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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教学来实现立德树人的育人

目标。生态学作为研究生物与环境关系的知识体系和协同统筹人与自然关系的课程，与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战略紧密相关，具备挖掘思政元素的独特优势。本文从课程思政的内涵及必要性入手，探讨了在海南

大学水产养殖学专业本科必修课程《生态学》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的主要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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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By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professional teaching, we can achieve the goal of streng-
thening morality. Ecology, as a knowledge system for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a course for coordinating and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strateg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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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the unique advantage of min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connotation and necessity of the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and discusses the main ideas 
and methods of implementing the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teaching of the compul-
sory undergraduate course “Ecology” for aquaculture major in Hain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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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校是立德树人的地方”，“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大学要紧扣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党对高校工作的全面领导”[1]。而以往专业课基本不涉及思想

政治教育内容，导致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常态化和持续化，思想教育成效不显著[2]。课程思政的具体含义

在于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融入思想政治元素，将“课程”和“思政”有机地融合为一个整体，提升课程

的内涵价值，提高思政的艺术魅力。把专业知识传授同价值观教育结合起来，使课程思政与专业教学形

成协同效应，一致推进，是落实高校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抓手，也对专业课教学提出了新的要

求[3]。 
生态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交叉学科，以生态学的基本原理为基础，结合生物学、环境科学、化学、

地理学、生物进化论等学科，研究生物与环境、生物与生物之间关系的学科[4]。进入 21 世纪，人类与环

境的关系问题越来越突出，成为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重大挑战的根源[5]。而生态学是连接“自然–社会

–经济”的桥梁，以生态学基本理论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观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发展问题、保

护国家生态安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6]。由于生态学课程与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具有天然契合点，在

生态学课程中融入生态文明思政元素，突显了其独特的优势和魅力[7]。 

2. 生态学课程教学目标和思政育人目标 

生态学规律是人类可持续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通过课程教学，一是让学生了解和掌握生态学

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基本实验方法，为解释和解决水产养殖生产实践中的有关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

方法储备；二是通过掌握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理解水产养殖人工系统中各级生物的整体性，为养殖学、

水环境学等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三是通过学习生态学建立生态意识，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入

理解国家生态文明的政策和观点；四是学生通过学习及实践掌握生态学动手与知识运用能力，以期使水

产养殖学专业学生更好地理解并掌握农业生态学的相关知识、理论和方法，提高学生运用生态学相关理

论解决生态文明建设具体问题的能力[8]。 

3. 生态学课程思政探索与实践 

3.1. 生态学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的融合 

大学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发展有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9]。高校专业课程教师须将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思想观念主动地、有计划地、合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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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教学过程中去[10]。一线教师在构建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应注意对价值观的整合。第一，应将家国情

怀、民族团结、工匠精神等同专业发展和谐融合；第二，应将“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

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学生自我认知的职业生涯有机融合；第三，应将道德情操、辩证思维、学

术诚信等同品格修养统一融合。 
此外，授课教师应将课程知识体系拆分为细化的成体系的知识点。首先，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

主学习、归纳知识点，扎实基础理论。然后，结合学生对前期课程知识体系的认识，将知识点构建成一

个理解的理论体系。而这种知识的有形化、模块化可以加深学生对专业知识解读。学生专业知识模块化

的构建过程实际上有利于其对价值体系的构建。这有利于思政元素的融入，而思政体系的构建应该由属

性相近的多个“知识点–思政点”结合形成一条“线”，再由多条“线”构建成为一个完整的“思政网

络”。学生通过对专业知识学习来深化对思政元素的理解和学习，并在专业学习中建立思政认知。在绪

论部分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切入点，介绍党的十九大精神有关的“海洋环境保护”、“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等内容；由生物与环境之间的重要生态学相互作用意义，引入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取得的成就，通

过中外实例的比较，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自豪感与使命感，提升学生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

引导学生关注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和渔业资源衰退的现状，鼓励学生通过文献检索、自学、小组讨论等

方式，分析与总结休渔期设立的根据和意义，同时，进一步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含义，引导学生树立牢固的生态保护优先的观念。 

3.2. 生态学原理与生态文明价值观的融合 

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

的社会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生态文明是人类对和谐发展这

一客观规律高度总结和概括。因此，生物对环境的适应，随后又有改造了环境并继续影响生物的原理是

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应在授课过程中提升学生的生态意识，建立生态文明价值观。 
当代青年学生高度认可生态文明，但是他们的参与度和践行度较低[11]。主要的表现是缺乏生态责任

意识，由于当代大学生的知识体系和认知水平使他们认识到当前生态破坏的严重影响，但缺乏主人翁意

识，错误的认为自己并非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主体。其次，大学生作为网购的主要群体，缺乏绿色消费

行为，对环保性等方面的考虑不足。针对以上两方面的问题，授课教师应引导青年学生明确自身正是肩

负生态文明建设历史使命的中坚力量[12]。后续结合专业知识的讲授，加强学生对环境情感的共鸣，进一

步培养学生的生态意识。 
第一，结合生态学绪论部分的内容生动阐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背景和发展历程，使学生深刻

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及党和国家发展政策中所包含的生态内涵。 
第二，结合生态学中包含的生物种群、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等基础理论知识，讲授生物与生物、生

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利用互联网、音视频等多媒体手段，带领同学们领略祖国优美的自然风光，独有

的动植物种类，激发学生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向往与爱国情怀。 
第三，结合生态学中包含的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生态系统结构调控等章节的重要内容，

用实际案例引导学生思考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产生的根源及其对生产和生活的影响，使他们认识

到当前生态破坏的严重后果。倡导学生从小事做起，养成绿色适度消费的良好生态行为，勇于担起年轻

一代的责任，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做一个负责任的人。 
第四，紧密结合生态文明建设与海南省的区域发展特色，建立以“生态文明、绿色发展”为教学主

线，由浅入深阐明生态文明内涵，在海南自贸港建设、南繁育种中心建设的背景下，明晰生物多样性、

生态入侵、海岛生态系统等概念及内涵，提升学生的生态环保意识，使学生逐步树立生态环保、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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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生态文明价值观。 
第五，结合全球气候变暖等气候变化对生态环境的综合影响，引导学生思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碳

中和”、“碳达峰”的深刻生态涵义。充分反思低碳生活的方式有哪些，让学生联系实际，在增强对理

论知识的理解的同时，又可提升学生低碳生活的意识水平；水华、赤潮是对水产养殖产业影响巨大的生

态问题，明确引起水华和赤潮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水体的富营养化，这使得水体中藻类大量生长，过度耗

氧导致水体鱼类大量死亡，而这与磷的大量排放有关，提倡学生使用无磷或低磷洗涤用品，把环保理念

融入生活的细节当中。 

3.3. 生态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索 

3.2.1. 提升教师素养，强化思政教育意识 
专业课程思政教育对所有的一线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要在讲授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需要

引导学生将所学的专业知识转化为自己意识系统的有机构成，并获得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基本能力和

方法论；另一方面在教学过程中主动探索介入学生个人日常生活的实质性方式，将教学与学生当前的困

惑相结合，有意识地帮助学生在学习、生活、交往、工作和实践中所遇到的真实问题，真正触及他们认

知的隐性根源，从而对之产生积极的影响。第三，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一线教师的理论水平有了更高的

要求，必须不断的提升自己，强化思政教育意识才能满足教学需要。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思政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对如何打造高素质思政教师队伍指明了方向，“思

政课教师思维必须要新，学会利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工具，设计创新课堂教学，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学会正确的思维方法”。提升教师素养，强化思政教育意识必须做到一下三点，

首先，鉴古可知今，学史可明智。教师要从历史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树立历史眼光、强化历史思维，

并将这种能力融入课堂，把历史故事讲给学生。其次，在日常工作学习中，教师要精读、深读马克思主

义经典著作，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创新意识，勇于变革创新，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善于发现思政教育

的新方法，进行创造性教学，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思政教师提出的“八个统一”的要求。第三，在

学术研究中不断创新，紧跟科研前沿，将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提升知识储备。 

3.2.2. 提炼课程内容，挖掘思政内涵，完善课程设计 
在新的历史时期，高校思政教育从独立开设的思政课程到专业课程包含思政教育内容的重大转变[13]。

这就要求授课教师必须提炼课程内容，深入挖掘专业课程本身所蕴含的思政内涵，实现文化与德育、行

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14]。生态学产生的初期即为对自然的观察和总结，因此，生态学课程蕴含着很多的

哲学观点。生态学融入思政元素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从生态学角度认识生态系统产生和发展的规

律，激发学生热爱自然的生态意识；二是引导学生思考人–环境–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三是依据生态

学基本原理，分析生态破坏的原因，尝试运用现代生物技术和生态学理论科学合理的开发和利用生物资

源，维护和改善自然环境。根据挖掘的课程思政内涵，完善生态学的课程设计，成立教学资源建设小组，

构建完善课程知识体系，修订教学大纲，完善课程教案与教学设计；制作多媒体课件，收集并整理音、

视频材料。在课程目标上，应包含课程教学目标和思政育人目标，在授课过程中，应结合国家的生态文

明政策及典型的生态环境问题等，引导学生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和环保意识。比如以养殖水域富营

养化引起的水华作为切入点，通过图片、影像资料、实地调研等方式明确引起水华的主要藻类，分析影

响其生长的主要环境因素，比如温度和营养盐等。结合氮、磷等营养物质的循环特征，分析和探索养殖

水体富营养化的防治措施，启发学生思考生活污水、养殖尾水等处理方式等。通过一系列问题设计，引

导学生抓住主要矛盾，通过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启发学生思考环境问题的生态内涵和潜在影响，在整

个课程设计中，不仅要考虑传授给学生生态学理论知识，还要更注重培养学生的生态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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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调整教学方式，提高思政教育水平 
在生态学课程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的同时，还需要创新授课方式，实现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的

有机融合。在课堂上应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活跃课堂气氛，使知识形象化，利于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和思政效果。 
1) 通过案例分析与启发式教学提高思政教育水平，尽可能地让学生参与教学过程，促进学生完善知

识体系，夯实理论基础。要求授课教师选择典型的生态学案例，进行系统的展示并提出富有思考性的问

题，启发学生进行深度剖析，通过师生互动开展探讨，逐步得出结论和解决问题的方案，使学生获得生

动的生态学知识，激发起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自觉性。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学生获

取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广，高校思政课教师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和学生的需求，结合新媒体、新技术，不

断探索新的教学方式，增加师生间的良性互动，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思政课教师可以通过设计内容新

颖、趣味性强的多媒体课件，采用微电影展示、情景剧教学等方式以及使用教学 APP、微信小程序等载

体将教学内容与新媒体、新技术有效融合，从而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和学习积极性，增加思政课的趣味

性和师生的互动机会，使学生印象中枯燥抽象的“基本原理”转化为现实中生动具体的“人生道理”，

提升教学质量。 
2) 优化教学语言，使用生动活泼的话语。首先，教师要了解学生的话语需求并运用他们的话语风格

开展教学，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其次，教师要善于收集“生活话语”，把“政治话语”和“官方话语”

转变成“生活话语”，运用通俗易懂的“生活话语”阐释课程内容，将基本原理以讲述基本道理的方式

呈现给学生。最后，高校思政课教师要熟练掌握“时代话语”，将合适的网络新词、热词融入思政课课

堂，使思政课话语与时俱进和当代化。 
3) 结合专业生产实习和社会实践，有效开展实践教学，通过针对性教学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和学

习需求，增强专业和思政教学效果。实践教学是理论教学的重要补充，学生参与实践可以将抽象的生态

学理论知识与生产实践联系起来[15]，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课题设计能力以及综合分析能力，从而增强

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使学生在学习和探索中提高实践能力及创新创业能力。将

理论与实际挂钩，提出研究或调研题目，利用生态学实验和野外调研，将科学研究的发现过程融合到课

程中。在课堂教学中设计一些综合性、探索性的题目，因地制宜的组织学生调查和观察自然环境中生态

学的问题，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利用学到的生态学知识、图书资源和互联网资源撰写论文。提倡自主

学习，鼓励学生参加科研、生态保护宣传活动，用亲身经历体会环境–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由浅入

深地使学生理解生态文明内涵，以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价值观的形成。 

4. 结语 

生态学作为研究生物与环境关系的知识体系和协同统筹人与自然关系的指导性学科，蕴含着丰富的

生态文明理论，突显了融入思政元素的独特的优势。教师应主动提升思想素养，强化思政教育意识，发

掘和提炼课程中的思政元素，不断完善课程设计及创新，积极主动的进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创新，

充分利用教学的各个环节，开展多样化的教学模式，在讲授生态学专业知识的同时，充分发挥专业课程

所承载的思政功能，增强当代大学生的生态意识和家国情怀，构建生态价值观和科学发展观，实现立德

树人的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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