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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应用能力，更好地发挥地方高校生物学科专业的社会服务功能，助力乡

村振兴和美丽中国建设，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作者以桂西北生态环境保护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为

研究出发点，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研究的方法，结合自身多年的实践探索，说明地方高校生物

学科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开展的基本原则、途径和方法，以及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结果表明，只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明确生物科学专业办学目标定位，瞄准桂西北生态环保的实际问题，

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科为依托，抓住重点和关键问题，加强校地校企合作，因地和因校

制宜，充分利用校内外各种教育教学资源，有所为有所不为，一定能够实现预定的目标，提升学生的专

业技能，提高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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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novative awarenes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ability, better utilize 
the social service function of the biology major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sist in rural re-
vita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China,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
gional economy, the authors take the main problems that urgently need to be solved in the eco-
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of northwest Guangxi as the research starting point, and combine 
years of practical exploration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on-site investigation methods, ex-
plain the basic principles, approaches, and methods for conducting extracurricular academic and 
technological activities for biology students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several 
issues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proces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s long as we are guided by social needs, have a clear goal positioning for the education of biologi-
cal science majors, aim at the actual problems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northwest Guangxi, take students as the center, teachers as the lead, and disciplines as the basis, 
seize key points and issues, strengthen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s, local governments, and en-
terprises, adapt to local and school conditions, fully utilize various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re-
source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chool, and do something but not, we will definitely achieve 
the predetermined goals, enhance students’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
tion and teaching in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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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当今海量知识和科技迅猛发展的年代，创新是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在未来

竞争中掌握制高点并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大学生是知识层次较高的特殊社会群体，其创新意识和

创新能力，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加强大学生的专业技能训练，进一步提升大

学生的科技创新和实践应用能力，是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应当关注的重要课题[1]。  
课外学术科技活动是大学生大学期间重要的社会实践内容，是大学课堂教学的空间拓展和专业人才

培养路径的有效延伸，也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和社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大学生的

创新思维和实践应用能力，增强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科技创新能力[2] [3] [4]。开展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活动，不是削弱或替代常规教学，其主要目标是加强实践教学，通过组织大学生开展各种有特色的课外

学术科技活动，进一步完善和优化高校专业人才培养机制，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使大学

生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国内外学者对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的目的、意义、内容、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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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保障机制及制度体系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论述，并发表了不少学术研究成果[5]-[11]，为高校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文化多样，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12]。因此，不

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地方高校，如何根据自己的办学目标和办学定位，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服务区域经

济发展，这是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河池学院位于经济欠发达省份，是桂西北地区唯一的本科院校，其服务面向及办学面临的问题既有

地方高校的共性，又有一定的区域特殊性。因此，本文拟从地方高校生物专业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开

展的角度，探讨服务桂西北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思路、必要措施及可行路径，以期抛砖引玉，与同行相

互探讨。 

2. 桂西北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问题 

桂西北是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13] [14]，当前仍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就

生态环境保护而言，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 喀斯特岩溶地区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15]；
2) 水土流失控制与石漠化综合防治[16] [17] [18]；3) 特色高效生态农业开发与资源合理利用[19]；4) 有
色金属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重金属污染治理[20] [21] [22] [23]；5) 桑蚕循环经济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24]；6) 优质水资源开发与饮用水安全管理[25] [26] [27]，等等。 
因为历史遗留问题、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等诸多原因，桂西北仍然属于我国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工业

基础比较薄弱，农业生产占据较大的比重。此外，由于该地区特色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相关产业起点较

低，并没有产生明显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所以，作为桂西北唯一的本科院校，服务地方生态环境保

护的生物学科课外学术科技活动有广阔的拓展空间，针对该区域生态环境保护需要解决的相关问题，可

以有目的地选择和策划一些有价值的活动内容。 

3.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的管理 

3.1. 活动选题 

作为一个地方高校，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的选题，应当遵循与学科相关及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选题应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具有可操作性，难度适中，适度超前，现有条件可以

支撑活动的开展。同时，教师还要根据学生的兴趣和学科特点，实行因材施教，确保取得应有的成效。 
针对桂西北生态环保的社会需求及我校生物科学相关专业的特点，在指导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过

程中，我们主要开展了以下有关工作：1) 乡土树种在土壤重金属污染植物修复中的应用研究；2) 不同植

被对岩溶地区石漠化生态恢复的影响；3) 有色金属矿区周边桑树栽培的环境风险研究；4) 桑蚕养殖废弃

物的综合利用研究；5) 水体重金属污染吸附材料的研究；6) 桑枝屑在食用菌高产栽培中的应用研究；7) 
乡土树种对岩溶地区土壤质量变化的影响；8) 桂西北岩溶地区珍稀动植物资源调查及开发利用研究；9) 
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保护问题研究；10) 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与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发展研究；11) 喀
斯特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桂西北乡村振兴问题研究；12) 环境修复先锋物种的生理生态研究，等等。通

过以上相关课题的研究，引导学生关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有关问题，运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积极

开展课外学术科技活动，投身社会，融入社会，在实践中长知识，长才干，提高技能，掌握本领，增强

社会责任感，培养对大自然的关爱之情。 

3.2. 过程管理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的管理，通常包括常规的事务性管理(日常管理)和业务性管理(与学生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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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提升有关的学业管理)两个方面，两者相互关联，前者是基本前提和条件保证，后者是工作重点和关

键环节；前者主要是教育学生做人做事，后者主要是培养学生成长成才。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的管

理，虽然没有固定的模式，但往往要根据各校及各地的具体情况和现有条件，灵活运用多种方式方法进

行，不能搞一刀切。平时，实验室(研究室)、教师工作室及师生组成的科研团队，可以定期组织成员进行

小组讨论，召开实验室会议，也可以安排学生进行专题发言，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及遇到的主要困难，提

出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和对策措施，然后，由指导老师进行总结和点评。课题组的教师也可以根据工作

的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对学生进行仪器操作培训，举办专题讲座或进行课外辅导，推介学生参加校内外

有关专题的学术讲座，为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及科研工作的开展提供咨询指导。如果条件许可，指导

教师可以组织相关课题组的学生外出调研采样，对学生进行生态学野外调查研究工作的培训和指导。此

外，实验(研究)室的宣传橱窗可以划设一些板块，对课题组正在开展的项目研究及取得的成果进行展示，

既可以总结工作成效，也可以对下一阶段即将开展的工作进行布置和谋划。平时，通过线上线下各种方

式，可以经常性地与学生保持沟通和交流，及时解决学生的困惑及实验开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3.3. 激励措施 

人是社会性动物，具有集群的需要和明显的社会属性，无论何时，都需要有归属感和一定的获得感

[28]。根据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和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人的需要可以分为不同层次，不同的阶段，

人的需要层次也有不同[29]。通常情况下，当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其他需要可能是逐级递升的[30] [31]。
大学生远离家乡和父母兄弟外出求学，而且正值青春年华，大多有强烈的社会交往意识和较高层次的精

神追求，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欣赏和认可，追求卓越，自我实现是他们人生价值的体现。因此，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的指导教师，应当营造一个融洽的人际环境和宽松的学术氛围，让学生从心灵深处

真正感受到老师的关爱和同学们的关心，从而彼此团结互助，心情愉悦，灵感迸发，积极参与，在自由

探索和求真求实的过程中，不断增强科技创新意识和实践应用能力，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合格建

设者和有用人才。 
根据本团队的实际情况和现有条件，在诸多激励措施中，我们对学生的激励主要以精神鼓励为主，

通过宣传先进和表扬积极分子等方式，激励学生积极向上，争先创优。为了更好地发挥大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活动在专业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基于目标导向，指导教师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区内外各种学科专业竞

赛，撰写研究论文发表，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使其工作目标明确，并有一定的获得感。平时，指导教

师也适时组织课题组的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团建活动，不仅融洽了师生关系，减轻学生的心理压力，还

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有助于激发学生参与课题研究的热情，增强归属感，效果良好。  

3.4. 条件保障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的正常开展，不仅需要有适用的制度措施，还需要有必要的工作平台，没

有软硬件支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祝梦婷提出了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创新活动的“两库·三制度”模

式[5]，张炜提出“三三制”管理模式[8]。尽管各校的具体情况不同，但是，为了保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

技活动的可持续开展，指导教师、可利用的实验设备(硬件平台)、活动场地(实验室)和管理制度都是必不

可少的。根据本校的实际，我们在校院二级协同管理下，充分利用学院现有的基本仪器设备和教育教学

资源，依托桂西北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防治重点实验室、桂西北岩溶地区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协同创新

中心、桂西北特色资源研究与开发实验室、桂西北地方资源保护与利用工程中心、广西蚕桑生态学与智

能化技术应用重点实验室、广西蚕桑丝绸协同创新中心、广西高校重点学科(应用化学)等校(区)级教学科

研平台，以桂西北生态环境保护为主要着力点，以生物相关学科专业的师生为主体，加强校地校企合作，

有序开展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工作推进顺利，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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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的感悟 

近年来，作者与团队成员利用现有的各种校(区)级教学科研平台，立足桂西北，在大学生课外学术科

技活动训练及创新能力培养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并取得较好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学生在全国大学生生

命科学竞赛、“挑战杯”广西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广西高校大学生化学化工类学术作品竞赛

等区级以上学科专业竞赛中，先后获得一、二、三等奖 100 多人次，20 多人次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学术

论文，完成广西区级以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20 多项，指导学生完成本科毕业论文 60 多篇，

其中 10 多人考取了硕士研究生，毕业就业的学生，也找到了比较合适的工作岗位，拓宽了学生发展的路

径，使其学有所成，学以致用，增强了自信心和社会竞争力。 
回顾多年指导学生开展课外学术科技活动的经历，有几点比较深刻的感悟： 
1) 合作学习，陪伴成长。合作学习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教育教学方式[32] [33]，不仅可以促进学生认

知水平的提高，学会与人相处，协调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也可以促进学生获得更好的归属感和共同进

步。指导教师不仅是学生学业的导师，也是其人生道路的引路人。大学生虽然已是成人，但人格尚未健

全，心理也没有完全成熟，缺乏社会阅历和人生经验，所以，教师的陪伴可以使学生获得更牢靠的心理

依托，师生之间的良好沟通和交流，可以使学生更好地成长和成熟。 
2) 心系学生，亦师亦友。在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开展过程中，应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

不能本末倒置。因为教师与学生在人格上是完全平等的，所以，融洽的学习氛围和民主的人际环境，可

以激发学生创新的活力和创新的动力。平时，指导教师应密切关注学生学业的进步及课外学术科技活动

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及时答疑解惑，提供必要的帮助，使学生拨云见日，以良好的心态应对挑战，积极

寻求对策解决问题。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虽然我们指导的学生一届届毕业离校了，但是，我们一直努

力成为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以及他们生活中可以信赖的知心朋友。 
3) 循序渐进，注重传承。因为参与课题组的学生专业背景和学科基础有一定的差异，所以，指导教

师必须按照因材施教和循序渐进的原则，为学生量身设计一些课题研究方向，并提出比较明确的研究选

题，让学生通过合作学习，互帮互助，解决问题。同时，学生之间应当做好传帮带工作，守正创新，注

重传承团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发扬光大，再创佳绩。 
4) 激发潜能，自立自强。大学生思维活跃，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和竞争意识，但因其成长的家庭、学

校和社会背景不同，所以，个性有一定的差异。作为指导教师，应当科学管理，善于发现学生的个体差

异，因势利导，知人善用，激发学生的潜力，充分发挥其专长，从而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团队最大的合

力。 
5) 特色发展，服务社会。创新是发展的动力，特色是发展的关键[34] [35] [36] [37] [38]。在当今激烈

的竞争中，唯有创新和特色，才能获得自己的立足之地。服务社会是学校的基本职能，也是学校办学应

尽的责任和义务。作为桂西北的地方高校，更应该做好服务社会这篇大文章，只有进一步加强校地校企

合作，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和优质服务，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和支持[39]。 
6) 言传身教，春风化雨。立德树人是教师的天职。新时代的高校教师要知行合一，教育学生扣好人

生的第一粒扣子，努力做到教书和育人相统一、言传和身教相统一、潜心问道和服务社会相统一、学术

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做好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创新思维的引路人和奉献祖

国的引路人[40]。在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开展过程中，指导教师要身体力行，做好“三全育人”工作，

通过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方法，培育学生健康成长。 

5. 结语 

本研究以桂西北地方高校生物学科专业为例，探讨了服务地方生态环境保护的生物学科课外学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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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活动的基本原则、路径和方法，以及指导教师在活动开展过程中应当注意的有关问题。高校教师肩负

立德树人的神圣使命，指导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一定要努力创新和打造

特色，为此，要从实际出发，围绕相关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学校职能部门及各

级领导，应当认真谋划，加强与地方产业部门及企事业单位的联系，相互协作，共同发力，营造一个良

好的工作环境，并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通过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的开展，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

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  

基金项目 

桂西北地方资源保护与利用工程中心(桂教科研[2012] 9 号)，广西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202210605026)，河池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费项目(XJ2018GKQ015, XJ2018GKQ016)。 

参考文献 
[1] 覃勇荣, 刘旭辉, 王春江, 等. 服务区域发展的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探索与实践——以桂西北某地方高校

为例[J]. 大众科技, 2019, 21(8): 102-105. 

[2] 金蕾. 课外学术科技活动背景下培养大学生科研创新能力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苏州: 苏州大学, 2017. 

[3] 张学洪. 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与创新人才培养[J]. 高校教育管理, 2012, 6(6): 80-83. 

[4] 龚晓林. 学生课外科技活动与创新人才培养[J]. 中国高校科技, 2011(8): 68-69. 

[5] 祝梦婷.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创新活动开展模式的探讨[J]. 科技视界, 2021(16): 163-164. 

[6] 王涛济. 高职学生课外学术科技创新能力提升的路径探析[J]. 教育现代化, 2019, 6(A0): 139-140. 

[7] 丁三青, 王希鹏, 陈斌. 我国高校学术科技创新活动与创新教育的实证研究——基于“‘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

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的分析[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9, 30(1): 96-105. 

[8] 张炜.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三三制”模式探索——以西昌学院为例[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09(35): 
56-57. 

[9] 苗鑫, 施华伟, 高宇峰, 等. 课外学术科技活动视角下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路径探索[J]. 河南化工, 2023, 40(8): 
63-65. 

[10] 徐博, 许德新, 王辉, 等. 基于课外科技创新活动的本科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23, 
42(2): 231-235, 245. 

[11] 李秀红, 任家骏, 郭策, 等. 基于大学生课外科技创新活动的实践教学体系重构[J]. 高教学刊, 2020(19): 95-97. 

[12] 戴其文. 全球化、地方化与西部欠发达地区发展不平衡[D]: [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13] 杨勋林, 谢炳庚, 覃佐彦, 等. 脆弱生态环境约束型农业结构调整研究——以广西河池地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02(S1): 205-209. 

[14] 郑冕. 反贫困视角下广西河池市推进环境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研究[J]. 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20(2): 12-14. 

[15] 杨苑. 广西河池石漠化片区乡村旅游发展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宁: 广西大学, 2018. 

[16] 江正洋. 广西河池市石漠化片区的治贫对策[J]. 经济研究参考, 2018(17): 43-46.  

[17] 黄奎贤 , 覃柳妹, 吴海悫 , 等. 河池市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对策措施[J]. 广西科学院学报 , 2011, 27(2): 
145-148. 

[18] 孔祥丽, 王克林. 喀斯特地区退耕还林工程的生态经济效益分析——以桂西北河池市为例[J]. 江西农业学报, 
2009, 21(11): 138-142.  

[19] 黄显站, 覃良电. 规模化畜牧养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及防治[J]. 农家参谋, 2019(6): 151. 

[20] 刘旭辉, 覃勇荣, 黄振球, 等. 河池市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J]. 河池学院学报, 2013, 33(2): 1-6. 

[21] 河池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河池市土壤污染防治“十四五”规划的通知[J]. 河池市人民政府公报, 2023(5): 
46-54.  

[22] 曾红艳, 林变公, 林江江. 河池市金城江有色金属产业重点项目建设中水污染问题探讨[C]//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2008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学术年会优秀论文集(上卷).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8: 501-505.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21555


覃宝山 等 
 

 

DOI: 10.12677/ae.2023.13121555 10073 教育进展 
 

[23] 陈丽琳, 韦诗麓. 民族地区污染治理与经济发展方向转变研究——以西南喀斯特地貌的地区为例[J]. 西南民族

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 34(6): 152-155. 

[24] 黄云柳. 宜州市桑蚕茧丝绸产业循环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25] 陈健. 加快河池优质饮用水产业发展的意见建议[J]. 当代广西, 2017(14): 58-59. 

[26] 杨家信, 司国爱, 覃桂美. 2008-2014 年河池市金城江区农村饮用水卫生监测结果分析[J]. 应用预防医学, 2016, 
22(1): 59-60, 63. 

[27] 河池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河池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工作方案的通知[J]. 河池市人民政府公报, 2016(1): 
11-24. 

[28] 王清辉. 网络时代下青年群体归属变化对自我认同的影响[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29] 胡家祥. 马斯洛需要层次论的多维解读[J]. 哲学研究, 2015(8): 104-108. 

[30] 闫睿. “需求层次理论”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运用[J]. 人才资源开发, 2015(6): 32-33. 

[31] 陈志沛.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在学校管理中的运用[J]. 教育与职业, 2007(20): 37-38. 

[32] 黄亚婷, 龚雨欣. 混合课程中本科生的深度学习何以发生: 基于“教学-社交-技术”三角框架的考察[J]. 苏州大学

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3, 11(3): 107-118. 

[33] 李建敏. 本科生合作学习边缘参与的影响因素及群体动力机制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西南大学, 2023. 

[34] 石汝杰. 基于区域特点的地方高校生态学实践教学创新探析[J]. 安徽农学通报, 2013, 19(12): 134-135. 

[35] 杨艳. 梵净山生态环境保护与地方高校生态道德教育[J]. 铜仁学院学报, 2013, 15(2): 109-111. 

[36] 覃勇荣, 覃宝山, 谢彦军, 等. 利用校园物种多样性开展生物实践教学的探讨[J]. 高校生物学教学研究(电子版), 
2020, 10(3): 55-59. 

[37] 覃勇荣, 黄冬阳, 覃蕾蕾, 等. 河池学院校园植物资源调查及彩色图谱设计[J]. 中国园艺文摘, 2018, 34(2): 80-84, 
237. 

[38] 蒋裕良, 覃勇荣, 贺庆梅, 等. 河池学院景观植物调查及区系地理分析[J]. 贵州农业科学, 2014, 42(1): 180-184. 

[39] 覃勇荣, 罗之勇, 刘旭辉, 等. 地方高校服务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路径与策略[J]. 大众科技, 2016, 18(11): 96-99. 

[40] 杨胜才. 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应着眼于“四个统一” [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8(2): 47-48.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21555

	服务桂西北生态环境保护的生物课外学术科技活动探讨
	摘  要
	关键词
	Discussion on Biology Extracurricular Academ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tivities Serv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 Northwest Guangxi
	Abstract
	Keywords
	1. 前言
	2. 桂西北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问题
	3.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的管理
	3.1. 活动选题
	3.2. 过程管理
	3.3. 激励措施
	3.4. 条件保障

	4.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活动的感悟
	5. 结语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