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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bilingual teaching mod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English ability of ecotoxicology stu-
dents. Reforming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and introducing bilingual teaching can help students master professional knowledge 
ef�ciently in limited class hours, and at the same time can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English. However, at present, the 
textbooks used in domestic teaching classes do not contain English, and the English quality basis of ecotoxicology students is also dif-
ferent. There are still many obstacles to overcom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bilingual teaching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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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促进双语教学模式的实现可以有效提高生态毒理学学生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改革传统教学模式，引入双语教学有助于学生
在有限课时内高效掌握专业课知识，与此同时也可以提升学生英语综合素质。然而，目前中国教学课堂采用的教材不含英文，
生态毒理学学生英文素质基础也是不尽相同，双语教学目标的实现还需克服很多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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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环境生态毒理学双语教学改革是一个需要在日常课程教

学中渗透双语教学的过程。要让学生在平时的专业知识学习

的过程中，适应查阅英文资料并适当使用英语交流。双语教

学可以使课程形式更加丰富，学习内容更加深刻，研究范围

更加广泛。学生在双语教学中可以有效提高自身英语综合运

用能力，今后面对一手的外文研究资料不至于手足无措。环

境生态污染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在人们肉眼看不见的地方，

有许多毒物也在悄无声息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健康。如今现

代工业不断发展，农业逐渐现代化，环境污染物进入到生态

系统中的数量种类不断增加，威胁到周边人们及各类生物的

健康，环境生态毒理学应运而生。中国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

起就开始大力推动环境生态毒理学的研究工作。环境生态毒

理学可以通过专业的生态风险评价技术等研究成果控制并降

低环境污染物对生物的危害。在这种大环境下，环境生态毒

理学的意义重大，课程教学模式也需要不断改革以追求高质

量的技术及研究成果问世。

2 课程特点及教学理念

环境生态毒理学是一个较为综合的课程，涵盖范围大，

应用领域广。因此研究环境生态毒理学的学生需要学习并掌

握多门学科。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环境生态毒理学所涉及到

理论知识也在不断扩充，在中国环境生态毒理学的教材更新

速度较为缓慢的情况下，需要学生通过国际渠道查询能够有

助于学生研究探析的资料，及时了解新兴的环境生态毒理学

研究成果与最新理论。通过这种方式使学生避免出现消息滞

后的情况，有利于学生挖掘自己论文的深度继而提升论文质

量乃至最终达到生态毒理学教学目的。环境生态毒理学同时

也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课程，在重视学生专业知识掌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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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同时也硬性要求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在这种教学

理念下，势必要引入双语教学，鉴于科研前沿的文献多数为

英文，所以在日常课程中需要引导学生将课内知识与外文文

献中所习得的知识相结合。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对环境生态毒

理学的学习兴趣，也可以为学生提供学习英语与综合运用英

语的机会，在提高学生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同时能够锻炼学生

熟练使用英文查询参考文献的能力。此外，引导学生查询英

文文献有助于开拓学生视野，让学生了解环境生态毒理学的

魅力，在今后学习研究这门课程时以一个更加饱满热情的精

神状态学习，提高教学质量。

环境生态毒理学的教学理念一直是以坚持学科专业知识

教学为主，以语言工具配合教学为辅，同时不忘以学生作为

教学主体，建立起学生的创新性思维，提高学生科研成果实

际运用能力。开展环境生态毒理学双语教学不仅可以使课程

教师将自身能力发挥到最大，还可以增强学生的外语知识，

查阅资料的能力，能够在第一时间搜集到一线科研成果。教

师要秉持专业知识与语言能力相辅相成的教学理念，完成课

程教学目标，结合学生平均英文水平进行教学 [1]。

3 课程改革目标

在生态毒理学双语教学课堂中，教师不应直接向学生输

出理论，而是启发学生自主思考，在常规教学课程中引导学

生透过现象看本质，鼓励学生积极提出问题并主动解决问题，

培养学生创新性思维的建立。这样学生所习得的理论知识就

不是短暂的硬性记忆，而是有极具探索性的深刻体会。

在教师传授环境生态病理学的课程中，要注意避免按照

教学大纲中规中矩地进行教学，而是要努力为学生建造一个

教学情境。课程改革的重点在于教师要参与把控学生从以发

现问题为开始的每一个教学环节，在学生碰到的研究瓶颈时

给予适当的建议与指导，在不打压学生的好奇心以及自由的

学习探索氛围的情况下，引导学生到正确的研究方向上去。

对于教学情境的实现，在具体课堂中可体现为教师向学生讲

述日常生活中或被人们熟知或是忽略的生态环境危害，从而

引起学生的关注和思考，将学生带入生活情境，成功建立学

生的专业性思维。教师需要时刻记住课堂要以学生为主体，

不忘与学生进行互动，时刻与学生进行交流，为他们答疑纠错，

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及自主创新性。同时，教师要对学生的

研究成果予以肯定以提升学生自信。

此外，环境生态毒理学双语教学课堂需要通过小组探讨

这种方式进行学术交流，既然是双语课堂，就要在平时的课

程中重视双语交流，既可以帮助学生强化专业知识概括，又

可以提升学生的双语表达能力。具体课堂可以呈现为由教师

选取一个适当的课题，由学生自由结合形成小组，给学生自

由充分思考探讨的时间，由学生代表对小组的研究成果进行

汇总发表及展示，便于学生汲取多方意见，保留自己认同的

观点最终完善深化自己的调研报告。通过这样的教学改革使

课堂突破以往沉重的教学氛围，让学生在活跃的课堂上迸发

出更多的奇思妙想。课程教学工作收尾时仍需要教师进行系

统的高度知识概括，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知识输入 [2]。

4 改革教学模式的策略

因为环境生态毒理学是一门涉及学科较广的课程，因此

其中的知识点也是非常繁多。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教师在课

程教学过程中运用先进教学设施，例如多媒体来帮助学生梳

理抽象的专业知识并对其进行记忆。教师利用精美的课件，

在教学课程中为学生展示形象生动简洁的图表，同时用精确

的语言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确使学生接收到的信息都是准

确实用的。教师通过先进教学工具既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教

育能力，又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吃透环境生态毒理学

知识。教师更要善于利用多媒体的多功能，利用影音播放软

件为学生介绍环境生态毒理学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促使学

生将课程所学知识与现实场景融合，提高学生实际应用专业

知识的能力。

为满足学生学习求知需要，教师还应在课下与学生密切

交流。在有限的环境生态毒理学课时内，可能会出现学生对课

堂所学知识存疑的情况，这时教师如果可以找到课下固定与学

生联系的方式及时对学生进行指导答疑，就可以进一步提高学

生学习质量与学习热情，保持学生学习的延续性与连贯性。社

会进入高度信息化，教师可以不必使用以往用电话交流的方

法，邮件与公众号等媒介都可以满足教师与学生在课外交流的

需求。为加强师生之间的学术交流，还可以酌情建立学术网站，

实现一线信息交流互享，使学生跟进在国际环境生态毒理学最

前沿。教师通过学术网站交流平台可以提高学生主观能动性，

为今后独立探索搜集信息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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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当前，环境生态毒理学研究正朝着多样性与实际应用性

的方向发展，而实现双语教学对环境生态毒理学的发展具有

积极的促进作用。而教育改革在于从传统的课程教学中寻求

创新，用多样的教学工具及教学手段为学生展现一个多元化

的教学课堂，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与上进心。日常生活中只

要留心不难发现，城市污水处理系统还存在着很大弊端，处

理不慎还容易引起二次污染，此外，还有其他环境生态毒理

现象，这些都是教师需要在课程教学过程中与学生共同交流

的话题。情境教学的优势就在于引导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

培养学生自身的洞察力，不会一味专注于书本知识，而是学

会独立思考，将理论知识实际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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