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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内生物野外实习在基地、内容设计、实习效果等方面存在不足。根据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生物野外实
习课程的组织实施过程及相关经验，可以从整合资源、加强实验基地建设，丰富内容和方式设计、调动学生积极性，加强

组织管理、引导学生合作和创新，建立多元化考核和评价模式等几个方面完善野外实习课程，提高实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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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物野外实习课程是“生物科学”“生物工程”等生物相关专业方向的重要教学环节，该课程通

过在野外讲解动植物种类、生态分布和生长环境特征，生物资源利用和生物技术等，使学生巩固相关课

程的基础知识，掌握生物相关实验和野外工作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培养学生的实验操作、数据分析等最

基本的科研能力和团队精神，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激发学生对生物相关专业的学习兴趣。与课堂教学

相比，野外实习更直观，综合性和创新性强，对学生素质及创新能力提高有重要的作用，成为各高校生物

相关专业教学不可或缺的部分［１－５］。

麦克马斯特大学以其独特的创新性和求实理念而成为加拿大最著名的公立大学，在加拿大一流大

学评比中，连年被誉为最富有创造力和革新性的学府。麦克马斯特大学的生物野外实习课程也别具特

色，该课程由徐建平博士和ＣｈａｄＨａｒｖｅｙ博士开设，并多次选择中国作为实习地区，２０１５年便在湖南邵
阳等亚热带地区进行。北京交通大学与麦克马斯特大学在本科生教学与人才培养上展开了多层次的交

流和合作，也全程参与了此次野外实习课程。本文介绍麦克马斯特大学野外实习课程安排和实施情况，

对课程相关经验进行了总结，以期为高校生物野外实习课程建设和创新型人才培养提供理论参考和实

践依据。

１　国内生物野外实习课程现状
生物野外实习是生物相关专业本科生实践技能培养的重要环节，国内很多高校从实习组织与管理、

实习课程内容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探索［１－５］，但依然存在多方面的不足。一是实习基地建设需要加强：生

物实习希望选择多个物种丰富、自然植被保护较好的地区，但往返交通费、住宿费等相对较高。同时，也

很难找到足够的专业技术人员辅助教师来进行教学。二是实习内容有待完善：实习内容针对性不强，内

容设置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实习内容一般针对教学大纲和教学任务设计，实习过程存在走马观花、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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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显、实践性较差等不足。三是学生积极性、参与度和实习效果需要提高：实习过程中学生重视程度不

够，参与度不高，部分学生甚至可能将实习视为一次旅游，最终实习效果非常有限，实习报告千篇一律。

四是实习考核方式有待完善：高校实习课程教学大纲都有一定评分标准，最终也要求学生提交一份实习

报告。但考核并不能较好地综合评价学生参与度、创造性、独立思考能力等。

２　麦克马斯特大学生物野外实习课程
２．１　内容设计

课程面向麦克马斯特大学及其所在的加拿大安大略省其他大学的大学生开设，主体内容是亚热带

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利用。亚热带的特征在于每年有８个月平均温度在１０℃以上，最低月平均温度至
少为２℃。这些地区生态系统具备多样性特点，包括沙漠、草原、不同类型的森林和农田。该课程以中
国南部的这种典型亚热带生态系统为实例，从中凝练出科学问题，并贯穿于实习的全过程。

实习调研的内容主要包括４部分：主题１，森林覆盖情况和雾霾严重程度的关系；主题２，亚热带环
境寄主植物的遗传多样性和疾病（油茶树的炭疽病）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主题３，中国亚热带地区家庭
的猪和家禽类动物发病率的时空模式；主题４，地貌与植物多样性／丰度的关系以及人类活动对植物多
样性／丰度的潜在影响。
２．２　课程实施
２．２．１　时间和地点安排

根据我国典型亚热带地区动植物季节性特征，５月降雨量大，植被茂盛，动植物种类丰富，而此时学
生其他课程基本结束，没有时间冲突，因此课程实施时间安排在５月。实习地点的选择也经过精心考
虑。不仅要挑选生物资源丰富的地区，还要考虑人员、经费、基地建设等情况。结合调研主题，课程最终

在湖南长沙、湖南邵阳緉山、江西井冈山等地进行。其中长沙是省会城市，高校和科研院所较多，有较多

学术和教学基地资源；邵阳緉山有国家风景名胜区和国家地质公园，是典型的丹霞地貌风景区；江西井

冈山、新宁地区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有多个依托林业中心的教学基地（如油茶树种植和育种基地）。

２．２．２　组织实施
该课程有十余名学生参加，分别来自麦克马斯特大学、滑铁卢大学等。为了方便在短时间内、多个

基地间完成相对较高强度的实习教学，整个课程进行了精心安排。人员方面，除课程导师徐建平博士和

ＣｈａｄＨａｒｖｅｙ博士、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李河老师、北京交通大学成喜雨老师等全程参与外，在不同环节，
邀请了湖南师范大学、农科院麻类所、江西林业中心等单位的多名老师和专家进行讲解和交流。课程实

施既有集体教学和实习，又有分主题实习。学生被分成４组，每个主题花２～４天完成（如表１）。学生
分小组各负责一个主题，收集处理该主题对应的原始数据。所有学生都将参加所有４个主题的调查，每
个学生都可以选择使用任何一个主题的数据来撰写实习报告。

表１　麦克马斯特大学生物野外实习课程安排

时间 地点 内容

５月３－５日 湖南长沙 到达和课程介绍；主题１部分调查

５月６－９日 江西樟树和井冈山 主题１部分调查；主题２的调查；主题３部分调查；与１所当地中学互动

５月１０－１２日 湖南邵阳 緉山自然保护区：主题１、３、４调查

５月１３日 湖南邵阳 与１所当地小学互动；整理主题１、２、３、４原始数据

５月１４－１５日 广西桂林 完成主题调查，处理数据，撰写报告

５月１６－１７日 湖南长沙 乘车返回长沙；完成、提交报告和实地考察笔记；课程测试

　　注：主题１，２，３，４见“２．１内容设计”

２．３　课程考核
课程考核评分十分重要，是对学生实习过程中各方面表现的评价。考核要做到公平公正，更要考虑

考核方式的全面性和综合性。该课程主要从小组讨论、现场记录、实验报告、过程参与度及课程结束口

试等５个部分进行考核评分，每个环节都有较详细的考核指标及分值，最终把上述几个方面的得分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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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得出实习总成绩（如表２）。
表２　麦克马斯特大学生物野外实习课程考核方式

项目 占比／％ 备注

小组讨论（ＰＰＴ报告） １５ 围绕与四个主题之一的相关论文进行

现场记录 ３０
完整性５％，整洁和可读性１０％，准确度和科学价值１０％，创造
性，应用和举一反三能力５％

实验报告 ２５ 根据现场调查数据撰写

现场调查和讨论参与度 １５

课程结束口试 １５ 两轮口试

合计 １００

３　加强生物野外实习的建议
３．１　整合资源，加强实验基地建设

目前，很多省市的大学和科研院所都有大量师资力量和实验室、教学基地等资源；各省市还有相关

的育苗、种植基地和林业中心等。为了解决实习课程建设中人员和基地资源不足的普遍问题，建议各高

校在野外实习课程建设中不要局限于利用本校基地和人员，可以尝试和相关单位建立和加强合作关系，

增强资源共享，提高生物野外实习教学水平。

此次野外课程提供了很好借鉴：除了两位导师实习前的深入浅出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讲解以及实习

过程的言传身教外，课程充分利用了农科院、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江西地区林业中心等单位下属的教学

基地、林场、育苗中心进行实习；同时，相关单位的专家和老师也提供了重大帮助。不仅与农科院麻类所

等单位老师开展了生物质综合利用、农林种植业疾病预防控制等学术交流，开阔了学生视野，还邀请了

一些专家参与了不同环节实习过程，为学生提供了实地指导。麦克马斯特大学并未在中国设置独立的

实习基地，但通过上述合作和资源共享，两位老师成功地在万里之外的中国亚热带地区圆满完成了此次

实习课程。

３．２　丰富内容和方式设计，调动学生积极性
针对不同专业背景设计实习内容，结合实习基地条件，预先规划设计实习环节等整体方案，结合实

际，提高实习内容特色和新意，尽量避免教条化，以提高学生积极性和参与性。比如此次实习中，考察森

林覆盖对雾霾程度的影响；考察基因多样性对油茶树炭疽病发病率的影响等，这些内容部分涉及广受关

注的环境生态问题，部分涉及典型经济植物油茶种植的实际问题，引导性的内容设计极大提高了学生的

兴趣。同时，在传统教学方式和手段上，引入现代科技。一方面，利用电脑、投影仪等可以及时讨论和报

告；另一方面，学生可以利用已有网络资源和数据库，对实习主题形成初步的认识。同时，互联网的普

及，也有利于学生实时查找相关资料，了解实习过程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案。如果能进一步将相关资源

开发成ＡＰＰ软件或微课程，则不仅可避免携带老旧资料，还可随时更新查看，进一步提高教学效率。
３．３　加强组织管理，引导学生合作和创新

不同学校可以根据专业背景设置集中指导和分主题相结合的实习方案。一方面，生物野外实习设

置集中指导部分，指导学生学习相关基础理论知识、操作要点、数据收集和处理方法等；另一方面，可以

设置不同主题，学生组成小组，参与感兴趣的主题。通过分主题的内容设计，每个小组都有各自负责开

展的小主题，在各自的主题中，有明确的分工，有利于提高学生参与实习过程的积极性，实现科研与实习

的有机结合。实习过程中，鼓励学生改进实习方法，针对实习内容和取得的数据展开讨论，引导学生针

对分主题形成创新性的结果，建立责任－分享－互动的三位一体式实习教学氛围，提高学生责任意识、
独立工作、举一反三、合作与创新等综合能力和素质。

麦克马斯特大学野外课程的组织和实施也让人印象深刻：一是课程的精心安排：课程行程经过精心

考虑，时间安排紧凑，准备充分，如抵达当日先组织大家熟悉当地环境，晚上马上进行课程介绍和交流

等；行程中的大部分时间是白天调研、晚上报告交流，随时总结；二是学生与老师的零距离交流：交流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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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就在宾馆房间利用便携式投影仪进行，部分学生席地而坐，部分坐床上、凳子上，拉近了学生与导师之

间距离，老师与学生皆不拘谨；两位教授介绍的很多课程相关知识虽为基础理论和方法，内容本身较为

枯燥，但教授知识渊博，介绍得非常生动，用简单的词句阐述难懂的知识，善于调动学习注意力，引导学

生思考，学生思维也很活跃，天马行空，积极发言，自由交流度很高；三是依科学问题为导向的课程设计

理念：根据典型亚热带地区动植物季节性特征，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发现、梳理相关的科学问

题，以此为基础，麦克马斯特大学实习课程设置了４个不同主题，比如雾霾调查、油茶树基因型与炭疽病
发病率等，学生组成小组，参与感兴趣的主题。

３．４　建立多元化考核和评价模式
传统实习过程中，大多以实习报告作为主要考核依据，学生往往不重视实习过程，甚至实习报告存

在大量抄袭情况，实习课程变成为了实习而实习，为了学分而实习，很难取得理想效果。因此，在实习内

容和组织实施等方面提高的基础上，可以在考核方式上进行大胆尝试，借鉴麦克马斯特大学生物野外教

学课程考核模式，建立一个多元化的评估系统。

实习记录与报告：是对实习过程参与或负责主题的过程记录，依据数据和观察到的现象，结合现有

资料进行讨论和总结，提出观点和结论，形成实习报告。评分时不仅考虑完整性、整洁性和准确性，还要

考虑学生的创造性。

小组讨论：可以要求学生独立或合作准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也可以在实习现场组织临时讨论，教

师进行点评和引导。评分要考虑学生报告水平，同时也考虑学生参与讨论的程度，是否能提出见解等。

结课考试：可以采用不同形式，如ｐｐｔ答辩，或老师与学生一对一结课面试，综合考察学生对实习过
程不同主题的掌握程度、学生的总结能力、应变能力和举一反三的能力等等。

成果总结和宣传：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也鼓励学生对实习过程中的研究结果进行再加工和深入讨

论，尝试形成相应学术论文；也可总结学生实习过程的内容、照片资料和成果等，形成不同主题的宣传材

料，比如人类活动与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保护等。

多元化的考核和评价模式能更全面地评价学生实习过程的综合表现，也能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提

高实习教学效果。

４　结语
生命科学是２１世纪最重要的前沿学科之一，生物学科的快速发展及其与医学、材料学、环境科学和

数学等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对人类健康、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作为理论和实践的重要

桥梁，生物野外实习课程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针对国内的课程建设不足，结合麦克马斯特大学课

程建设经验，建议各高校利用多方面资源，科学合理设计实习内容和相关环节，调动学生兴趣和积极性，

提高学生在实习过程中的参与度，注重学生能力培养，建立多元化考核机制等，以期能有效提高野外实

习课程教学效果，提高学生综合素质。通过加强生物野外实习课程建设，为培养高素质生物学人才打下

基础，同时，也期望通过该课程，吸引更多的青年学生关注生命科学，了解其在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

作用，为推动相关学科建设和产业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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