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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基本要求是在坚持

专业知识教学第一位的基础上，将国家战略导向、社

会价值引领、重要理论指导、中华文化传承等思政

要素有机融入教学之中。“法学教育天然承载着法

学专业教育和思想政治建设的双重使命”[1]，法学类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

认识，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理直气壮开好思政

课，把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真正落实到位”[2]。环境

资源法课程是高等学校法学专业的核心课，其课堂

教学不仅承担着为国家培养依法治国人才的重任，

也承担着法学教学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对接的

重任。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法治保障、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与环境法治的回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对环境法治的客观要求都是环境资源法课程

教学内容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可以说环境资源法课

程面向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具有天然适应性。环境

资源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应当从教学目标、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体系化的设计与展开。

 一、环境资源法课程面向课程思政

改革教学目标的重塑

教学目标是一门课程教学内容的统领，既决定

着专业教学要达到的效果，也决定着对学生能力的

培养方向。面对现代高等教育的挑战和课程思政教

学改革的内在要求，这种注重单一的专业知识培养

的教学目标已经不再适合新时期教学的需要，“在课

程教学过程中要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

融为一体”[3]。环境资源法课程教学目标应当在遵

循法学教学规律的基础上融合课程思政改革和现代

高等教育的新挑战，关注专业知识与思想政治素养

培养的结合，关注专业知识与环境保护实践能力培

养的结合，关注专业知识与创新思维培养的结合。

环境资源法课程应将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定位

为——在教学中将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战略对生态环

境法治提出的客观要求与环境资源法教学有机融

合，培养学生既具有扎实的环境资源法学功底、实践

能力、创新思维，又具有心系地球环境这一家国天下

格局的新时期综合型、应用型法律人才。

 二、环境资源法课程教学内容与

思政要素的融合

环境资源法课程的教学内容应以思政要素类别—

教学关联性—教学内容融合为基本思路，分别从生

态文明建设中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价值理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

“两山”理论、“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3060

双碳”目标等思政要素类别中分析其与环境法治建

设的内在关联性要求，对环境资源法课程思政教学

内容进行体系性设计。

 （ 一 ）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环境资源法课程教学

的融合

国家战略导向是课程思政教学的首要关注领

域。自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具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发展战略以来，以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对环境

法治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客观要求，环境资源法课程

教学中对于生态文明建设下环境法治发展最新动向

的讲授，是环境资源法课程对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战略的最直接体现。首先，在生态环境资源管理体

制教学内容中融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要求。在教

学中让学生充分了解生态环境资源管理体制的演

进，是 2015年出台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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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顶层设计的具体落实与

体现，有助于进一步增强学生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国

家战略的政治认同感和制度自信。其次，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教学的关联。在

环境资源法课程的教学中，应在对该制度的内容进

行讲授的同时，重视向学生传递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的背后逻辑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中对生态有

价、环境有价、资源有价的肯定与确认。

 （ 二 ）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价值理念

与环境资源法课程教学的融合

体现社会价值引领是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内在

要求之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价值理

念在环境资源法课程教学中的融入，是环境资源法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时代使命和重点方向。人与自

然和谐的价值理念在环境资源法课程教学中从环境

法的目的到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再到环境法律制度均

有体系性的体现。首先，在环境法的立法目的的教

学中，向学生阐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促进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在环

境法中的首要体现；其次，在环境法的保护优先原则

讲授中，阐释 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修订加入保护优先原则的背后立法逻辑，讲述保护

优先原则的实质就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体现；最后，在环境侵

权制度的讲授中，阐释环境立法从传统环境侵权对

于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救济到对受到损害的生态环境

本身的救济的转变，这种立法上的转变，是对生态环

境价值的法律确认，也是人与自然和谐价值理念对

环境侵权责任的客观要求。事实上，在环境资源法

课程的其他知识点的讲授中也处处渗透着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价值理念的输出，每一个知识点的讲授均

能让学生从中感受到，中国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理念是国际上“只有一个地球”理念的

中国样本。

 （ 三 ） “两山”理论与环境资源法课程教学的融合

早在 2005年，习近平就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论，“两山”理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重要理论支撑，其核心要义在于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两山”理论与

环境资源法课程教学的融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环境法律基本制度教学中融入“两山”理论。

例如，环境规划制度、排污许可制度、总量控制制度

与区域限批制度、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生态补偿制

度、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

讲授。二是在自然资源法的教学中融入“两山”理

论。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的讲授，让学生从自然资

源单行法的内容中领会“两山”理论的精髓所在。三

是在区域流域法律保护的教学中融入“两山”理论。

主要是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的讲授，

让学生了解习近平提出的“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是“两山”理论的重要发展。

 （ 四 ） “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与环境资源法

课程教学的融合

“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在环境资源法

课程教学中集中体现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和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以及环境法律责任制度的

创新，包括环境行政法律责任领域引入的按日计罚、

治安拘留、企业信用惩戒，环境民事责任的承担领域

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以及历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修正案》对环境类犯罪的增修。可以引导学生对国

家制度创新背后的立法政策进行思考，并对这些制

度创新进行批判性反思。同时，引导学生认识习近平

提出的“用最严格的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在环境资源

立法中已经有了明确的回应，并得到了有效实施。

 （ 五 ） “双碳”目标与环境资源法课程教学的融合

围绕”双碳”目标的法治保障成为环境资源法

学界的热点和前沿问题，其中与环境资源法课程教

学的关联主要表现在国际环境法教学中对应对气候

变化法律问题的讲授。对此，可以重点讲授气候变

化领域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三个气候变

化国际法律文件中的体现，以及国内碳排放交易制

度的立法现状。在教学中向学生讲授相关法律问题

的同时，更要强调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基

本立场，强调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双碳”目标

的提出，一方面是中国履行《巴黎协定》的需要，体现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的国际担当，另一方面则是

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气候变化领域的

集中体现，进而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三、环境资源法课程思政教学方法的

实践展开

好的教学方法对于提升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显

而易见，“课程思政教师在教学准备中要根据不同的

目标与内容，选择适宜的教学方法”[4]，为了提升环

境资源法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应在不同的教学内

容中引入以学生为主体的案例式教学法、讨论式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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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法、项目式教学法。

 （ 一 ） 案例式教学法与传递课程思政要素的教学

展开

在环境资源法课程思政教学中，通过实践案例

的讲解，帮助学生掌握环境资源法学理论如何运用

于实践，同时在生动的环境法案例中向学生传递思

政要素。例如，在环境公益诉讼的教学中，通过云南

绿孔雀案、泰州水污染公益诉讼案、腾格里沙漠污

染案的讲授，向学生传递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

导向，传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传递

环境公共利益保护的实践需求，传递“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论内涵，使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得以

突显。

 （ 二 ） 讨论式教学法与发现课程思政要素的教学

展开

将讨论式教学法引入环境资源法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中，能够使学生主动发现和理解思政要素与教

学知识点之间的融合。例如，在讲授中国环境立法

发展专题时，课前通过布置阅读文献和讨论题目，使

学生在预习中国环境立法不同发展阶段对中国环境

保护政策的回应等知识点时，既能了解中国环境保

护的发展历史，同时也能融合党史学习教育。在课

上集中讨论环节，以中国环境立法法典化为讨论的

核心，通过对环境法典编纂的外部条件的讨论，让学

生主动发现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法典之间的内在关

联性。通过布置课后作业，进一步加深学生对课上

讨论时发现的思政要素的理解。总之，让学生在课

前自学、课上讨论和课后作业中主动关注国家生态

文明战略，效果远胜于以教师为主讲授生态文明建

设对环境立法的需求。

 （ 三 ） 项目式教学法与实践课程思政要素的教学

展开

在课程思政教学中引入项目式教学法的目的

是，使学生能够通过具体项目的实践感知课程思政

要素。例如，在环境资源法课程环境法律基本制度

教学中，安排学生以项目小组的形式虚拟一个工业

生产项目，完成“一个工业生产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

的环境法律合规设计”，从中让学生以企业管理者的

身份假设可能出现的多种违法行为，了解什么是“最

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违法者将承担何种法律

责任，其社会信用将受到何种影响；又如，在垃圾分

类制度的教学中，要求学生分组完成“大学校园垃圾

分类的现状调研”项目，或者“居民生活区垃圾分类

的现状调研”项目，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垃圾分类的实

践，实践环境保护领域的公众参与，真正做到环境保

护的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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