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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野外见习实践在生物类专业学生培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作为培养生命科学创新型高素质人才的

重要学科，该课程使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在一起，巧妙地将课堂内理论知识融合于野外实习教学的过程

中，为学生提供了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机会，培养了他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本研究在总结我

校生物科学专业野外见习教学情况实施的基础上，对比其他院校的成功实施经验，寻找自身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旨在不断完善和优化我校生物科学专业野外见习效果，促进我院生物类专业的改革与发展，进

一步提升学生们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为其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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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eld internship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biological science. As an 
important discipline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and high-quality talents in life sciences, this course or-
ganically combines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skillfully integrates theoretical knowledge learned in the 
classroom into field training teaching process. It provides students with opportunities to closely in-
tegrate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cultivates their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Based on 
summarizing the field internship teaching situation of biological science majors in our school, this 
research compares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experiences in other institutions, identifies our own 
problems and deficiencies, and aims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and optimize the effect of field intern-
ship of biological science majors in our school. This will promote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our 
biology-related majors, further enhanc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ies and overall qualities,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ir future caree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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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野外见习作为生物科学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不仅可以对学生进行系统全面的

培养，也是检验该专业教学质量、提供学生和社会联系的重要渠道[1]。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

体系是提升教学质量、实现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和方法[2]。目前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正由“知识型”

转向“知识能力型”、“应试型”转向“素质型”，从而形成“学生为主、教师为辅”的教学模式，因

此顺应大学人才培养大势，转变灌输式教学方式，进行启发式教学，增强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3] [4] [5]，
改进和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变得极为重要。 

2. 生物科学专业背景与野外见习实施意义 

生物科学专业是以研究生物体的结构、功能、发育和进化等为主要内容的学科，该专业涵盖了细胞

生物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生态学、生物化学、动物学、植物学等领域。学生在学习时要掌握生物

体内部和外部的各生物过程相关理论，并可以应用这些知识来解决生物学问题。野外见习实践教学作为

培养过程中的必经环节，对本专业发展有重要意义。 

2.1. 野外见习实践教学活动有利于理论和实践教学相结合 

野外见习实践教学活动为学生提供户外实践机会，学生亲自参与野外考察及观察，更近距离地认识

自然环境及野外生态系统，更加直观地观察自然生态系统，经过实地考察发现各类动、植物的形态与环

境的适应关系，加深对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平衡相关理论的理解。认识动物和植物相互关系，对不同生物

的生活习性、繁殖规律和生态学作用有进一步的认识，并对课堂理论进行运用和巩固，培养应用理论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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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野外见习实践教学活动有利于团队沟通与团队协作能力的培养 

野外见习教学实践活动中，学生通过自然环境下的实地调查、数据分析、标本采集制作等活动，需

学会样品采集路线设计、取样方法选择、样品采集运输与制作的相关方法，从中获得提高，在一定程度

上利于学生独立工作能力培养。同时，见习过程中以小组为单位形成见习成果，这就要求组员之间要进

行密切沟通、紧密协作，因此就需要同学间共同去解决问题，做到分工明确，学会有效地交流与沟通，能

够听取并尊重别人的建议，上述过程有利于发展学生团队沟通和团队协作能力，同时增强组织协调能力。 

2.3. 野外见习实践教学活动有利于让学生充分认识自己 

野外见习能帮助学生增强专业竞争力、重新定位职业方向、为今后职业发展打下基础。学生参加野

外见习实践教学活动可以积累大量实践经验并开阔视野。野外见习给学生以实际经验，让学生能将学到

的知识与技能运用到真实的环境之中。这一实践经验能够增加学生在就业中的竞争力，有助于其对所学

专业领域实际应用情况进行深入了解，帮助学生探究兴趣及职业方向。通过亲身体验及练习，充分认识

个人的特点，理性地做好未来职业规划，增强专业情感，提升专业吸引力与竞争力。 
综上所述，生物科学专业野外见习实践教学活动为学生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机会，可使学生

深入了解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有机会在真实的自然环境中应用他们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让学生认识各种不同的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从而加深对生物多样性的理解。同时，培养

团队协作和领导能力，提供学生观察和解决生物学问题的机会。现就我校生物科学专业见习实施方案和

效果作如下介绍。 

3. 生物科学专业野外见习实践教学活动实施方案 

我校生物科学专业见习在学校、学院、广大教师和历届同学的多方努力下，已由最初药植园(校内)
与成都市动物园(校外)结合实施，发展为在四川大学自然博物馆参观，再到四川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再到动、植物资源极其丰富的峨眉山，地点不断更换，时间不断延长，设备不断完善，内容不断

丰富，期间也走过新冠疫情低谷期，历程艰难曲折，如今已开始逐渐形成中医药院校背景下生物科学专

业见习的特色实践课程。 

3.1. 野外见习实践教学活动实施目标 

本专业实践教学活动通过野外实地考察、野外观察、资料收集与分析等方式，让学生了解动、植物

类群识别，标本采集与制作，生境信息采集与规范野外记录等野外调查与实验基本方法，熟悉检索表及

相关参考书籍，能利用它们识别陌生动植物、理解动植物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具备野外生存技

巧能等。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使学生加深了对动植物多样性的认识，能在见习地带内辨认并掌握主

要植物类群的种类，认识动物生活环境及习性，并熟悉辨认动物的基本技巧，从而养成热爱自然、保护

环境等生态文明意识。通过专业综合见习教学全过程，激发了学生学习生命科学专业的兴趣以及吃苦耐

劳的精神、团队协作的意识等，增强了学生的自然感知力并培养了他们科学观察、实践动手的能力，与

理论课堂和室内实验形成互补，弥补了理解上的局限，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3.2. 野外见习实践教学活动实施内容 

根据人才培养模式要求，我校生科专业见习教学活动设定如下目标和内容：熟练掌握植物花、果实

解剖结构，引导学生熟练掌握植物检索表的使用技巧，进而运用其进行未知植物的鉴别，熟知正确的植

物标本采集和压制技术，以及采集记录单和标签的填写方法，深刻理解制作标本对生物科学专业学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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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重要性；同时，熟练掌握植物腊叶标本的制作方法和技巧。结合植物学课程特点，将野外见习作

为本专业本科生培养方案中重要实践环节之一。通过在野外进行见习，引导学生深入了解动物的生境和

生态系统，以便识别出各种动物类群的基本特征、动物类主要种类形态特征及其分布特点，结合教学过

程中所接触到的各种野生动物，培养学生认识自然界的能力。通过学习昆虫类动物捕捉技术和标本制作

技术的学生深入了解掌握小型动物标本的制作方法及制作技巧，从而系统掌握野外调查与研究所需的基

本知识和基本方法技能，以加深巩固对本专业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 

3.3. 野外见习实践教学活动实施成绩评定标准 

野外见习教学实践活动成绩评定，由学生主导，成立见习成果总结展示工作小组，对各小组集体所

做视频、调查报告、动植物名录等，以及个人所写见习总结、所做动物标本和植物腊叶标本进行综合评

比(见表 1)，同时高质量的见习报告，在学生中交流能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6]，也作为评价指标，综合以

上几个方面对见习中表现突出的小组和个人进行表彰。 
 

Table 1. Assessment components and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the “field internship in biological sciences” in biological 
sciences 
表 1. 生物科学“生物科学野外见习”考核成绩构成及评定标准 

考核项目 
成绩评定标准(分) 

A (90~100) B (80~89) C (70~79) D (60~69) E (<60) 

动植物名录 

描述真实可靠，内

容充分完整，图片

清晰，整体美观，

严格服从要求 

内容完整，整体

效果较美观，图

片完整清晰，符

合要求 

内容完整，表述清晰

度略微不足，排版较

乱，图片不够清晰，

小错误不多 

图片、排版整体

美观性缺乏，内

容不够充分，存

在部分小错误 

记录零散，图片

缺乏、内容少、

错误多 

见习报告 

立论正确，依据可

靠，叙述简练，图

文并茂，逻辑性强，

深入讨论，富有创

新性和科学性 

主次分明，具有

一定的逻辑性、

科学性、创新性，

叙述简练，含较

深刻讨论 

内容完整、逻辑性略

微不足，图文表达不

够，讨论不够深刻 

内容完整，但叙

述冗杂，无创造

性，逻辑性欠缺 

毫无逻辑、内容

潦草、不切合实

际、错误点多 

见习视频 

内容准确、全面；

拍摄技巧高超；内

容组织结构清晰连

贯，有一定的艺术

表达，视频剪辑精

准、节奏鲜明，配

乐和音效与画面相

匹配 

拍摄技巧较好，

内容组织结构较

清晰连贯，艺术

表达一般，视频

剪辑基本精准，

节奏合理，配乐

和音效基本与画

面相匹配 

拍摄技巧一般，镜头

运动有些生硬；内容

组织结构较为松散，

不够连贯，视频剪辑

不够精准，节奏有些

混乱，配乐和音效与

画面匹配度一般 

拍摄技巧较差，

镜头运动生硬

不自然；内容组

织结构杂乱；视

频剪辑不准确，

节奏混乱，配乐

和音效与画面

的匹配度差 

拍摄技巧极差；

内容组织结构

混乱，叙述断断

续续；视频剪辑

不准确，节奏混

乱；配乐和音效

与画面的匹配

度极差 

个人总结 

总结准确、全面，

内容清晰、条理分

明，逻辑性强，表

达流畅，无明显的

语言错误，无抄袭

痕迹，字数达标 

总结内容较为完

整，能够反映见

习期间的主要学

习内容和经验，

结构清晰，思路

连贯，有一定的

逻辑性 

总结内容比较简单， 
结构较为松散，缺乏

明显的逻辑性，表达

较为普通，语言存在

一定的错误和不流

畅之处 

总结内容简单、

模糊，结构混

乱，缺乏逻辑

性，言辞啰嗦、

不流畅 

总结内容敷衍，

存在抄袭，逻辑

混乱，字数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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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腊叶标本 

标本保存完好，清

晰可辨，具有完整

的形态特征，标本

颜色保持良好，没

有明显的褪色，标

本附带详细的采集

信息，包括物种名

称、采集时间和地

点等 

标本保存较好，

存在部分缺失或

损坏，标本颜色

大 部 分 保 持 良

好，可能有轻微

的褪色，标本附

带基本的采集信

息，包括物种名

称、采集时间和

地点等 

标本保存一般、存在

明显的损伤或变形，

标本颜色存在褪色

或变异，标本附带的

采集信息可能不完

整或缺失一些重要

信息 

标本保存较差、

存在严重的损

伤或变形，标本

颜色明显褪色

或变异，标本附

带的采集信息

不完整或缺失

重要信息 

标本受到严重

的损坏或变形，

标本上有大量

瑕疵，颜色严重

褪色或变异，标

本附带的采集

信息缺失或没

有提供重要信

息 

注：百分制 100% = 小组成绩 50% (植物名录 25% + 见习报告 15% + 见习视频 10%) + 个人成绩 50% (见习总结 20% + 
腊叶标本 30%)。 

4. 见习实施状况分析 

目前，我校生物科学专业野外专业见习已连续实施 9 年，为了解新见习方案的实施效果，现采用问

卷调查和访谈的形式进行相关研究，研究对象主要以新见习方案实施对象生物科学 2019 级和 2020 级两

个年级为主。 

4.1. 见习实施必要性统计与分析 

通过对 2019 和 2020 级生物科学野外见习课程实施前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见图 1)，超 94%的学生

认为野外见习课程对本专业的素质培养必不可少，对野外见习课程认可度较高，该课程持续开展很有必

要，课程实施和优化势在必行。不足 6%的学生认为见习实践教学活动没必要开展，同时通过对比分析发

现，距离学校相对较远的峨眉山见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对该教学活动的认可度，说明本次教学改

革中的地点调整是有必要的。总体而言，学生对见习期待度较高，同期进行的期望值调查结果显示，多

数同学认为可以学习新知识，对专业知识进行系统掌握，且通过对动植物的观察，认知能力可获得提升。 
 

 
Figure 1. Survey on the necessity cognition of internship activities (left: 2019 cohort, right: 2020 cohort) 
图 1. 见习活动实施必要性认知调查(左为 2019 级，右为 2020 级) 

4.2. 见习实施效果分析 

4.2.1. 实施效果调查与分析 
2019 级是我校生科专业第二次野外见习，对本届学生反馈待优化内容关系到 2020 级峨眉山野外见

习的效果。通过问卷调查，见习内容、时间、地点、食宿条件、成绩评定方法等方面都提出了改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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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2023 年的峨眉山见习活动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见习实践活动调查结果显示(见表 2)，绝大多数(超
过 70%)的学生对见习的实施效果感到十分满意，这一点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大多数学生认为自己在这

段时间内学到了一些知识和技能。在 2020 级野外见习中，66.67%的时间和内容设置被认为是相当合理的，

相当合理的比例为 31.58%，而仅有 1.75%认为不合理。大多数学生在完成任务后都表示愿意继续学习并

希望能进一步了解野外环境，但只有极少数同学会选择放弃。对于本次野外见习的时间和内容设置，大

多数人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在整个过程中，大多数学生表示自己参与了这一学习活动并取得一定成绩，

但也有一部分同学感到很吃力。因此，本次野外见习的时间和内容设置相对合理，考虑到 2019 级的情况

相似，可以得出结论：超过 85.96%的人对大家的整体参与度给予 90~100 分的高度评价，15.04%的人则

给予 80~89 分的评价(见图 2)。总体而言，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人对本次见习活动的整体参与度持肯定态度，

表现出高度的参与热情。 
 

Table 2.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field internship 
表 2. 野外见习实施效果 

调查项目 年级 调查项目 年级 

建议优化项目 2019 级 满意度 2020 级 

见习内容 42.86% 见习内容 66.67% 

见习时间和地点 31.43% 比较合理 31.58% 

成绩评定 22.86% 一般 0.00% 

食宿条件 25.71% 不合理 1.75% 

其它 22.86% 其它 0.00% 

 

 
Figure 2. Survey results of overall participation in professional internship activities (biological sciences 2020 cohort) 
图 2. 专业见习活动学生整体参与度调查结果(生物科学 2020 级) 

4.2.2. 课程影响因素分析 
2023 年生物科学专业 2020 级野外见习活动影响参与度的原因调查结果分析发现，最多的选择是“理

论知识短板，无法跟上节奏”，共有 20 人选择，占比 35.05%。表明有相当部分人员对理论知识掌握不

够，预习工作做得不够，造成跟不上老师教学进度。其次是选择“体力消耗过大，力不从心”共有 16 人

选择，占比 28.07%，表现为部分同学体力不足、运动欠缺，造成不能应付野外见习体力消耗。选择“理

想中野外见习跟实际情况差异较大”的人数为 2，占比 3.15% (见表 3)。由此可见，学生对于野外见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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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感受更符合他们的预期，从见习活动中有相应的收获。选择“无”者 19 人，占 33.33%。这表明部

分学生对于此次见习活动并无明确影响的原因。2019 级时也大致如此，有 67%左右的人认为野外见习活

动对其学习和专业发展有较大帮助，32%左右的人认为有一定帮助，无人认为无帮助或选择其他选项。

由此，野外见习活动有助于多数同学专业发展，而且相当大的比例被认为作用更大。 
 

Table 3.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particip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field internship 
表 3. 野外见习参与度及实施情况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比例(%) 

理论知识短板，无法跟上节奏 35.09 

体力消耗过大，力不从心 28.07 

分工不合理，团队之间无法有效交流 0.00 

不适应带习老师授课方式 0.00 

理想的野外见习与实际情况差异较大 3.15 

无任何影响 33.33 

4.2.3. 见习实践活动学生自认为能力提升状况分析 
通过本次见习，参与同学普遍认为本次见习对自己学习和专业发展的帮助最大的方面是动、植物标

本制作能力，其次是动植物的识别，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野外调查研究方法占比次之，观察、分

析、解决问题能力占比最少。从结果来看，大部分人认为本次见习对他们的动、植物标本制作能力和动、

植物的识别和样品采集能力的提升最为有帮助，其他方面帮助成效较小(见表 4)。但分析 2019 级到 2020
级调查数据发现，学生动、植物标本制作能力等课程相关能力的比重下降，观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和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等综合素质能力比重明显上升，说明课程安排比较符合学生预期成效，且更

为合理，更符合新时代高等教育的要求，课程改革朝着积极方向发展。 
2020 级学生大多数人(60%以上)认为班级活动在较大程度上增强了同学间的感情和班级凝聚力。

36.36%的人认为班级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同学间的感情和班级凝聚力。只有极少数人(3.64%)认为班

级活动在同学间的感情和班级凝聚力的增强作用较小。没有人认为班级活动没有任何作用。综上所述，

大部分人认为班级活动增强了同学间的感情和班级凝聚力，少部分人认为增强作用较小。这表明班级活

动对于加强同学间的关系和班级凝聚力具有积极的影响，2019 级情况大致相同。 
 

Table 4. Analysis of personal gains from field internship for students 
表 4. 学生个人野外见习收获分析 

收获 比例(%) 

自然认知 19.30 

野外调查研究方法 12.28 

动植物识别及样本采集 21.05 

动、植物标本制作能力 35.09 

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7.02 

沟通能力及团队协作意识 5.26 

4.2.4. 见习实践活动实施总体评价 
野外见习这种经历总体评价中(见表 5)，“印象深刻，大学阶段的特别回忆”这个选项的比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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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94.74%。二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只是在专业上有所效果”选项，比例为 3.51%。而“没有什么

区别，只是学习生涯的一种体验罢了”和“为了拿到学分而平平淡淡、毫无波澜、毫无特别的感受”的

选项的占比分别为 0 和 1.75%。由此大多数人对野外见习这一经历评价较高，认为它是大学阶段特殊记

忆的产物，对专业也有一定作用。仅有少数人对这段经历没有特殊感觉或仅仅为了拿学分。2019 级的调

查中有 2 人约 5.71%的学生选择务必要开展见习，2020 级减少至 1 人。这表明 2020 级课程安排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了学生的参与感，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后续课程改革提供了积极的参考。 

4.2.5. 调查结果共性分析 
教学质量和专业性：在两个年级的问卷中，带习老师的教学质量及专业性都得到了学生的积极评价。

无论是在植物学知识储备方面，还是教学方法和针对性上，绝大多数学生对此都表示肯定，这反映出带

习老师在野外教学方面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和教学能力。团队合作与交流：在两个年级的问卷中，学生们

都强调了团队合作和同学间交流的重要性。在野外见习中遇到困难时，同学们之间的团结合作被认为

非常重要，这表明野外见习活动在促进班级团结力和同学间交流方面都取得了良好效果。见习时间与 
 

Table 5. Overall evaluation of students’ personal experience with field internship 
表 5. 学生个人对野外见习经历的总体评价 

问卷选项 比例(%) 

印象深刻，是大学阶段特殊的记忆 19.30 

无特殊感觉，但对专业方面有一定作用 12.28 

无不同，学习生涯中的一段经历而已 21.05 

为拿学分，平淡无奇，没有波澜，无特殊感觉 35.09 

 
内容：学生对于野外见习时间的安排和内容的丰富性都有一定的期望和建议。有部分学生对野外见习时

间的安排感到满意，但仍有一部分学生希望能够适当增加见习时间，同时期待更多野外见习路线和内容

的多样性。 

5. 野外见习实践教学活动实施总结与改进措施建议 

野外见习课程存在诸多问题，如课程时间短、学生理论知识匮乏、学生自觉性差、课程考核方式单

一、课程安排不合理等[7] [8] [9]。我校师生经过长期实践与改革，野外见习实践教学活动实施质量已大

大改善，但仍存在一些问题。现就相关问题作如下分析和建议。 

5.1 野外见习实践教学实施存在的主要问题 

5.1.1. 学生理论知识短板明显 
野外见习实践活动实施时间与课程脱节，理论知识无法有效结合野外见习。就课程编排而言，该课

程是专业培养后期进行的，实践活动开展与相关知识课程学习实践跨度大，学生对理论知识结合不牢，

这就造成了学生理论知识短板明显、难以赶上带习老师的节奏、不能适应带习老师的授课方式、使学生

产生野外见习和实际情况相差太大、收获较少的现象。 

5.1.2. 动植物样本采集受环境制约 
动物野外见习与植物野外见习不同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动物活动能力强，并具有一定规律，因此选择

适当时机见习非常重要。通常情况下冬季气温较低，动物处于休眠状态，因而可捕捉到的标本较少；春

季气候干燥，气温不高，很多动物尚未发育成熟和繁殖，动物种类也相对较少；夏季气温高，动物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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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多、数量大，但野外环境气候多变，降雨频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采集工作。与此同时，一年

四季不同季节，相同位置动物的生活习性、群落组成和分布均存在着差异，只进行一次见习无法充分了

解见习地点动物种类和生命活动规律。 

5.1.3. 教学模式和方法待更新 
传统的教学方法过于注重知识灌输和一般性讲解，缺乏互动和实践的机会。这种单向的输出可能无

法激发学生的主动学习和探索兴趣。加上学生数量众多、指导老师数量有限、课程内容较多、见习时间

较短等一系列实际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善，可能在极大程度上限制了野外见习实践教学活动的实施

与发展。若能进行课程在虚拟网络系统方面的开发，将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现阶段的窘境。同时，建立以

课程实验、虚拟仿真、校内实训和野外见习“四维一体”的实践教学模式，不同实践方式各有侧重，循

序渐进，相互关联贯通。课程实验实践与虚拟仿真系统教学相结合，有望提升学生对动植物的整体认知

和理解[10]。 

5.2. 野外见习实践教学活动实施改进措施建议 

5.2.1. 转变见习授课方式，查缺补漏补齐理论不足短板 
野外见习之前，带习教师提供见习活动相关学习材料，挖掘适宜于教学的植物，指导学生以小组为

单位进行校园及其校园周边预见习，随时进行观察，增强学习效果，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理解其中包

括生物学、物种分类以及生态系统等方面的理论知识[11]。让学生熟悉一些常见动物种类及分布情况以及

与之有关的生态学特征，为他们进行进一步学习做好准备。在此基础上开始构建与见习基地相匹配的 VR
教学资源，让学生在未实际开始见习前已熟悉和掌握见习的基本流程和方法。 

在野外见习和室内学习的过程中，教师扮演着引领和解答问题的重要角色，应提供必要的引导，以

协助学生将在野外见习中观察到的现象和问题与室内知识相互关联，并解答学生在室内学习过程中所遭

遇的问题。整个野外见习过程建议采用“教师讲授–学生讨论–教师总结”的教学方法[12]。必须把传统

的“老师讲，学生听”的见习模式，改变为“老师讲解，学生练习，老师指导，学生选题，老师组织讨

论，师生一起总结和提高”的模式。教师要处理好教与学的关系[13]，充分尊重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

发展学生的主体意识以及自我控制，调节能力，引导学生动脑，主动探究，培养学生对于新问题[13]、新

知识的求知欲以及质疑态度和批判精神，可采取小组合作、讨论、团队项目等互动式学习方式，鼓励学

生主动参与、互动，根据学生兴趣、能力的差异提供个性化学习支持，通过灵活多样的学习路径、资源

选择来满足学生不同的需要，鼓励学生自主探究和开发自身的兴趣领域，其次要通过问题解决、实践活

动来激发学生对于野外见习教学实践活动的兴趣，从而使学生能够在野外环境中获得更多的知识，使学

生在野外环境中获得更好的学习体验。通过将动植物野外见习涉及多学科的知识与其他学科进行融合教

学，帮助学生全面理解动植物及其生态系统。同时，野外见习中各种教学方法需配合使用，且具体实施

方案需在野外见习中不断改革和完善[14]。 

5.2.2. 统筹理论课、见习时间、见习场所动植物多样性间的协调关系 
根据见习实施地点物候特征选择动植物丰富度较高的季节开展相关教学活动，峨眉山地区宜于 6 月

中下旬进行，此时动植物较多，可采集到的动植物标本相对丰富。同时，协调如《植物学》《动物学》

《遗传学》和《生态学》等专业基础课的开始时间，合理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尽量在课程中后期或结束

后及时开展相应野外教学实践活动，避免时间不协调理论知识遗忘对教学效果提升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5.2.3. 加大经费投入与当地部门深入合作，形成地方与院校合作的育人模式 
我校生物科学专业野外见习实践教学活动刚刚步入正轨，还处于不断地探索和完善当中，因此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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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建立合作关系，开辟更多的见习场所，选择生态环境资源丰富的保护区为综合性野外见习基地，这

对生物科学类大学生专业知识学习重要意义。见习基地选择上，充分考虑其动植物资源多样丰富的特点，

保证能达到教育目的。着重考虑本地现有设施及资源，如野生动物保护区及自然公园，降低成本，提高

效率。合理地安排行程及活动以保证有限的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同时，与当地相关科研机构、自然保

护区管委会或者民间组织等结成合作伙伴关系共享资源及经验，临聘熟悉当地环境的专业人员参与教学，

以达到良好的育人效果。在此基础上加大见习实践教学活动经费支持力度，对该课程的所需经费进行全

面评估和详细预算计划，积极争取如政府拨款、赞助与捐赠方面的资金支持等。 
综上所述，生物科学专业野外见习实践教学活动在提供真实的野外实践体验方面有显著的效果。学

生通过实地考察和标本采集，深入了解了生物科学领域的相应内容，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专业素养，

激发了大部分同学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培养了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思维，锻炼了吃苦耐劳的品质。

本年度进行的峨眉山野外见习实践教学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本文梳

理的问题出现原因及提出的改进措施，将有效促进教学效果提高，进而对该生物科学专业学生的成长成

才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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