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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课程的“三元一体”

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探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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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学与生物、地理、环境等学科具有很强的交叉性，是环境和生态类专业的核心基础课，实践教学是培养
学生的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重要环节。从实践教学的形式、内容以及实施方法等方面探讨环境和生态类专

业“生态学”课程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旨在建立以学生为本的多样化的生态学实践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基础技能和

创新创业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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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一个世纪以来，随着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
人类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

以及对生态系统的干扰和破坏，使得全球生态环

境发生了急剧变化，全球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

上升、水体和大气污染、生物入侵、生物多样性下

降或丧失、生态系统退化等一系列全球性生态环

境问题和生态灾难陆续出现。人类社会正面临环

境、资源危机与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生态破

坏严重、生态压力巨大、生态灾害频发等突出问题

也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

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指出“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

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

衰则文明衰”。因此，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任务

紧迫而又艰巨。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及其相互关系的科

学，是２１世纪发展迅猛的学科之一。生态学与地
理学、环境科学以及大气科学等学科密切关联，存

在着很强的学科交叉和融合性。生态学可为人类

对环境的保护和对资源的合理利用等方面提供重

要指导。自２０１１年起，生态学从原属于生物学一
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被提升为理科门类下的一级

学科后，其重要性愈加凸显。实践教学是本科课

程教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培养大学生

实践动手能力、创新意识和能力，从而提高高等教

育人才培养的质量。当前生态学的教学偏重理论

学习，学科间交叉渗透的知识较少，对学生的专业

技能培训和创新性训练不足，导致学生难以达到

对多学科知识的融合，实践动手能力不强，与现实

社会的需求存在差距［１］。因此，在生态学教学过

程中，应进一步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改革实践教学

的内容和方式，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理论知识，掌

握分析相关生态环境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并运用

生态学相关原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开展生态学

相关研究以及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性。

近年来，高校大类招生成为趋势，我校资源与

环境学院现按照环境工程大类进行招生，后分流

进农业资源与环境、地理信息系统、环境科学、环

境工程以及环境生态工程等５个专业。生态学是
大类的专业基础课，此门课程之前仅修微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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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植物学中的一门课程，导致学生的生物学基

础较为薄弱，且目前尚未设置实践课程。笔者认

为生态学的实践教学环节对于学生更深刻地理解

理论知识，并运用生态理念解决实际问题以及开

展生态学相关研究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大

类中尤其是环境和生态类专业开设生态学实践课

程很有必要，且可作为独立于理论课的单独课程

进行开设。对于这些专业的生态学实践课程的建

设，本文从实践教学的形式、内容、教学实施方法

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提升该课程的教学质量和

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有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之更适合社会的

发展和需要。

１　实践教学形式
传统的生态学实践教学一般仅仅关注野外实

践教学，依照实践教学的主要目标、任务及实习区

域的条件等，以野外实习的方式，进行一些基本方

法与技能的训练［２－３］。根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教

学学时，除野外实习外，环境生态类专业的实践教

学环节还可以课程实验、课外实践的方式进行，补

增一些具有探索性、研究性和综合性的实践内容。

这些形式可以形成一个“三元一体”的实践教学

体系，包含：实验课程、野外综合实习和课外创新

性实践三个实践系列；开展理论教学与实验、实验

与科学研究、野外实践与科学研究三个结合；组合

基础知识与技能训练、自主设计与综合实验、研究

与创新性项目三个层次。

１．１　实验课程的设计
实验课程的设计主要是为了配合理论教学，

巩固学生所学的基本知识框架，加强学生基本功

训练。因此，实验课程任务一般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对课堂重点理论知识进行巩固和加深理解，

二是实操并掌握相关的方法与技术，也可在后期

依据所学内容和具备的实验室条件增加少量自主

设计实验。

１．２　野外综合实习
开展野外实习是学生将生态学基本理论与实

际相结合的重要过程，学生可从感观了解、调查分

析、实践模拟到具体参与实际生产和科研。野外

综合实习应循序渐进，系统地结合植物学、动物

学、土壤学、生态学、环境学等学科知识，通过知识

的综合运用和专业技能的训练，培养学生观察、动

手和解决问题的综合实践能力，同时也可培养学

生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精神，从而实现教学内容

前后衔接、各教学环节相互配套、课内外实践活动

总体安排的科学系统。

１．３　课外创新性实践
课外创新性实践，也可称之为探索性实践，着

重培养学生的协作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学生学会

综合运用基本知识，并了解生态学发展前沿。这

种探索性实践一般通过系统的课题或项目形式进

行，可在课程之外，也可在野外实习过程中，学生

可自主选题或依托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

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教师的课题研究等，在教师

的辅助指导下完成。探索性实践一般需建立在学

生学习和掌握了生态学专业的理论知识、具有一

定的野外工作基本操作方法和动手能力的基础

上。学生一般组成兴趣小组，根据理论、实践能力

和兴趣自行确定研究方向，或根据教师所在课题

组的研究方向、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通过相互探

讨和查询相关资料确定创新实践项目的课题名

称，提出项目立项的思路，设计研究方案，完成数

据采集和数据整理分析，撰写报告或研究论文。

教师应在总体方向上进行引导，实施过程中适时

地予以点拨和修正，并激发学生参与科研实践的

积极性和创新思维。

２　实践教学内容
实践教学内容针对不同形式的课程实践，体

现不同的内容设计。

实验课程重点关注个体生态学中有机体对非

生态因子关系的定量实验研究；群落生态的调查、

观测和分析，数量生态学分析方法，３Ｓ技术等的
应用。因此，涉及的实验可以有环境和生态因子

（温度、湿度、光照等）的测定、种群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增
长（草履虫的种群增长）、植物群落调查和分析

（包括最小面积曲线）、群落结构和动态（垂直结

构、物候观测）、生态系统初级生产力的测定（叶

绿素法）、生态数据的处理和分析（上机操作）、３Ｓ
技术在生态学中的应用（室外和上机）等。

环境生态类专业的生态学野外实习在结合植

物学、动物学、土壤学和生态学进行野外综合实习

的基础上，还可结合环境学科的理论和实践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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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生通过野外调查和观测，掌握一些基本的野

外工作技能和生态环境问题的处理方法。因此，

野外实习内容可包含生态和环境因子的野外观测

方法和技术、植物种群与群落的调查、动物类群的

生态学调查、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特征的调查与

观测、环境生态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包括水体、土

壤、动植物样品的野外采集和处理技术等）［２］。

野外实习地点的选择对野外实践教学很重

要。基础生态学的野外实习地点通常选择在一些

自然保护区或植物园的山地生态系统，多数具备

以下几个条件：１）与学校距离适当，交通便利，有
一定的日常生活设施；２）生物资源丰富，植被类
型多样；３）自然和社会资料详实；４）学校与实习
地点相关单位已建立教学合作关系或已有基地

共建［４－５］。

在这些地点可进行的实习内容包括：１）植物
个体及种群生态调查。实习区域内典型、特有或

者珍稀濒危物种的生长、分布格局及种群数量等；

植物对环境的生态适应性（不同生境下植物形态

结构上的差异以及同种植物在不同海拔下的形态

结构特征）。２）群落生态学调查。群落层次、优
势种、建群种和偶见种等，群落的组成和结构，包

括不同物种的多度、高度、盖度和频度等，生活型

谱，统计群落的丰富度、多样性，比较不同群落间

的差异，群落的边缘效应，群落的演替特征等。

３）植被生态学调查。调查实习区域内植被的垂
直地带性规律，如常绿阔叶林带、常绿落叶混交林

带、针叶林带、高山草甸等植被类型的垂直分布，

确定各植被型、群系的类型及分布特征；水平镶嵌

性分布现象观测；找出广生态幅种和窄生态幅种，

并比较分析生物群落的分布与环境的相关性，从

而明确生物分布的一般规律。４）动物种群数量
和群落多样性调查。由于动物中昆虫和鸟类较为

常见，故可选择调查研究区域内的昆虫或鸟类的

种群数量、分布、群落多样性等。５）生态环境的
调查。地形地貌（海拔、坡位、坡向）、气候（光照、

温度、湿度等）、土壤类型和理化性质、生境受干

扰程度。

对于环境生态类的学生来说，环境也是关注

的重点之一，因此，需适当地加入一些其他的野外

实习内容［６］。如生态破坏调查，通常包括植被消

失，生物多样性丧失或减少，水土流失，土壤酸化、

盐碱化或沙漠化等的调查；带领学生围绕湖泊污

染和治理开展系列的见习活动，让学生了解湖泊

生态环境问题；进行环境污染治理技术与工程的

参观实习；到生态修复示范中心（如污染水体的

生态修复、污染土壤的生态修复、水土保持生态修

复等）参观实习，理解生态修复工程的生态学原

理等；经由这些实习活动进一步拓展生态学实践

教学的空间。

创新性实践的内容较为多样化，且一般紧扣

学科发展前沿。较为热点的研究方向可涉及到全

球变化（如气候变暖、降水格局差异、土壤、大气、

水、土地利用等变化的生态学原因和后果）、生物

多样性（如濒危物种的保护，全球和区域变化对

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自然和人类活动引起的遗传、

物种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的改变，决定多样性的生

态因子等）、可持续的生态系统（如生态城市、生

态农业的设计）、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如

森林、草地、湿地、湖泊、农业等）、分子生态学（如

生物多样性的保育，适应的起源、生态学过程的分

子机理，ＤＮＡ序列生态功能）等。

３　实践教学实施方法
由于生态学的特殊性，其实验课程不仅仅在

实验室进行，有些实验需在室外完成，涉及到生态

数据的统计分析和３Ｓ技术应用方面还需在机房
操作，因此，其实验教学需遵循常规的方法，如：学

生预习实验方法步骤、教师现场操作演示或视频

演示、学生实际操作训练、撰写实验报告。此外，

原位观测和采样、事例教学、问题情境教学［７］等

方式方法亦可穿插其中。

野外实习环节相对较为复杂，总体上可以分

为三个阶段。１）实习前：根据实习目的和实践制
定具体的实习计划，包括实习的具体内容和路线

的确定、实习人员的安排、实习物资和经费的准

备，并针对参与实习的教师和学生开展实习前的

动员工作。２）实习中：教师现场集中讲解实习的
内容、要求和路线；在指导教师带队下实习小组根

据实习计划分头进行实习活动；一些野外创新性

实践课题也可穿插在此过程进行；及时讨论、解决

发现的相关问题，并进行总结。３）实习后：学生
撰写并提交实习总结报告和专题报告，召开实习

成果汇报或经验总结交流会，教师根据学生的综

合表现评定实习总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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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主设计性实验和创新性、探索性实践，

教学方法将由教师指导为主转变为以学生自身为

中心、以学生自我训练为主的教学模式，即学生可

自主选择实践内容、实践时间、指导教师，自行设

计试验方案并执行项目任务。为激发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要注重成果的体现，鼓励学生发

表科技论文、申请发明专利等。

４　结语
生态学与其他学科有很强的交叉性，涉及面

广，层次多样，因此，生态学的实践教学内容和方

式也应多样化。为适应环境生态类的专业需求，

实践活动还应与学生的专业紧密结合，实践内容

既要有基础操作，也应与时俱进、联系国际前沿，

一方面锻炼学生的基本功，另一方面拓展学生的

视野，使之与社会接轨。

参考文献：

［１］熊君，吴杏春，孙小霞，等．时代背景下对生态学课
程教学的几点思考［Ｊ］．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教
育版），２０１４（６）：５０－５３．

［２］秦钟，章家恩，赵本良，等．生态学野外教学实践体
系的设计与实施探讨［Ｊ］．广东农业科学，２０１１
（７）：１９７－２００．

［３］杨晓菁，顾延生，葛继稳．“普通生态学”野外实践
教学模式初探［Ｊ］．中国地质教育，２００９（４）：
１１４－１１７．

［４］王育鹏，沈章军，张震．普通生态学课程的实践教学
探索［Ｊ］．合肥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６（６）：１０９－１１０．

［５］刘波，盛明，叶琳琳，等．环境科学专业生态学课程
实践教学设置的几点思考［Ｊ］．大学教育，２０１５（５）：
１３８－１３９．

［６］王旭，葛成军，李佳灵，等．环境生态类专业大学生
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Ｊ］．大学教
育，２０１６（９）：１２５－１２７．

［７］李琪，杨云霞，胡正华．基于综合素质培养的生态学
实验教学改革［Ｊ］．科技信息，２０１０（２）：１４．

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ｒｅｅＳｐｈｅｒｅ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ｙ”

ＪＩＡＮＧＹａｎｂｉｎ，ＷＵＹｕｐｅｎｇ，ＨＵＲｏｎｇｇｕｉ，ＺＨＡＯＸｉａｏｈｕ，ＺＨＡＯＪｉｎｇｓ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Ｈｕａｚｈｏ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ｃｏｌｏｇｙｉｓａｂａｓｉｃｃｏｕｒｓｅｆｏ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ｙ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ｉｅｓ，ｗｈｉｃｈｉｓｓｔｒｏｎｇｌｙ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ｂｉｏｌｏｇｙ，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ｓｏｆｇｒｅａ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ｆｏｒ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ｅｘｐｌｏｒ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ｃｏｌｏ
ｇｙ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ｃｏｌｏｇｙ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ｉ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ｆｏｒｍｓ，ｃｏｎ
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ｈｅａｉｍｓｏｆ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ａｒｅ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ａｓｔｕｄｅｎｔ－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ｙ，ｔｏ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ｂａｓｉｃｓｋｉｌｌ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ｃｏｌｏｇｙ；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ｆｉｅｌ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责任校对　王小飞）

７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