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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课程实施过程性评价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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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课程教学中实施过程性教学评价,构建了与课程目标相匹配的过程性评价方法。
通过对学生整体学习过程进行跟踪研究与评估,并及时将评价结果反馈用于课程教学的改进。课程教学落实以学生

为中心、以产出成果为导向以及持续改进的专业认证教育理念,实现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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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thecourseteachingofsolidwastetreatmentanddisposal,theprocessteachingevaluationisimplemented,
andtheprocessevaluationmethodmatchingthecourseobjectiveisconstructed.Thispaperistrackingthewholelearning
processofstudentsandevaluation,andtimelyfeedbacktheevaluationresultforteachingimprovement.Thecourseteaching
implementstheprofessionalcertificationeducationconceptofstudent-centered,output-1orientedandcontinuousimprove-
ment,andrealizestheimprovementoftalenttraining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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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自2016年加入“华盛顿协议”后,我国高等工程教

育开展了面向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教育教学模式改

革。工程教育认证的基本理念是“学生中心、成果导

向、持续改进”[1]。为把握主要矛盾、关注重要环节,工
程教育专业认证协会明确提出了构建以毕业要求为主

线、以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评价为底线的核心要求。
因此,教学活动中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就显得尤为重

要。教学应围绕课程目标的达成进行教学活动的设

计、开展、评价与反馈。教师应在课堂教学和教学评价

层面积极落实专业认证理念,探索符合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特点的课程目标评价方法。过程性评价,是实时、
全过程以及多次地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价,从而追

踪掌握学生的学习效果[2]。过程性评价的实施可以帮助

教师及时、全面地发现课堂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助

于教师及时改进,从而促进教学活动更有效地开展。

  二、建立体现毕业要求的课程教学目标

  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课程是环境工程专业本科生

的核心专业课程,主要介绍固体废物管理制度、收集运

输方法、预处理技术、生物处理技术、热处理技术和最

终处置技术以及危险废物的处置技术。按照产出导向

教学过程的反向设计原则,课程目标的设置需以实现

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为要点,最终以达成毕业要

求为目标[3]。根据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以及课程内容

的逻辑关系制定了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如表1所示。
  教学目标的设立是为了使学生实现两个技术性能

力(工程知识、问题分析)和一个非技术性能力(理解与

评价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达成。由于毕业要求

更强调学生能力的获得,因此课程目标的设计应引导

学生进行深层次学习,使学生除了能够获取知识外,更
能进行知识的应用及整合。多维度设计的基于项目学

习模式的课程目标,使学生在资料收集、问题分析及知

识整合过程中实现能力的提升。因此本课程确立的课

程目标是使学生在掌握本课程基本技术原理的基础

上,培养其将知识运用于实际的能力,其次是在分析固

体废物工程问题的成因及设计解决方案过程中,培养

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再次是通过分析固体废物工程

实例,使学生深入理解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理念。

  三、课程教学目标达成的过程性评价

  为了实现教学目标,在教学过程中一方面通过介

绍新技术与工程实例来引导和启发学生;另一方面,引
入讨论式教学方法,以问题为导向,通过教师预先布置

讨论内容并指导学生积极思考,让学生能够融会贯通,
分析和解决固体废物处理处置领域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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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及教学目标

毕业要求 指标点 教学目标

工程知识
能够将相关知识应用于解决环境污染预防与控

制工程的设计、运行和管理等。
教学目标1:熟悉固体废物管理制度,掌握固体废物处

理与处置的主要技术原理和设计方法,并会运用。

问题分析

分析复杂环境工程问题的成因并给出准确表达。
教学目标2:能够运用已学知识对固体废物处理工程中

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识别、找出问题存在的原因并能准

确表达出来。

研究分析复杂环境工程问题,并获得有效结论。
教学目标3:运用相关原理和知识,结合文献,对固体废

物处理工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其性质、特征及

相关处理处置技术,并获得有效结论。

理解与评价环境

和可持续发展

理解环境保护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意义,
理解环境工程专业对人类与社会的责任。

教学目标4:理解固体废物处理工程对环境保护和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以及对人类与社会的责任。

  做好对学生自主学习的指导,是培养学生学习兴

趣、提高学生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在课堂教学之外,
建立完善的过程性评价制度,通过多种考核方式引导

学生自主学习,使学生实现知识及能力的提升[4]。本

课程从平时作业、文献调研、阶段测试、大作业及讨论、
课堂表现及期末考试等多个方面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

行全面、综合的评价,并及时反馈评价结果用于调整教

学方法。课程形成性评价考核方式的设计均围绕课程

教学目标展开。针对各课程目标的特点设计合适的考

核方式和题目,过程性评价考核对课程目标的支撑情

况详见表2。

表2 过程性评价考核对课程目标的支撑情况

课程目标
过程性评价

过程性评价类型 预期成效

课程目标1:突出学

生对固体废物 基 本

原理及技术相 关 知

识运用能力的培养

1.阅读新《固体废物法》,解释排污许可制度、环境保护税或环责险等,
并举例说明固体废物管理制度的修订对行业产生的影响。

2.结合《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通则》判断一些物质是否属于固体废物。

3.目前国内垃圾分类的主要方法,以某个城市为例介绍其垃圾分类推

广实施情况。

4.危险废物的运输、处理与处置等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有何不同? 介

绍疫情下,医疗废物的管理与处置情况。

1.通过对废物管理制度的解读了解管理制度

对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的引导作用。

2.明确固体废物的内涵,了解判断固体废物

的合法途径。

3.结合垃圾类别,明确垃圾分类的意义及在

推广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4.明确危险废物的特殊性及其管理处置程序。

课程目标2:突出问

题识别和表达 能 力

的培养

1.文献调查:调查我国某年度某种典型固体废物产生量、处理量及排

放量,分析在该种固体废物处理处置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

2.垃圾气力输送技术调研,其应用案例及在国内如何推广的思考。

3.依据厨房垃圾破碎机的特性分析其在我国应用前景。

4.分析垃圾生物处理技术(堆肥、厌氧消化)特点,讨论其在我国生活

垃圾处理中的前景。

1.通过数据处理、图表分析发现问题,并通过

文献研究解释问题。

2.对固体废物处理技术的应用及推广的过程

中存在问题进行分析。

课程目标3:突出对

问题分析及解 决 方

案能力的训练

1.文献调查、大作业及讨论:查找某城市的生活垃圾组成与特点,结合

已学分选方法,设计合适的垃圾分选工艺。(小组汇报)

2.作业及讨论:结合一种固体废物物化性质介绍其稳定化/固化处理

的方法及工艺技术参数。

3.填埋场选址,以自己家乡的地址和数据,确定一个填埋场选址项目。
(小组汇报)

1.通过文献调研及工程案例提出问题的解决

方案。

2.结合实际情况及法律法规提出问题的解决

方案。

课程目标4:突出环

境保护和社会 可 持

续发展理念的培养

大作业及讨论:调研某工业固体废物的特点、处理及利用情况,并分

析其处理处置过程对环境保护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小组汇

报)

深入理解固体废物处理处置技术对环境保护

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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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目标1的达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掌握本课

程基本技术原理,二是将基本原理应用于分析工程技

术问题。前者通过布置系统的练习题可达成,后者的

达成可以通过增加相关的知识应用及问题分析型题

目。如通过学习相关法律法规来探讨固体废物管理制

度对行业企业的引领和调控作用;结合所学知识分析

实际技术案例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前景

等。此外,灵活多样的课堂汇报、线上作业和讨论等教

学方式都可帮助学生获得能力的提升。
  课程目标2和课程目标3是为了使学生的问题分

析能力培养目标的达成而设置,通过文献调查分析某

种固体废物在处理处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学习固

体废物处理新技术新方法的基础上探讨其发展前景;
以大作业或小组作业等形式在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进行

固体废物处理方案的设计等,通过这些深层次的学习

使学生在知识整合的过程中实现问题分析能力的

提升。
  为了使学生深入理解环境保护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理念,主要通过大作业和讨论的方式实现课程目标4
的达成。结合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章节内容教

学,让学生在资料调查的基础上,通过资料整合获得某

种工业固体废物的特性、环境危害及资源化利用的有

效途径,从而理解固体废物“三化”处理处置原则对环

境保护的作用。

  四、课程教学目标达成度评价

  在课程结束后,依据各课程目标对应的过程性评

价考核结果及期末考试成绩对课程目标的达成度进行

分析计算,计算方法如下:
  设课程目标i的达成度由N个考核项目所支撑,某
生第j个考核项目的达成度为Sj,该考核项目的分数值

为 Wj,那么课程目标i的达成度评价值按下式计算:

  某生课程目标i达成度评价值=
∑
N

j=1
SjWj

∑
N

j=1
Wj

  课程目标i达成度=
本课程所有学生达成度之和

学生人数

  建立在过程性评价基础上的课程目标的达成不仅

仅依赖于期末考试成绩,根据不同的过程性评价考核

方式对该课程目标支撑强度的不同赋予该考核方式合

适的分值,有助于更好地判断学生在整个课程学习过

程中能力达成的情况。

  通过达成度分析不仅可了解课程教学目标的整体

达成度,还可以掌握每位学生的学习情况。深入的达

成度分析还有助于寻找短板,通过对达成度不理想的

考核方式进行具体分析,及时调整教学方式、改进教学

方法。课程教学中引入多种考核方式,不仅有助于合

理反馈教学效果,其灵活多变性及有的放矢的教学更

有助于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对

学习方法的探索、转变学习态度,使学生由以前的被动

接受转变为积极探求,使课堂教学效果显著提升。
  在课程过程性评价实施初期遇到了一些客观问

题,如文献阅读及小组作业等考核内容存在作业质量

参差不齐、格式混乱、内容缺乏总结凝练等。这主要是

由于学生对该类型的作业缺乏足够的训练,不明白阅

读笔记及汇报型作业的格式、逻辑及要点等。这需要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完善各考核方式的评分标准,
并通过优秀作业案例分析等使学生明白如何完成高质

量的作业。此外,要明确过程性评价的目的并不在于

学生之间的对比,而在于及时指出学生的学习情况。
因此,要实现高质量的过程性评价需加强师生沟通,教
师及时反馈学生学习中出现的问题,以帮助学生改进,
从而促进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能得到质量的提高。

  五、结语

  认真落实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的底线要求,是提

升专业认证背景下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这与聚焦学

生学习成果、构建多元化的过程性评价体系的思路不

谋而合。通过设计与教学目标相匹配的过程性评价实

施方法,有助于课程目标的达成。以学生为中心、以成

果为导向以及促进持续改进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基本

理念将不断推动教育改革的进程,优化教学资源配置,
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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