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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理念视域下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实践教

学的探索 
杨梅  曾颖斐  于春伟 

(海南医科大学热带医学院  海南海口  571199） 

摘要：环境保护与生态质量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深远，污染物的释放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可能导致显著的公共卫生危机。卫生检验

与检疫专业在保障公共卫生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也肩负着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使命。因此，将环境保护理念融入

到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实践教学中，关注环境要素对动植物健康、人体健康的影响，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进而推动国

家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政策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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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

建设做出一系列重要论断，形成了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

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国家发展总体

布局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当

代大学生是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是美丽中国建

设的中坚力量，加强大学生生态环境教育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

必然要求[1]。海南省作为一个海岛省份，在地理、气候都具有独

特的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4.13”指出“支持海南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草案）》进一步明确了

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价值，全球“全健康”海南示

范项目更是致力于共同促进人和动物健康，维护和改善生态环

境。海南省教育厅落实海南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章的决定》和省教育厅《关于大力推行

生态文明教育的实施意见》（琼教发[2018]66 号）等文件，将生

态文明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和校园文化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完

成具有海南特色的生态文明教育地方教材（课程）体系建设并

实现大中小学全覆盖。针对长期以来非环境专业的人才素质教

育缺乏有关生态文明意识培养的事实，需要寓教于实践，提高

大学生对生态文明的认知度、认同度、践行度。践行习近平新

时代生态文明思想。 

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的设置对保障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社会

公共卫生具有重多方面的必要性。首先，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

展，国际间人员和货物的流动日益频繁，这无疑加大了传染病

传播的风险，必须建立完善的卫生检验与检疫体系，能够有效

识别、监测并控制疾病的传播，确保公共卫生安全，以保护公

众健康[2]。随着全球健康安全问题的日益严重，卫生检验与检疫

专业的毕业生在公共卫生、食品安全和环境监测等领域扮演着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3]。我校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

素质全面的复合型卫生检验与检疫专门人才，能够胜任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海关口岸及同卫生检验与检疫相关机构的卫生检

验工作以及其他医学技术实验室的工作，适应我国公共卫生事

业、卫生检验检疫工作和社会现代化发展需要。卫生检验与检

疫专业的实践教学是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

分，旨在通过多样化的实践环节提升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综

合素质。因此，实践教学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学生的职业能力和

未来发展。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的实践教学分为一是在实验室

实践环节，学生们学习如何进行样品的采集、处理和分析等基

础技能。例如微生物检测和化学分析，学生将掌握细菌、病毒

的培养与鉴定技术，以及水质、食品、药品的成分分析方法[4]。

现场实践是另一个关键环节，学生们进入食品、药品和公共卫

生等实习单位参与实际的卫生检疫检查，了解现行的检验与检

疫流程，学习如何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外，还将参与流

行病学调查，通过实地调研，掌握疫情监测与应对的相关技巧，

这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实操能力，也增强了其对公共卫生工作的

认识，也提高了他们的沟通和协调能力。这一专业的核心目标

是保障公共卫生，而环境质量直接影响到人类健康和生态平衡，

因此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的实践教学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着深

刻而密切的联系。在实践教学中，不单单要引导学生学习卫生

检验的技术和方法，更应融入环境保护。 

一、环境保护视角下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

问题 

当前实践教学在环境保护理念融入方面，虽然逐渐受到重

视，但依然存在若干问题： 

1、课程内容缺乏系统性：在实践教学中对环境保护的内容

往往是零散的、片段化的，没有形成系统的课程体系，环境保

护理念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活动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导致学生

对环保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不足。 

2、教师专业素养不足：部分教师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和理解

有限，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这使得他们在教学中

难以有效地将环保理念融入实验和实践活动，影响了学生的学

习效果。 

3、实验设备和资源短缺：缺乏必要的设备和资源，实验设

备和材料的短缺限制了环保实验的开展，使得教师很难设计和

实施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实验项目 

4、实践活动形式单一：许多实践活动仍然以传统的实验室

课程为主，缺乏多样性和创新性。实践教学中，学生与社区的

联系相对薄弱，限制了学生在真实环境中进行实践的机会，无

法深入体验和理解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5、评估体系不健全：对于环境保护理念的融入，现有的评

估方法往往侧重于学生的学术成绩，而忽视了对其环保意识和

实践能力的评价，这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践行环保理念

的内在动力。 

当前实践教学在环境保护理念的融入方面面临诸多挑战，

亟需通过课程改革、教师培训、资源整合等多方面的努力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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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和提升，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本专业在实践教学

中进行了环境保护理念的一些融入探索，以培养学生的可持续

发展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二、环境保护视角下我校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实践教学的

探索 

1、将环境保护纳入实践教学的内容模块中，领会环境因素

对健康的直接影响。 

例如，在《卫生化学》教学开始前进行环保和安全知识的

培训，强调实验室安全操作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实验过程中，

遵循绿色实验的原则，强调实验室废弃物的分类和处理，如何

减少废物的产生，使用可再生材料和无毒试剂；《仪器分析》实

验课中融入节能减排的绿色发展理念，如设备的节能，水资源

的节约；以及《化妆品理化检验》的液体洗涤类化妆品与特种

洗手液的质量分析实验、《卫生微生物》的普通环境下卫生微生

物的采样与检测，引导学生采集环境中的微生物样本并处理，

观察不同生态体系的变化探讨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2、设计解决实际问题的实验内容。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

提升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加深对环境保护和公共卫

生之间关系的理解。 

例如《水质理化检验》水中有机污染物指标的测定实验，

进行水中 COD、挥发分等指标检测，《分析化学》中水的总硬

度测定以及水中氯离子含量的测定，开展人工湖与自来水中样

本的采集与分析实验，让学生亲自参与监测实际环境中的污染

物，培养他们的观察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判断水源是否安全。

同时，通过对实验结果的讨论，引导学生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

要性。设计和实施可持续发展项目，在《无机化学》粗盐的提

纯实验中，涉及环境粗盐的来源，如何一步步对其进行提纯得

以制备成可食用的精盐，学生们通过对水、空气和土壤等环境

介质的检测，了解如何评估环境的安全性。这些实践活动能够

及时发现环境污染，识别潜在的健康风险，为公共卫生的保障

提供科学依据[5]。 

3、加强自主探究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

他们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 

通过小组项目，学生可以自主选择与环境保护相关的主题

进行深入研究。这样不仅提升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根据学

生提出实验方案进行探索式实验教学。在《水质理化检验》、《空

气理化检验》、《卫生化学》、《动植物检验与检疫》、毕业论文设

计等环节中，教师可以一些与环境保护相关的主题供学生选择，

例如：污水处理厂微塑料的赋存、海南常见蔬菜中农药的残留

等。 

4、设立校外环境保护见习基地，创建资源共享、协调发展

的高校与社会协同实践育人环境，解决协同育人实践教学育人

机制短板问题。 

吸引社会力量支持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建设。建立校外生态

文明教育基地，包括环保机构、污水处理厂，丰富社会实践教

育和素质教育资源，让他们直接了解环境保护设施的运作和重

要性，体验环境保护的实际工作。 

5、组织学生参与社区环境卫生活动。让他们在真实场景中

应用所学知识，提升对环境保护的认识。 

组织学生参加环境清理活动，如海滩清理、植树活动、社

区环保宣传等，增强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向游客和社区居

民普及环境保护知识。 

6、评估与反馈机制的建立。 

通过设置环境保护相关的评估指标，考察学生在实验中的

环保意识和实践能力。例如《空气理化检验》中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粉尘浓度等大气污染指标的测定实验中，在思政部分

引入环境污染的危害与及时监测的必要性。及时的反馈不仅有

助于学生反思和改进实验过程，也可以促进教师在教学中的持

续发展。 

总结： 

在当今全球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挑战背景下，将环境保护

理念融入实验教学变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是教育改革的需要，

更是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意识和责任感的关键举措。未来的实

验教学可以通过多个维度来实现环境保护理念的有效融合。未

来实验教学中环境保护理念的融入，将通过课程设计、实验方

法、实践活动、评估机制、教师培训和国际合作等多方面的努

力，培养出更加关注环境问题、具备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

学生，为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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