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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兼顾多种约束条件的生态经济学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
一选择。然而，作为高校的一门专业选修课与通识课，如何吸引更多专业的学生参与此课程学习，成为授课教师必须面

对的现实问题。作为一名生态经济学教师，在多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在课堂教学中，通过顶天立地、引经据典、举一反

三、千奇百趣、正反对抗、俗谚口碑、文字游戏、出其不意等８个策略，试图营造一个充满魅力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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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单纯从经济或技术角度寻找解决方案，已不能摆脱

人类面临的生态困境，只能使之更加恶化，成为“自我毁灭的经济”［１］，必须从哲学、伦理学、经济学、生

态学等多视角审视人类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探索管理人类活动和地球环境、保护人类的经

济与生态成果的新途径，兼顾多种约束条件的生态经济学则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２］。作为

一门研究自然界管理与人类社会管理之间关系的学科，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相

互作用的学科，是生态学与经济学两门研究对象交叉的学科［３］，２１世纪以来逐渐成为全球研究和关注
的热点。受前辈熏陶，本人从大学伊始就热爱这门学科，并在毕业后展开了相关教学与科研工作。２０
年前，率先面向全校近２０个专业开设了专业选修课与通识课，每年２个学期约４００人参与了此课程的
学习。多年来，为吸引更多专业的学生参与此课程的学习，本人一直在不断探索课堂教学策略，试图营

造一个魅力课堂。现将课堂教学策略总结如下，供同行们批评指正。

１　课堂教学的八个策略
１．１　顶天立地———将复杂原理融入日常案例

生态经济学的理论贵在应用。在课堂上讲解理论时，教师要把复杂原理融入到日常案例中，单纯讲

解深奥的理论，会导致课堂枯燥，学生无法理解。例如，何谓生态农业的“相居而安”原理？通过引入河

南兰考泡桐树与小麦间作的实例，并引用人民日报的报道“兰考如今‘吃’泡桐”加以佐证，“农桐间作”

可以实现“林茂粮丰”；同时引入山东、山西等省的桑粮间作实践实现了“树上百斤茧，树下千斤粮”［４］的

案例来阐释“相居而安”原理及其应用。

在讲授“生态农业”的整体性原理时，采取设问方式：假如愚公学习了生态农业的基本理论，他还会

移山么？通过“愚公移山”的有趣故事告诉学生因地制宜地进行立体综合利用的重要性。如果愚公采

取了“山顶造林戴帽子，山坡种草披褂子，山腰兴修梯田系带子，山下建棚覆膜围裙子，沟道打坝蓄水穿

靴子”［５］等“林、农、牧、渔”立体模式，他不仅不会去移山，还可以提高经济效益、改善生态效益。无怪乎

后人道：“杨柳下河滩，果树上半山”、“高山松树核桃沟，溪河两岸栽杨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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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引经据典———借课堂教学模拟现实情景
在讲授循环经济时，丹麦卡伦堡常被作为经典案例。它将生产发展、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有机结

合，实现了企业间的良性循环，被誉为循环经济发展的“圣地”。结合这个经典案例，课堂教学中，要求

学生模拟现实情景，回答如何实现广西贵港国家生态工业（制糖）示范园、新疆石河子市国家生态工业

（造纸）示范园等循环经济的发展？

在案例选择时，还要注重选用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典型案例。例如，在讲授生态农业专题时，通过

学校发展油菜生态经济的实践，告诉学生油菜全身都是宝，其利用符合低碳经济发展，且从油菜的育种、

播种、施肥、收割、压榨、残渣的利用以及西北青饲料油菜的种植、生物柴油的制作等全过程涉及到各专

业的先进科技［５］，要求其乐学专业知识，提高专业技能，更好地为发展生态经济服务。

１．３　举一反三———用发散思维推演科学模式
课堂教学中采用类比、对比等手法，激励学生发散思维，不仅增加课堂趣味性，更可以达到举一反

三、用发散思维推演科学模式的效果。

一是采用对比法。发展生态农业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绝不可东施效颦。否则，同样的模式，会导

致相反的结局。例如，“稻虾连作”在江汉平原获得了良好的经济、生态与社会效益，但在云南的梯田区

却适得其反。据报道，江汉平原的潜江市通过稻田养虾，实现一田两季、一季双收、一水两用、一举多赢、

高产高效的目标。２０１３年，潜江市“虾稻共作”平均亩产小龙虾２００公斤、稻谷６２６公斤，亩平纯收入
４０００元以上，比单一种植中稻增加３０００元以上。全市龙虾养殖基地已达２２万亩，其中“虾稻共作”面
积突破２万亩，向欧美出口年均创汇近１亿美元，养殖规模、加工能力、能力出口创汇连续４年均居全国
之首。但在云南元阳的梯田景区实施稻田养虾却适得其反。由于小龙虾是打洞高手，将梯田田坎蛀空，

只要田里放水，就会到处渗水，导致梯田无法栽种，美丽景观也不复存在。由于哈尼梯田曾被国家林业

局批准为国家湿地公园，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被国家文物局列入２０１３年正
式申遗候选名录。为此，红河州、元阳县两级政府从２０１２年开始，每年还得出资１１０万元购买农药清剿
小龙虾，导致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出现负值。

另外，在长期发展中，我们从“绿水青山不如金山银山”的教训中提出“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

山”，甚至“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乃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比今夕，我们充分认识到发展经

济始终离不开可持续发展，要始终坚持把科学发展作为第一要务。

二是运用类比法。生态经济学中“互惠共生”原理主要是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各种群间，由人工诱

导多种共生互利关系，以加强物质内循环利用，既提高生态效益，又提高经济效益。例如，稻鸭共育技

术［６］，即在水稻田里养鸭，不仅获得了“稻香鸭”，还收获了有机稻，经济价值倍增。运用类比方法，提问

学生现实中还有哪些发展模式？再通过案例推演出稻田养鱼（浙江青田联合国非遗项目）、稻田养虾

（湖北潜江）、稻田养蟹（江苏宜兴）、稻田养鳅（广东惠州）等科学实践，均能实现种植与水产养殖双赢。

１．４　千奇百趣———靠新型科技繁荣绿色经济
奇特的细菌可以将秸秆变成有机肥料，减少污染。例如通过武汉晚报上刊登的“‘神奇细菌’光谷

造，吃下秸秆‘拉’绿肥”的案例，告诉学生将来对付堆积如山的秸秆不用焚烧，会导致乌烟瘴气，而是通

过这种神奇的酵素菌，经过７～２０天，就能将废弃秸秆发酵成为有机肥料，通过发展绿色经济，提高
效益。

奇特的途径可以变废为宝，提升价值。谈及“猫屎”，人们便会恶心，但是你听说过“猫屎咖啡”么？

这玩意又称麝香猫咖啡（ＣｉｖｅｔＣｏｆｆｅｅ），它可是世界上第二贵的咖啡，１公斤约４００美元，是由麝香猫吃
下成熟的咖啡果实再从粪便中排出，经人们提取加工而成的。由于经过麝香猫胃的发酵和消化系统的

作用后排出体外的咖啡别有一番滋味，所以，“猫屎咖啡”不仅实现了变废为宝，而且还成为国际市场上

的抢手货，价值倍增。

奇特的工艺可以实现“尿变水”，循环利用。据长江商报报道“神九航天员将实验‘尿变水’”，品质

超纯净水，告诉学生神舟九号将首次通过动态水气分离装置将航天员的尿液进行水气分离，实验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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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且地面实验结果表明，这种尿液转化水的品质超过一般的纯净水品质，虽暂时不饮用，但可以变废为

宝，循环利用。

告诉学生这些千奇百趣的案例都蕴藏着新型科技，要始终意识到“废物是下一个生产环节的原料，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人类可以通过创新现代科技手段来发展绿色循环经济，提升综合效益。

１．５　正反对抗———用课堂思辨激发专业兴趣
在生态经济学课堂上，正反对抗赛是必不可少的教学方式。例如，采用随机分组组织学生开展辩论

赛，正方辩题为“先发展经济，再保护生态”，反方辩题为“先保护生态，再发展经济”。尽管双方都竭尽

全力查阅大量资料、伶牙俐齿地争论得面红耳赤，双方却很难一分高低，辩论本身就没有胜负之分，答案

在于教师的“亮剑”评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没有先后之分，两者不可偏颇。不能只发展经济，不保护

生态；也不能只保护生态，不发展经济。因为不发展经济是等死，破坏环境是找死，存活的出路在于发展

生态经济或者循环经济，这也是课堂设计辩论赛的初衷。另外，还结合教学内容，临时设计一些思辨题

目，例如，水电开发是否既生态又经济？是生态的一定环保，是环保的一定生态？教师将赞成者与反对

者分为两组，请他们各抒己见，然后结合讲授的理论与方法加以评述。

通过课堂思辨，学生不仅学好了专业知识，还可以激发其课程学习兴趣。

１．６　俗谚口碑———以通俗语言诠释科学理论
众所周知，“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水土异也。由于农业生产受到光、温、气、肥、热等

要素影响大，所以发展生态农业要因地、因时制宜才能收到良好效益。谚语道：“向阳石榴红似火，背阴

李子酸透心”（光照重要性），“旱枣涝梨火烧桃”（湿度重要性）、“沙地花生粘土谷”（土壤重要性），“不

冷不热，五谷不得”（积温重要性），“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肥料重要性），“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

炉吃西瓜，成就的吐鲁番的葡萄和西瓜”（昼夜温差重要性）。课堂上采用这些俗谚口碑会取得意想不

到的教学效果。另外，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的顺口溜也富有哲理，例如“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天变灰，河变脏，生态环境在受伤”、“水源断，河流脏，百姓生活遭了殃”

等都反映了目前农村环境存在的问题，教师采用这些俗语不仅增加了课堂的趣味性，还起到了警示

作用。

１．７　文字游戏———靠精炼语言提升课堂情趣
一是巧用数字。在讲解生态经济的结构与功能等内容时，生态经济系统中有资源、环境、人口、技

术、物资、资金、调控等７个要素，通过科学技术链、投入产出网这２个链接媒介实现了生态经济系统的
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价值流、人口流等５大功能，内容繁琐，学生难记住，但将其浓缩为３个数字
“７２５”（７要素２链接５功能），学生立刻掌握。在讲授创意农业时，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农业专家今
村奈良臣早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就首先提出其是“第六产业”［７］，学生无法理解，但数字公式１＋２＋３＝６、
１×２×３＝６，当把创意农业解释为发挥农业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中的规模效应和产生乘数效应时，学
生立刻就会理解创意农业为什么被称作第六产业了。另外，如何打造生态茶园？由于茶叶“４喜４怕”
（即喜酸怕碱、喜光怕晒、喜暖怕寒、喜湿怕涝），通过播放福建安溪铁观音茶园种树视屏来加以例证。

二是采用英文缩略字母。在生态经济学课堂讲座中，英文缩略字母的运用可以达到表达形象、便于

记忆的功效。例如ＰＲＥＤ系统、ＩＰＡＴ模型等。ＰＲＥＤ是区域系统中人口（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资源（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环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与经济发展（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等单词的英文缩略。ＰＲＥＤ系统中人口增长、资源利用、
环境保护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四者之间在不同尺度上的相互协调是实现区域持续发展的基础与前提［８］。

而ＩＰＡＴ模型由美国生态学家Ｅｈｒｌｉｃｈ＆Ｃｏｍｎｏｎｅｒ提出，Ｉ、Ｐ、Ａ、Ｔ分别是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环境影响
状况）、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人口，以人数表示）、Ａｆｆｌｕｅｎｃｅ（富裕度，以人均年 ＧＤＰ表示）、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技术水平，
以ＧＤＰ形成的环境指标表示）等单词的英文缩略，其中：Ｉ＝Ｐ×Ａ×Ｔ，模型反映了影响环境最直接的因
素是人口、富裕度、技术及其相互间的作用［９］。

三是使用谐音。在讲授生态农业时，使用谐音提问：农民也是“公雾源”（“公务员”谐音），也在“喂

人民服雾”（“为人民服务”谐音）？再通过介绍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ＦＡＯ）的报告，告之畜牧业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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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温室气体占全球１４．５％；引用中国社会科学网的报道，农业碳排放总量从１９９１－２００８年均增长率为
２．５９％，约占碳排放总量１０．４３％，秸秆焚烧排放占比例最高为９０．６０％［１０］。学生就会明白，农业原来

也是雾霾天气的罪魁祸首之一，所以规划或者管理养殖与种植活动时，一定要严禁秸秆焚烧、争取做到

污染物的最大化循环利用。

１．８　出其不意———依点名神器助长课堂威力
尽管上述策略可以有效提升课堂魅力，但由于选修课程的学生来自不同专业，学习目的存在差异，

教师要保证课堂出勤率、凝聚学生注意力、提高师生互动参与率，依靠强制点名已无济于事。在长期的

教学实践中，我们运用小程序开发了一款“点名神器”。课堂上启动它，可以辅助教师把学生的姓名、学

号、班级等信息与其本人照片同时出现，且通过设置点击频率，经常违纪的学生将被自动循环累计，慨叹

“点名神器每次重出江湖，总有些令人忐忑不安”、“助力神器伤不起”，起到了鞭策落后的效果；而平时

喜欢回答问题、参与互动的学生，也会被神器记起，直呼“小神器真给力”，达到激励先进的目的。的确，

小神器出其不意，帮助维护大课堂，显示大威力，也从侧面提升了课堂教学的魅力。

２　教学效果
通过以上８个策略，生态经济学课堂深得学生喜爱，取得了良好效果，多年来获得学生点赞：教学内

容生动、精彩、形象、贴近生活，引人入胜，概念掌握快，理论易理解；教学态度和蔼、幽默、寓乐于教、寓乐

于学；采用互动式、参与式、案例教学，课堂激情、活跃；教学案例贴近现实，学完后觉得农业大有前途，有

点想回家种地、养猪的冲动。

的确“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课有常而教法无常”。其实社会才是一个极其广袤的课堂，教师要通

过课堂渠道，自觉地将精深的理论渗透到广袤的实践空间中，做到“润物细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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