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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已成为当代教育工作者关注的焦点。为探索一种有效的教学模式，任课教师在生态学

双语教学中运用PBL教学模式进行教学。本文以商洛学院地理科学专业16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

调查的方法分析PBL模式在生态学双语教学中的教学效果。经分析发现在生态学双语教学中运用PBL模
式之后，有扩大学生知识面、教会学生如何运用知识、提高学生自学能力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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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of the new teaching mode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contemporary educators. In or-
der to explore an effective teaching mode, the instructors use the PBL teaching mode to teach in the 
bilingual teaching of ecology. This paper takes the Grade-16 students of geoscience major in Shan-
gluo Univers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es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o analyz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PBL mode in ecological bilingual teaching. After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after ap-
plying the PBL model in ecological bilingual teaching, there are advantages such as expanding stu-
dents’ knowledge, teaching students how to use knowledge, and improving students’ self-learn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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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近几年国家对学生能力的高度重视，传统的教学方式在提高学生能力方面已经无法跟上教育的迅

速发展，而 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学模式被各大高校普遍关注，它们在教学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

运用这种教学模式进行教学，提高了学生的能力。选题“PBL 模式在生态学双语教学中的应用”的目的是

全面讨论如何在教学过程中运用 PBL 教学模式来进行生态学双语教学以及分析该模式实施后的教学效果。 
生态学双语教学这门课知识点丰富，各章之间的联系也很密切。教师可以选取生活中的实际案例进

行教学。运用 PBL 模式进行生态学双语教学既可以提高学生的专业英语水平也可以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理论联系实际和团结合作等多方面的能力。 
20 世纪 60 年代医学教授 Howard Barrows 首创 PBL 教学模式运用于医学领域，他以实际医学案例为

基础，让学生在真实情景中进行医学研究。PBL 教学模式在具体医学情境中的运用，使得医学的教学效

果显著[1] [2] [3]。90 年代之后，PBL 教学模式推广到欧洲[4]，得到了中小学教师的关注，他们将 PBL
教学模式广泛应用到教育领域。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 PBL 在线课程使得 PBL 教学模式充分应用，学

生各方面能力都有显著的提高[5]。1986 年我国最早从国外引进 PBL 教学模式，同样是最先运用于医学

教学中，上海医科大学和西安医科大学最早应用该教学模式进行教学[6]。在教育领域，张亚莉[7]深刻了

解生物化学的特点，将 PBL 教学模式运用到生物化学的教学中去，很好地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高双

凤[8]以地理课程的特点为依据，将 PBL 教学模式运用到高中地理课程中，对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起

到一定的作用。 

2. 核心概念 

2.1. 生态学 

生态学是研究人类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多种关系、研究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的一门科学[9]。近几年和生态学相关的问题层出不穷，比如人口剧增、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日益枯竭

等问题。正因如此，使国家对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注重到达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各高校也陆续开展生

态学课程。 

2.2. PBL 教学模式 

PBL 是基于问题探究的教学策略，该策略的主要目的是引导学生懂得在遇到问题时积极组织学习活

动，在活动中自己寻找答案的教学模式[10]。这种教学模式可以启发学生学习知识，在学科教学中具有很

强的借鉴意义。PBL 教学模式的教学思路如下：① 教师课前提出与生活实际联系紧密的、有实际探讨意

义的问题；② 教师将学生划分为不同的小组，进行探讨问题；③ 学生通过相互合作，共同探讨得出问

题答案；④ 学生得出问题答案，在课堂进行展示，教师给予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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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CIPP 

CIPP (Context-Input-Process-Product)评价模式是对泰勒的目标评价模式的进一步发展，CIPP 最核心

的观点就是“评价的目的并不在于证明，而在于发展[11]”，这一评价模式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由美国学

者斯塔弗尔比姆提出。该模式是由背景评价(Context Evaluation)、输入评价(Input Evaluation)、过程评价

(Process Evaluation)和成果评价(Product Evaluation)四个评价要素的英文单词首字母组合而成[12]，所以简

称为“CIPP”评价模式。 

3. PBL 教学模式在生态学双语教学的应用 

生态学与人口、资源、环境紧密联系，生态可持续发展是当前的一个热门话题。教师在对生态学的

知识进行讲解的过程中运用 PBL 教学模式，学生对这种模式的反响很大。本文主要选取生态学中的“种

群关系”和“物种多样性”两节课作为教学案例进行探究。 
“种群关系”和“物种多样性”是《生态学基础(双语教材)》教材中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内容，之所以

选择这两部分内容，一是因为生态学开课时间短，供教师选择的内容比较少；二是因为“种群关系”和

“物种多样性”这两部分内容与生活实际联系密切，教师容易教，学生容易学。 
基于课前问卷调查中学生凸显出来的问题，教师在开始讲授生态学知识前，通过互联网手段让学生

充分了解 PBL 教学模式。除此之外，学生应该课前查阅专业英语词汇，为生态学双语教学做好准备，保

证课堂的有效性和严谨性。与此同时教师在设计教学问题时，要保证问题的真实性。 

4. 教学效果与评价 

4.1. PBL 教学模式实施后效果评价 

根据学生对 PBL 教学模式总体的满意程度显示(图 1)，学生对教师素质、评价方式、案例选用、探

讨情况和实施情况等各个方面的态度都是满意。笔者与地理科学专业的同学进行交流之后了解到，在大

学的课堂中自己的注意力很难集中，对一节课的利用率很低，收获很少。在生态学中实施 PBL 教学之后，

每节课都收获很多，感觉课堂效率很高。 
 

 
Figure 1. Overall satisfaction of students with the PBL teaching model 
图 1. 学生对 PBL 教学模式总体的满意程度 

4.2. 结果评价 

根据结果评价调查数据显示(图 2)，学生在各方面获得很大的进步，比如团队合作能力、信息分析能力、

言语表达能力和信息搜集能力等方面的得分均超过 3 分，这足以说明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效果很满意，认为

PBL 模式锻炼了他们各方面的能力，使他们分析能力、表达能力、合作能力等各方面都有一定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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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tudents’ evaluation of their learning effectiveness in PBL teaching 
图 2. 学生对自己在 PBL 教学中学习效果的评价 

5. 结论与反思 

5.1. 研究结论 

PBL 教学模式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模式，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适应学生的发展，在实际的教学

过程中它的优势显而易见。它的优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 锻炼学生思考与总结的能力，提高学生积极性；PBL 模式要求学生自己动手寻找问题答案，在学

生查阅资料的过程时，无形中就锻炼了学生思考与总结的能力。 
2) 教会学生如何运用知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PBL 教学模式的运用可以使学生懂得知识的迁移。

这种模式要求学生查阅大量的资料，从而使学生由点到面的学习知识，扩展知识，由简单的书本知识上

升到人生哲理的学习。 
3) 提高学生自学能力；教师运用 PBL 教学模式进行生态学双语教学时，在课堂中，学生会探索教师

提出的各种问题。在课后，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会发现众多和生态学相关的问题，他们通过自己不断地探

索，最后得出问题答案。学生通过课堂和课后的不断探索，提高了自学能力。 
4) 促进学生学习理念的更新；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方式，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体验到合

作探究的乐趣。将 PBL 模式运用到生态学双语教学的过程中，让学生运用这种模式来掌握生态学知识。

经问卷调查可知，学生对 PBL 模式持强烈期待的态度。由此可知，新模式的运用，更新了学生的学习理

念，他们期望教师改变“教师教，学生学”的传统模式，多给自己提供一些自主探究的机会。 
由于生态学开课时间短，只对 PBL 教学模式在“种群关系”和“物种多样性”两节课中的应用做了

具体的研究，对于 PBL 模式的其他优点还需进一步探讨，但经过实例研究发现，PBL 模式是可以作为地

理教学的一个途径。希望广大教师可以积极探索 PBL 教学模式的优缺点，并将 PBL 模式和自己的实际教

学相结合，更好地发挥 PBL 教学模式的优缺点，使课堂教学效果更好。 

5.2. 研究反思 

教改实践结果表明：PBL 教学模式在生态学双语教学实施过程中虽然有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

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锻炼团结合作的能力等优点，但研究中还是有很多不足，希望在今后的教学过

程中不断的改进，最大程度地发挥 PBL 教学模式的优势。 

5.2.1. 注重问题设计 
PBL 教学模式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模式，因此一个高质量的问题对学生的学习至关重要。运用 PBL

模式进行教学时问题的设计应该和学生的兴趣相挂钩，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兴趣高涨，主动探究，达

到运用 PBL模式的目的。PBL模式在生态学的应用过程中，教师设计了和学生实际生活紧密相关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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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锻炼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地理教师在今后的教学中要留心身边的点点滴滴，搜

集适合教学的案例，为 PBL 模式更好的发挥优势奠定基础。 

5.2.2. 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 
PBL 教学模式虽然是强调以学生的自学为主，但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教师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在

实际的教学中如果教师对学生放手不管，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会出现学习迷茫、没有头绪、无法从“教

师教，学生学”的传统教学模式中走出来的情况，教学效果反而不佳。通过问卷调查可知，在生态学中

运用 PBL 模式后，有的同学认为自己在沟通表达能力、问题分析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等方面并没有显著

的提高，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极有可能是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没有发挥指导作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

到难题无法解决，使得自信心受挫，学习积极性不高，进而导致学习的效果不佳。 
基于以上情况，在具体运用 PBL 教学模式的过程中，教师应该密切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发现

学生存在的问题。当学生遇到疑难问题无法解决的时候，教师要给予适当的指导。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教师对学生的指导要适度，不可过度干预学生。如果教师“揠苗助长”，反而影响 PBL 模式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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