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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三明学院  资源与化工  分院专业课程大纲 
  2024-2025   学年度第  一  学期     环境工程     专业（○○班） 

课程名称 
《环境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

估》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号 0712730041 

课程类型 
素质通识 专业核心 
专业选修 专业方向 

授课教师 李奇勇 

修读方式 必修      必选      选修 学分 3 
开课学期 第 1 学期 总学时 48 实验/实践学时 0/16 
办公地点 工科楼 A420 课外答疑时间 周三下午 联系方式 18065980296 

A 
课程描述 

本课程是生态环境修复技术微专业理论课程。环境污染状况调查与风

险评估课程是一门介绍环境污染状况调查和风险评估的理论和实践的综合

性课程。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掌握环境污染状况调查的方法和技能，了解

环境风险评估的基本原理和流程，提高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实践能力。。 
B 

课程教学 
目标 

(标注能力

指标) 

1. 掌握环境污染状况调查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2. 了解环境风险评估的基本概念和流程； 
3. 掌握环境污染状况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技能； 
4.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C 
核心能力 

专业知能 
 (A) 

实务技能 
(B) 

应用创新 
(C) 

协作整合 
(D) 

社会责任 
(E) 

备注 

D 
课程权重 

A1 A2 B1 B2 C1 C2 D1 D2 E1 E2 合计

100% 40 10 10 10 15  5  5 5 

E 
学分数分

配权重 

数学(信息或专业)
相关课程 

专业课程-
理论 

专业课程-
设计实作 

通识 其他  

15 70 15   
合计

100% 

F 
教材内容 
大纲 

章节教材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验 实践 合计 
1. 环境风险评价概述 4 0 0 4 

2. 环境风险评价的方法与技术 8 0 4 12 

3. 环境风险评价案例分析 10 0 8 18 

4. 境风险评价的应用与发展 10 0 4 14 

合计 32 0 16 48 

G 
课程要求 

 

 

H 讲授  讨论或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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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式 实作学习  发表学习    实习    参观访问     其它(      ) 

I 
学习评价 

成绩 
项目 

配

分 
评价方式 

(呼应能力指标) 

细项

配分 
说明 

平时

成绩 

20 

实作评量 
A2 

10 分 

出勤：10 分，基本分为 5 分，缺课、迟到、早退、

请假等酌情减 0.5 分/次；全勤无缺课、无迟到、

无早退酌情加 1~3 分。 

口语评量 
C1、D1、E1 

5 分 

满分 5 分，基本分 3 分，勤做笔记或学习态度，

各酌予加 1~2 分。考核学生对问题的分析和理解

的能力。课堂发言，每次酌予加 0.5 分。 

5 分 

上课发言、参与讨论：基本分 3 分，每次参与讨

论个酌予加 0.5~1 分。考核学生对问题的分析和

解决的能力，以及沟通协作能力。 

期中 
成绩 

    

期末 
成绩 

80 

书面分析报告 
A1、C1、E1 

10 分 

小作业评量成绩+大作业评量成绩列入档案评量，

主要考核学生对前一阶段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同

时考核学生是否具备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纸笔测验 
A1 

70 分 期末试卷 

J 
进度表 

次别 单元名称与内容(扼要说明) 能力指标代码 

第 2 周 

第 3 周

第 4 周 

1.环境风险评价概述（4 学时） 

a.环境风险评价的定义和目的； 

b.环境风险评价与环境影响评价的区别； 

c.环境风险评价的原则和要求。 

A1、A2、C1 

第 5 周 

第 6 周

第 7 周 

第 8 周 

第 9 周 

2.环境风险评价的方法与技术（12 学时） 

a.环境风险评价的步骤和流程； 

b.风险识别与评价方法，包括场地调查、采样分析、数据处理

等； 

c.风险评估与管理方法，包括定量风险评估、风险模拟和风险

管理措施； 

d.环境风险评价的模型和软件工具介绍。 

A1、A2、C1 

第10周 

第 11周

第12周 

第13周 

第14周 

3.环境风险评价案例分析（18 学时） 
a.化学品风险评估案例分析； 
b.环境污染风险评估案例分析； 
c.环境噪声风险评估案例分析； 
d.环境放射性风险评估案例分析。 

A1、A2、C1 



 

3 

第15周 

第16周

第17周 

4.环境风险评价的应用与发展（14 学时） 

a.环境风险评估在环境管理中的应用； 

b.环境风险评估的发展趋势和挑战。 

A1、A2、C1 

K 
建议教材 

《环境风险评价与管理》 

L 
参考书籍 

《环境风险评估与管理》 

M 
先修课程 

无 

N 
教学资源 

多媒体教室、PPT、教材、讲义、作业本等。 

O 
注意事项 

1. 本授课大纲 H 到 O 项得视教学需要调整之。 
2. 请尊重知识财产权，并不得非法影印。 

P 
课程分析

与评估 

平均成绩    修课人数  

1.学习成效分析  

2.核心能力检讨  

3.其他  
备注： 
1.课程大纲 A—G 项由所在部门和相关课程委员会编写并审核通过，教师不能自行更

改； 
2.本课程大纲 H—P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教

师不宜自行更改； 
3.评价方式，可参酌下例方式： 
(1)纸笔测验：小考、期中纸笔测验、期末纸笔测验 
(2)实作评量：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轶事记录 
(3)档案评量：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量：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吴志鸿、李奇勇、陈建隆、蔡如钰、罗有义 
 

2024 年 10 月 5 日 

审批意见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陳曦、陳春樂、郭孝玉 

2024 年 10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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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意见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林明穗 
 

2024 年 10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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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三明学院  资源与化工  分院专业课程大纲 
  2024-2025   学年度第  一  学期     环境工程     专业（○○班） 

课程名称 
《地下水环境修复技术》 

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号 0712730042 

课程类型 
素质通识 专业核心 
专业选修 专业方向 

授课教师 吴志鸿 

修读方式 必修      必选      选修 学分 3 
开课学期 第 1 学期 总学时 48 实践/实验学时 0/16 

办公地点 工科楼 A313 课外答疑时间 周三下午 
联系

方式 
18065988070 

A 
课程描述 

本课程是生态环境修复技术微专业理论课程。环境污染状况调查与风

险评估课程是一门介绍环境污染状况调查和风险评估的理论和实践的综合

性课程。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掌握环境污染状况调查的方法和技能，了解

环境风险评估的基本原理和流程，提高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实践能力。。 
B 

课程教学 
目标 

(标注能力

指标) 

1. 掌握环境污染状况调查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2. 了解环境风险评估的基本概念和流程； 
3. 掌握环境污染状况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技能； 
4.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C 
核心能力 

专业知能 
 (A) 

实务技能 
(B) 

应用创新 
(C) 

协作整合 
(D) 

社会责任 
(E) 

备注 

D 
课程权重 

A1 A2 B1 B2 C1 C2 D1 D2 E1 E2 合计

100% 40 10 10 10 15  5  5 5 

E 
学分数分

配权重 

数学(信息或专业)
相关课程 

专业课程-
理论 

专业课程-
设计实作 

通识 其他  

15 70 15   
合计

100% 

F 
教材内容 
大纲 

章节教材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验 实践 合计 
1. 场地污染与修复现状：污染事件、场地污染

现状、场地修复进展 
8 0 0 8 

2. 污染场地修复技术方法：挖掘填埋、客土法、

土壤气提/生物提气、淋洗法、植物修复、微

生物修复、化学萃取、化学氧化还原、低温

热脱附、高温热脱附、固化/稳定化、玻璃化 

12 0 8 12 

3. 地下水修复技术：异位处理，抽出处理技术、

原位修复，渗透反应格栅技术（PRB）、电化
12 0 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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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动力法、帷幕阻隔技术、植物修复技术、

微生物修复法 

合计 32 0 16 48 

G 
课程要求 

 

 

H 
教学方式 

讲授  讨论或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发表学习    实习    参观访问     其它(      ) 

I 
学习评价 

成绩 
项目 

配

分 
评价方式 

(呼应能力指标) 

细项

配分 
说明 

平时

成绩 

20 

实作评量 
A2 

10 分 

出勤：10 分，基本分为 5 分，缺课、迟到、早退、

请假等酌情减 0.5 分/次；全勤无缺课、无迟到、

无早退酌情加 1~3 分。 

口语评量 
C1、D1、E1 

5 分 

满分 5 分，基本分 3 分，勤做笔记或学习态度，

各酌予加 1~2 分。考核学生对问题的分析和理解

的能力。课堂发言，每次酌予加 0.5 分。 

5 分 

上课发言、参与讨论：基本分 3 分，每次参与讨

论个酌予加 0.5~1 分。考核学生对问题的分析和

解决的能力，以及沟通协作能力。 

期中 
成绩 

    

期末 
成绩 

80 

书面分析报告 
A1、C1、E1 

10 分 

小作业评量成绩+大作业评量成绩列入档案评量，

主要考核学生对前一阶段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同

时考核学生是否具备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纸笔测验 
A1 

70 分 期末试卷 

J 
进度表 

次别 单元名称与内容(扼要说明) 能力指标代码 
第 2 周 

第 3 周

第 4 周 

第 5 周 

 

场地污染与修复现状（8 学时）：污染事件、场地污染现状、

场地修复进展。 
A1、A2、C1 

第 6 周

第 7 周 

第 8 周 

第 9 周

第10周 

第 11周 

污染场地修复技术方法（20 学时）：挖掘填埋、客土法、土壤

气提/生物提气、淋洗法、植物修复、微生物修复、化学萃取、

化学氧化还原、低温热脱附、高温热脱附、固化/稳定化、玻

璃化。 

A1、A2、C1 



 

7 

第12周 

第13周 

第14周

第15周 

第16周

第17周 

地下水修复技术（20 学时）：异位处理，抽出处理技术、原位

修复，渗透反应格栅技术（PRB）、电化学动力法、帷幕阻隔

技术、植物修复技术、微生物修复法。 
A1、A2、C1 

K 
建议教材 

[1] 刘兆昌等主编：《地下水系统污染与控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1 年 

L 
参考书籍 

[1] 沈继方，高云福主编：《地下水与环境》，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5
年 

[2] 刘兆昌等主编：《地下水系统污染与控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1 年 
[3] 王焰新主编：《地下水污染与防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年 
[4] 贝迪恩特、里法尔等著（施周 译）：《地下水污染•迁移与修复(原著

第 2 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年 
[5] 校园网电子图书馆数据库及校园外活动网页相关信息 

M 
先修课程 

无 

N 
教学资源 

多媒体教室、PPT、教材、讲义、作业本等。 

O 
注意事项 

3. 本授课大纲 H 到 O 项得视教学需要调整之。 
4. 请尊重知识财产权，并不得非法影印。 

P 
课程分析

与评估 

平均成绩    修课人数  

1.学习成效分析  

2.核心能力检讨  

3.其他  
备注： 
1.课程大纲 A—G 项由所在部门和相关课程委员会编写并审核通过，教师不能自行更

改； 
2.本课程大纲 H—P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教

师不宜自行更改； 
3.评价方式，可参酌下例方式： 
(1)纸笔测验：小考、期中纸笔测验、期末纸笔测验 
(2)实作评量：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轶事记录 
(3)档案评量：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量：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吴志鸿、冉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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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0 月 5 日 

审批意见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陳曦、陳春樂、郭孝玉 

2024 年 10 月 5 日 

审批意见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林明穗 
 

                                                2024 年 10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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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三明学院  资源与化工  分院专业课程大纲 
  2024-2025   学年度第  一  学期     环境工程     专业（○○班） 

课程名称 
《地表水环境修复技术》 

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号 0712720043 

课程类型 
素质通识 专业核心 
专业选修 专业方向 

授课教师 陈曦 

修读方式 必修      必选      选修 学分 2 
开课学期 第 1 学期 总学时 32 实验/实践学时 0/16 
办公地点 工科楼 A504 课外答疑时间 周三下午 联系方式 18065988070 

A 
课程描述 

《地表水环境修复技术》旨在让学生了解河流流域存在的典型生态环境

问题，掌握流域水土保持和生态修复过程中流域水土保持规划、流域生态治

理规划、流域水土保持效益估算与评价、流域水土保持基本技术、流域水土

保持综合防治措施配置及治理模式设计，具备流域生态修复治理方案设计、

方案撰写等基本能力；提高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为学生从事流域生态修复工作奠定坚实的理论及技术基础。 
B 

课程教学 
目标 

(标注能力指

标) 

1. 坡面治理工程规划和设计、沟壑治理工程规划和设计、水土保持林规划

设计与造林技术、水土保持效益估算与评价、水土保持方案撰写。 
2. 坡面治理工程规划和设计、沟壑治理工程规划和设计、水土保持林规划

设计与造林技术。 

C 
核心能力 

专业知能 
 (A) 

实务技能 
(B) 

应用创新 
(C) 

协作整合 
(D) 

社会责任 
(E) 

备注 

D 
课程权重 

A1 A2 
B
1 

B2 C1 C2 D1 D2 E1 E2 
合计 100% 

40 10 10 10 15  5  5 5 
E 

学分数分

配权重 

数学(信息或专业)
相关课程 

专业课程-
理论 

专业课程-
设计实作 

通识 其他  

15 70 15   合计 100% 

F 
教材内容 
大纲 

章节教材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验 实践 合计 
[1] 流域生态环境状况调查设计 2 0 0 2 

[2] 流域生态环境状况评价设计 2 0 0 2 

[3] 坡面生态恢复治理工程规划设

计 
2 0 0 2 

[4] 沟壑治理工程规划和设计 2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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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土保持林配置规划设计 2 0 0 2 

[6] 水土保持规划设计 3 0 8 11 

[7] 流域生态修复实施方案撰写 3 0 8 11 

合计 16 0 16 32 

G 
课程要求 

 

 

H 
教学方式 

讲授  讨论或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发表学习    实习    参观访问     其它(      ) 

I 
学习评价 

成绩 
项目 

配

分 
评价方式 

(呼应能力指

标) 

细项

配分 
说明 

平时成绩 

20 

实作评量 
A2 

10 分 

出勤：10 分，基本分为 5 分，缺课、迟到、早退、

请假等酌情减 0.5 分/次；全勤无缺课、无迟到、

无早退酌情加 1~3 分。 

口语评量 
C1、D1、E1 

5 分 

满分 5 分，基本分 3 分，勤做笔记或学习态度，

各酌予加 1~2 分。考核学生对问题的分析和理解

的能力。课堂发言，每次酌予加 0.5 分。 

5 分 

上课发言、参与讨论：基本分 3 分，每次参与讨

论个酌予加 0.5~1 分。考核学生对问题的分析和

解决的能力，以及沟通协作能力。 

期中 
成绩 

    

期末 
成绩 

80 

书面分析报

告 
A1、C1、E1 

10 分 

小作业评量成绩+大作业评量成绩列入档案评量，

主要考核学生对前一阶段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同

时考核学生是否具备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纸笔测验 
A1 

70 分 期末试卷 

J 
进度表 

次别 单元名称与内容(扼要说明) 能力指标代码 
第 2 周 

第 3 周 

流域生态环境状况调查设计 A1、A2、C1 

第 4 周 

第 5 周 

流域生态环境状况评价设计 A1、A2、C1 

第 6 周 

第 7 周 

第 8 周 

坡面生态恢复治理工程规划设计 A1、A2、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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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周 

第 10 周 

第 11 周 

沟壑治理工程规划和设计 A1、A2、C1 

第 12 周 

第 13 周 

水土保持林配置规划设计 A1、A2、C1 

第 14 周 

第 15 周 

水土保持规划设计 A1、A2、C1 

第 16 周 

第 17 周 

流域生态修复实施方案撰写 A1、A2、C1 

K 
建议教材 

[1] 《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朱永华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7 年； 

[2] 《生态恢复与生态工程技术》，冯雨峰，孔繁德，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L 
参考书籍 

[1] 《水生态保护与修复》，朱永华编，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7 年； 

[2] 《生态恢复与生态工程技术》，冯雨峰，孔繁德，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M 
先修课程 

无 

N 
教学资源 

多媒体教室、PPT、教材、讲义、作业本等。 

O 
注意事项 

5. 本授课大纲 H 到 O 项得视教学需要调整之。 
6. 请尊重知识财产权，并不得非法影印。 

P 
课程分析

与评估 

平均成绩    修课人数  

1.学习成效分析  

2.核心能力检讨  

3.其他  
备注： 
1.课程大纲 A—G 项由所在部门和相关课程委员会编写并审核通过，教师不能自行更改； 
2.本课程大纲 H—P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教师

不宜自行更改； 
3.评价方式，可参酌下例方式： 
(1)纸笔测验：小考、期中纸笔测验、期末纸笔测验 
(2)实作评量：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轶事记录 
(3)档案评量：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量：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吴志鸿、陈曦、周钲 
 

2024 年 10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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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意见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陳曦、陳春樂、郭孝玉 

2024 年 10 月 5 日 

审批意见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林明穗 
 

                                               2024 年 10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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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三明学院  资源与化工  分院专业课程大纲 
  2024-2025   学年度第  一  学期     环境工程     专业（○○班） 

课程名称 
《农用地土壤污染修复技

术》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号 0712730044 

课程类型 
素质通识 专业核心 
专业选修 专业方向 

授课教师 陈春乐 

修读方式 必修      必选      选修 学分 3 
开课学期 第 2 学期 总学时 48 实验/实践学时 0/16 
办公地点 工科楼 A504 课外答疑时间 周三下午 联系方式 18065858950 

A 
课程描述 

《农用地土壤污染修复技术》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理解和掌握土壤污

染的理论和污染修复技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系统地了解我国土壤污染

的特点及修复防治技术，培养并提高学生观察认知土壤污染、分析和研究

土壤污染、保护和利用土壤的知识和技能，满足学生服务于土壤环境保护、

土壤污染治理修复工程、土壤资源利用与管理的基本业务需求。 
B 

课程教学 
目标 

(标注能力

指标) 

1. 掌握环境污染状况调查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2. 了解环境风险评估的基本概念和流程； 
3. 掌握环境污染状况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技能； 
4.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C 
核心能力 

专业知能 
 (A) 

实务技能 
(B) 

应用创新 
(C) 

协作整合 
(D) 

社会责任 
(E) 

备注 

D 
课程权重 

A1 A2 B1 B2 C1 C2 D1 D2 E1 E2 合计

100% 40 10 10 10 15  5  5 5 

E 
学分数分

配权重 

数学(信息或专业)
相关课程 

专业课程-
理论 

专业课程-
设计实作 

通识 其他  

15 70 15   
合计

100% 

F 
教材内容 
大纲 

章节教材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验 实践 合计 
[1] 绪论 2 0 0 2 

[2] 土壤的物质组成 3 0 0 3 

[3] 土壤的基本特性   3 0 0 3 

[4] 土壤污染发生的机理及其危害 4 0 0 4 

[5] 污染土壤的物理修复技术 6 0 4 10 

[6] 污染土壤的化学修复技术 7 0 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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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污染土壤的生物修复理论及技术 7 0 6 13 

合计 32 0 16 48 

G 
课程要求 

 

 

H 
教学方式 

讲授  讨论或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发表学习    实习    参观访问     其它(      ) 

I 
学习评价 

成绩 
项目 

配

分 
评价方式 

(呼应能力指标) 

细项

配分 
说明 

平时

成绩 

20 

实作评量 
A2 

10 分 

出勤：10 分，基本分为 5 分，缺课、迟到、早退、

请假等酌情减 0.5 分/次；全勤无缺课、无迟到、

无早退酌情加 1~3 分。 

口语评量 
C1、D1、E1 

5 分 

满分 5 分，基本分 3 分，勤做笔记或学习态度，

各酌予加 1~2 分。考核学生对问题的分析和理解

的能力。课堂发言，每次酌予加 0.5 分。 

5 分 

上课发言、参与讨论：基本分 3 分，每次参与讨

论个酌予加 0.5~1 分。考核学生对问题的分析和

解决的能力，以及沟通协作能力。 

期中 
成绩 

    

期末 
成绩 

80 

书面分析报告 
A1、C1、E1 

10 分 

小作业评量成绩+大作业评量成绩列入档案评量，

主要考核学生对前一阶段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同

时考核学生是否具备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纸笔测验 
A1 

70 分 期末试卷 

J 
进度表 

次别 单元名称与内容(扼要说明) 能力指标代码 

第 2 周 

 

绪论：了解土壤、土壤质量、土壤污染等概念以及土壤

的基本物质组成。掌握土壤在生态环境建设中的地位和

作用、土壤与地下水之间的关系。 
A1、A2、C1 

第 3 周 

土壤的物质组成：土壤矿物组成及粘土矿物种类和特

征、土壤有机质、土壤水、土壤空气 A1、A2、C1 

第 4 周 

第 5 周 

土壤的基本特性：土壤的孔性和结构性、土壤热量特性、

土壤的胶体特性、土壤酸碱性、土壤养分特征 A1、A2、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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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周

第 7 周 

第 8 周 

土壤污染发生的机理及其危害：土壤污染的来源、污染

物类型及特点、土壤污染发生的基本方式、过程及其动

力学、土壤污染的环境负效应、土壤污染的生态环境危

害 

A1、A2、C1 

第 9 周

第10周 

第 11周 

污染土壤的物理修复技术：土壤污染修复概念及分类、

翻土和客土、固化/稳定化技术、蒸汽抽提技术、高温热

解技术、电动力学修复技术 
A1、A2、C1 

第12周 

第13周 

污染土壤的化学修复技术：化学钝化剂及改良剂、氧化

剂与还原剂、化学淋洗技术、溶剂萃取技术 A1、A2、C1 

第14周

第15周 

污染土壤的生物修复理论及技术：微生物修复技术、植

物修复技术、动物修复技术、植物-微生物联合修复技

术 
A1、A2、C1 

第16周

第17周 

修复技术的筛选与集成：修复技术的综合比较、修复技

术的筛选原则及方法、污染土壤和地下水修复技术的联

合和集成 
A1、A2、C1 

K 
建议教材 

[1] 《土壤学》，中国农业出版社，主编：黄昌勇，2010 年。  

[2] 《环境土壤学》，科学出版社，主编：陈怀满，2010 年。  

[3] 《土壤污染形成机理与修复技术》，科学出版社，主编：孙铁珩，2005 年。 

L 
参考书籍 

[1] 《土壤学》，中国农业出版社，主编：黄昌勇，2010 年。  

[2] 《环境土壤学》，科学出版社，主编：陈怀满，2010 年。  

[3] 《土壤污染形成机理与修复技术》，科学出版社，主编：孙铁珩，2005 年。 

M 
先修课程 

无 

N 
教学资源 

多媒体教室、PPT、教材、讲义、作业本等。 

O 
注意事项 

7. 本授课大纲 H 到 O 项得视教学需要调整之。 
8. 请尊重知识财产权，并不得非法影印。 

P 
课程分析

与评估 

平均成绩    修课人数  

1.学习成效分析  

2.核心能力检讨  

3.其他  
备注： 
1.课程大纲 A—G 项由所在部门和相关课程委员会编写并审核通过，教师不能自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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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2.本课程大纲 H—P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教

师不宜自行更改； 
3.评价方式，可参酌下例方式： 
(1)纸笔测验：小考、期中纸笔测验、期末纸笔测验 
(2)实作评量：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轶事记录 
(3)档案评量：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量：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吴志鸿、张丽华、陈春乐、赵晶晶 
 

2024 年 10 月 5 日 

审批意见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陳曦、陳春樂、郭孝玉 

2024 年 10 月 5 日 

审批意见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林明穗 
 

2024 年 10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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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三明学院  资源与化工  分院专业课程大纲 
  2024-2025   学年度第  一  学期     环境工程     专业（○○班） 

课程名称 
《矿山生态环境修复技术》 

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号 0712720045 

课程类型 
素质通识 专业核心 
专业选修 专业方向 

授课教师 李强 

修读方式 必修      必选      选修 学分 2 
开课学期 第 2 学期 总学时 32 实验/实践学时 0/16 
办公地点 工科楼 A504 课外答疑时间 周三下午 联系方式 18065858950 

A 
课程描述 

《矿山生态环境修复技》是指对矿山开采后所造成的环境破坏进行修

复和恢复的过程。随着矿产资源的开采和利用，矿山修复的需求也日益增

长。为了培养专业的矿山修复人才，制定一份全面而系统的矿山修复教学

大纲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将探讨矿山修复教学大纲的内容和结构，以及其

在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方面的作用。。 
B 

课程教学 
目标 

(标注能力

指标) 

1. 掌握环境污染状况调查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2. 了解环境风险评估的基本概念和流程； 
3. 掌握环境污染状况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技能； 
4.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C 
核心能力 

专业知能 
 (A) 

实务技能 
(B) 

应用创新 
(C) 

协作整合 
(D) 

社会责任 
(E) 

备注 

D 
课程权重 

A1 A2 B1 B2 C1 C2 D1 D2 E1 E2 合计

100% 40 10 10 10 15  5  5 5 

E 
学分数分

配权重 

数学(信息或专业)
相关课程 

专业课程-
理论 

专业课程-
设计实作 

通识 其他  

15 70 15   
合计

100% 

F 
教材内容 
大纲 

章节教材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验 实践 合计 
[1] 矿山修复概述 2 0 0 2 

[2] 矿山环境评估与监测 2 0 4 6 

[3] 矿山修复技术与方法 3 0 0 3 

[4] 矿山修复案例分析 3 0 4 7 

[5] 矿山修复管理与政策 3 0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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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矿山修复实践 3 0 4 7 

合计 16 0 16 32 

G 
课程要求 

 

 

H 
教学方式 

讲授  讨论或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发表学习    实习    参观访问     其它(      ) 

I 
学习评价 

成绩 
项目 

配

分 
评价方式 

(呼应能力指标) 

细项

配分 
说明 

平时

成绩 

20 

实作评量 
A2 

10 分 

出勤：10 分，基本分为 5 分，缺课、迟到、早退、

请假等酌情减 0.5 分/次；全勤无缺课、无迟到、

无早退酌情加 1~3 分。 

口语评量 
C1、D1、E1 

5 分 

满分 5 分，基本分 3 分，勤做笔记或学习态度，

各酌予加 1~2 分。考核学生对问题的分析和理解

的能力。课堂发言，每次酌予加 0.5 分。 

5 分 

上课发言、参与讨论：基本分 3 分，每次参与讨

论个酌予加 0.5~1 分。考核学生对问题的分析和

解决的能力，以及沟通协作能力。 

期中 
成绩 

    

期末 
成绩 

80 

书面分析报告 
A1、C1、E1 

10 分 

小作业评量成绩+大作业评量成绩列入档案评量，

主要考核学生对前一阶段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同

时考核学生是否具备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纸笔测验 
A1 

70 分 期末试卷 

J 
进度表 

次别 单元名称与内容(扼要说明) 能力指标代码 

第 2 周 

第 3 周 

矿山修复概述：包括矿山修复的定义、目标和意义，

以及矿山修复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A1、A2、C1 

第 4 周 

第 5 周

第 6 周 

矿山环境评估与监测：包括矿山环境评估的原理和方

法，以及矿山环境监测的重要性和方法。 A1、A2、C1 

第 7 周 

第 8 周

第 9 周 

矿山修复技术与方法：包括不同类型矿山的修复技术

和方法，如土地复垦、水体修复、植被恢复等 A1、A2、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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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周 

第 11周

第12周 

第13周 

矿山修复案例分析：包括国内外矿山修复的典型案

例，如美国的阿帕拉契山修复、澳大利亚的煤矿修复

等 
A1、A2、C1 

第14周

第15周 

矿山修复管理与政策：包括矿山修复管理的原则和方

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A1、A2、C1 

第16周

第17周 

矿山修复实践：包括学生参与实际矿山修复项目的机

会和要求。 A1、A2、C1 

K 
建议教材 

[1] 《土壤学》，中国农业出版社，主编：黄昌勇，2010 年。  

[2] 《环境土壤学》，科学出版社，主编：陈怀满，2010 年。  

[3] 《土壤污染形成机理与修复技术》，科学出版社，主编：孙铁珩，2005 年。 

L 
参考书籍 

[1] 《土壤学》，中国农业出版社，主编：黄昌勇，2010 年。  

[2] 《环境土壤学》，科学出版社，主编：陈怀满，2010 年。  

[3] 《土壤污染形成机理与修复技术》，科学出版社，主编：孙铁珩，2005 年。 

M 
先修课程 

无 

N 
教学资源 

多媒体教室、PPT、教材、讲义、作业本等。 

O 
注意事项 

9. 本授课大纲 H 到 O 项得视教学需要调整之。 
10. 请尊重知识财产权，并不得非法影印。 

P 
课程分析

与评估 

平均成绩    修课人数  

1.学习成效分析  

2.核心能力检讨  

3.其他  
备注： 
1.课程大纲 A—G 项由所在部门和相关课程委员会编写并审核通过，教师不能自行更

改； 
2.本课程大纲 H—P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教

师不宜自行更改； 
3.评价方式，可参酌下例方式： 
(1)纸笔测验：小考、期中纸笔测验、期末纸笔测验 
(2)实作评量：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轶事记录 
(3)档案评量：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量：口头报告、口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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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吴志鸿、李强、陈圣中 
 

2024 年 10 月 5 日 

审批意见 

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陳曦、陳春樂、郭孝玉 

2024 年 10 月 5 日 

审批意见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林明穗 
 

2024 年 10 月 5 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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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三明学院  资源与化工  分院专业课程大纲 
  2024-2025   学年度第  一  学期     环境工程     专业（○○班） 

课程名称 
《环境修复工程施工与监

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号 0712720046 

课程类型 
素质通识 专业核心 
专业选修 专业方向 

授课教师 董国文 

修读方式 必修      必选      选修 学分 2 
开课学期 第 2 学期 总学时 64 实验/实践学时 0/56 
办公地点 工科楼 A420 课外答疑时间 周三下午 联系方式 18065858950 

A 
课程描述 

《环境修复工程施工与监理》是指环境保护监督职能中的现场监督执

法工作。在我国环境保护法规体系基本建立的条件下，强化对污染源的现

场监督管理，加强对“三同时”实际执行情况、污染治理设施运转情况，排污

许可证、排污收费制度、污染事故报告制度执行情况的现场监督检查，是

解决环境保护执法不力，执法不严的关键所在。因此，需要在基层建立一

支环境监理队伍 
B 

课程教学 
目标 

(标注能力

指标) 

1. 掌握环境污染状况调查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2. 了解环境风险评估的基本概念和流程； 
3. 掌握环境污染状况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技能； 
4.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C 
核心能力 

专业知能 
 (A) 

实务技能 
(B) 

应用创新 
(C) 

协作整合 
(D) 

社会责任 
(E) 

备注 

D 
课程权重 

A1 A2 B1 B2 C1 C2 D1 D2 E1 E2 合计

100% 40 10 10 10 15  5  5 5 

E 
学分数分

配权重 

数学(信息或专业)
相关课程 

专业课程-
理论 

专业课程-
设计实作 

通识 其他  

15 70 15   
合计

100% 

F 
教材内容 
大纲 

章节教材内容 
学时分配 

理论 实验 实践 合计 
[1] 环保工程编制依据 2 0 8 10 

[2] 环保监理组织措施 2 0 8 10 

[3] 环保监理工作制度 2 0 12 14 

[4] 环保监理工作职责 1 0 12 13 

[5] 环保监理重点 1 0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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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8 0 52 60 

G 
课程要求 

 

 

H 
教学方式 

讲授  讨论或座谈  问题导向学习  分组合作学习  专题学习  
实作学习  发表学习    实习    参观访问     其它(      ) 

I 
学习评价 

成绩 
项目 

配

分 
评价方式 

(呼应能力指标) 

细项

配分 
说明 

平时

成绩 

20 

实作评量 
A2 

10 分 

出勤：10 分，基本分为 5 分，缺课、迟到、早退、

请假等酌情减 0.5 分/次；全勤无缺课、无迟到、

无早退酌情加 1~3 分。 

口语评量 
C1、D1、E1 

5 分 

满分 5 分，基本分 3 分，勤做笔记或学习态度，

各酌予加 1~2 分。考核学生对问题的分析和理解

的能力。课堂发言，每次酌予加 0.5 分。 

5 分 

上课发言、参与讨论：基本分 3 分，每次参与讨

论个酌予加 0.5~1 分。考核学生对问题的分析和

解决的能力，以及沟通协作能力。 

期中 
成绩 

    

期末 
成绩 

80 

书面分析报告 
A1、C1、E1 

10 分 

小作业评量成绩+大作业评量成绩列入档案评量，

主要考核学生对前一阶段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同

时考核学生是否具备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纸笔测验 
A1 

70 分 期末试卷 

J 
进度表 

次别 单元名称与内容(扼要说明) 能力指标代码 

第 2 周 

第 3 周 

环保工程编制依据：环境保护监理的概念、环境

保护监理的任务、环境保护监理的依据、环境保

护监理应遵循的原则要求。 
A1、A2、C1 

第 4 周 

第 5 周

第 6 周 

环保监理组织措施：环境保护监理人员素质要

求、环保工程监理班子机构、环保监理的工作程

序、环保监理的工作内容及方式。 
A1、A2、C1 

第 7 周 

第 8 周

第 9 周 

环保监理工作制度：环保监理质量工作制度、原

始记录和数据管理工作制度、环境样品管理工作

制度、事故分析报告工作制度、技术档案管理工

作制度。 

A1、A2、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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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周 

第 11周

第12周 

第13周 

环保监理工作职责：监理站工作职责、监理站站

长职责、环境监理员岗位职责。 A1、A2、C1 

第14周

第15周

第16周

第17周 

环保监理重点：道路环保监理：施工阶段环保监

理的原则与内容、环保监理的重点工程控制、工

程环保监理的方法和措施、工程环保事故的处理

程序 

A1、A2、C1 

K 
建议教材 

李世义 编，工程环境监理基础与实务，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L 
参考书籍 

李世义 编，工程环境监理基础与实务，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M 
先修课程 

无 

N 
教学资源 

多媒体教室、PPT、教材、讲义、作业本等。 

O 
注意事项 

1. 本授课大纲 H 到 O 项得视教学需要调整之。 
2. 请尊重知识财产权，并不得非法影印。 

P 
课程分析

与评估 

平均成绩    修课人数  

1.学习成效分析  

2.核心能力检讨  

3.其他  
备注： 
1.课程大纲 A—G 项由所在部门和相关课程委员会编写并审核通过，教师不能自行更

改； 
2.本课程大纲 H—P 项同一课程不同授课教师应协同讨论研究达成共同核心内涵，教

师不宜自行更改； 
3.评价方式，可参酌下例方式： 
(1)纸笔测验：小考、期中纸笔测验、期末纸笔测验 
(2)实作评量：作业、实作成品、日常表现、表演、观察、轶事记录 
(3)档案评量：书面报告、专题档案 
(4)口语评量：口头报告、口试 

审批意见 

课程教学大纲起草团队成员签名： 
 

  吴志鸿、董国文、李银、徐万鑫 
 

2024 年 10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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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审定意见： 
 

 
专家组成员签名： 

 
  陳曦、陳春樂、郭孝玉 

2024 年 10 月 5 日 

 

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小组审议意见： 
 
 

教学工作指导小组组长： 
 
  林明穗 
 

2024 年 10 月 5 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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