实习训练。现在不少环境类专业的学生存在着"眼高手低"、动手能力差的现象，

到工作单位后，需很长一段时间才能适应，反映出实验、实习课程太少。 

在现有条件基础上如何尽可能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增加学生实验和实习的机会，是内

地高校面临的另一个问题。仍以华东师范大学环境科学专业为例，在多年的探索基础上

建立了一套实验课、实习课、科学研究 3 部分的动手能力培养体系。 

实验课程方面，在现有的实验器材基础上，主要的基础课、专业课能开设实验的尽量开

设实验课。并且针对实验教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开展实验教学实验改革(陈小勇，2002)，

这些改革也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教学改革经费的支持。 

实习则又分为野外实习和生产实习两大部分。建系伊始，就对实习很重视，野外实习主

要集中在生态学和土壤方面。将学生带到位于天童森林公园的生态实验站进行 2 周的实

习。生产实习包括环境监测实习和环境工程实习。环境监测实习安排学生到上海市环境

监测总站、各区县环境监测站实习 2-3 周时间，让学生实际接触环境监测的内容和有关

的仪器、程序等等。环境工程与设计实习则安排学生到污水处理厂、工厂的污染控制工

程实习，设计污染控制工艺和流程，让学生了解环境污染处理和控制的现状以及掌握污

染控制工程的设计和施工程序等。这样一方面解决了学校实习场所、器材不够或落后的

现状，另一方面也让学生了解环境部门的状况，使学生的专业学习与生产实际不脱节。 

同时，另一个较大的变革是在 4 年级为每个学生确定指导教师，实行导师制，让学生进

入各实验室，在导师指导下选题开展环境科学研究，作为毕业论文。这一措施与其它学

校不同，一般学校本科生毕业论文大多 1-3 个月，而在华东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系学生在

实验室的时间可以达到 10 个月以上，并且鼓励学生在 1-3 年级到实验室参与科学研究，

提高动手能力。这种改革以后，学生的科学研究和动手能力的大为提高，实施以来，效

果很好，一些学生的毕业论文甚至在学术刊物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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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不同学校应有自己的课程特色 

从课程设置来看，香港中文大学以环境毒理、生化毒理方面比较有特色，反映了将生物

技术与环境的结合方面较好。中山大学则在综合性方面较好，尤其是在环境要素方面开

设了不少课程，也反映出环境专业在地学方面的特色。华东师范大学则体现在宏观的生

态学背景较强，在微观方面，微生物废水处理也有一定特色。工科院校的课程反映出这 3

个学校工程背景的特色。但也有一些学校环境科学专业课程设置的特色不明显。 

由于目前对环境十分重视，中国内地几乎每所综合性大学和理工大学以及部分师范大学

都设置了环境科学或(和)环境工程专业，一些农林医等高校也设置了类似的专业。虽然

在两个专业上，在有关环境的研究、管理、教育和污染控制等方面有所偏重，不同学校

间在专业课程设置上有很大的相似，甚至相同，尽管随着对环境的重视，潜在的人才需

求量很大，但当前的实际需求并不旺，趋于饱和，这样学生毕业的竞争比较激烈。不同

学校如果没有特色，培养学生的知识结构差不多的话，学生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特色

是一个学科的立足之本，没有特色的专业其竞争力往往较差。所以，不同学校应该根据

其学校师资情况，根据其优势，做好正确的定位，明确学生培养的目标，建立有特色的

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计划。 

3.4 加强学校间课程设置的合作和交流 

不同的学校在课程设置方面需要有自己特色，同时加强校际课程设置以及教师在教学、

科研方面的交流，将有助于教学水平的提高。许多学校在新专业设置时，一般都对其他

学校环境类专业的课程设置进行调研，以办出自己的特色，如华东师范大学在 80 年代开

设环境科学专业时，考察了国际上同类专业的课程以及国内其它学校的课程，设计出具

有自己特色的课程体系。同样的，华东师范大学每年也都接受其它学校对环境类专业设

置的咨询和考察。但是值得指出的，一旦专业开设一段时间后，这种以调整课程设置的

考察一般就很少开展了，从而容易使课程设置僵化，不能适应新的要求，因此，对于课

程的设置最好经过几年的运作后作适当调整。 

环境类专业的教学交流也是促进课程设置合理化、特色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尤其是现在

开设环境类专业的学校很多，学校的性质却相差较大，师资也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交流

可以通过派教师到其它学校进修或请外校教师任教、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等方式，甚至可

以通过联合授课的方式，一方面可以弥补教师的不足，另一方面集中资源发展优势方向。

例如，在上海实行的高校连片协作网将上海市的高等学校按地域分布划分为东北片(包括

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第二军医大学等)和西南片(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东华

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东政法学院等)两大协作网，学生可以跨校选课、选修第二专业，

教师则可以跨学校任教。这种模式大大加强了学校间的交流，一些原来无法开设的课程，

甚至专业可以跨校选修或请教师来任教，而原来则需要聘专任教师，这种模式减少了学

校聘用的固定教师数，减少了大量的经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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