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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学野外实习是生物环境类专业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科融合、批判思维、合作精神”

的综合创新人才培养的有效手段。本研究基于多年生态学野外实习的教学实践，总结构建创新实习教学

思路，选择野外实习基地、优化教学体系内容、强化实习组织管理等教学改革措施。教学实践表明：野

外教学实践的改革有助于综合创新人才的培养，能促进学生知识的融合、提升自主创新和运用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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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logical field practic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bio-environmental profes-
sional practice and an effective method of cultivating comprehensive and innovative talents with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critical thinking and cooperative spirit”. In this study,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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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field practice, we conducted on the reform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pattern in ecological 
field practice. Innovative teaching pattern in field practice was proposed, the base of field practice 
was selected, and the content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was optimized. The teaching practice in-
dicated that the abilities integrated application capacity of knowledge and independent innova-
tion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cultivation of comprehensive and in-
novative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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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改背景问题提出 

当前，全面深化课程改革成为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深入推进素质教育，探寻素养形成的变革之路，

迫切需要教学学习活动的变革。野外教学实习是实现生态学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是构建学生

完整生态学知识体系、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野外实习既是验证、巩固课堂知识，获

取新知识的重要途径，也是激发学生兴趣、培养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创新思维的有效手段[1]。随着社会

对生态学人才培养素养的要求不断提升，培养学生发展综合素养已成为高校基础课程改革的目标与方向，

以往以知识接受为核心的教学观，已很难满足当前人才培养目标和社会对综合创新人才培养的要求。在

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转变的新背景下，学习正在走向知识与意义的生成。在创新人才培养

呼声日渐高涨的当下，生态学野外实践课程教学急需变革，加强野外实习教学创新、提高野外实践教学

质量已成为我国相关高校进行生态学课程教学改革的重点内容[1]。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在对长期野外实习进行总结反思基础上，淮北师范大学对环境类专业生态

学野外实习教学进行了改革。主要体现在重新构建创新教学实习思路，建设野外实习基地、优化教学体

系内容、强化实习组织管理、完善实习教学方法，构建面向综合创新人才培养的生态学野外教学实习模

式，进行有效的尝试和探索，并取得一定成效。本文对其进行总结，以期为生态学野外实习的教学改革

提供借鉴，进而推动生态学课程野外实习教学的发展。 

2. 创新教学思路提出 

探索以“注重交叉、加强融通、自主合作、实践创新”为野外教学实习指导思想，系统开展生态学

野外实践教学探索和改革。基于我国环境科学类人才培养现状、社会对人才要求以及我校生态学野外实

习教学现状，明确了创新野外实习内容体系、确立了综合创新生态学野外实习人才培养目标。构建了“基

础、实践、综合”三个层次教学实习内容体系；提出了基于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反思学习

等多种学习方式为手段，最终学生形成融“社会性素养、认知性素养、情感性素养”为一体的综合创新

人才培养目标。 

3. 野外实习基地优选 

实习基地建设对提高野外教学实习水平、提升学生野外实践能力及促进实习效果均有重要作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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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关系到野外实习内容、形式和具体要求。实习基地一般应具有相对完整的地域性研究单元和鲜明特色，

如景观类型复杂多样、生物资源丰富、安全有保障等[3]。我校生态学野外实习基地选择综合大纲内容、

基地自然资源、交通便捷性和时间安排合理性等因素，经过实地调研考察，选择黄山自然保护区作为生

态学野外实习基地。 
该保护区地处长江中下游的安徽省黄山市北部，属亚热带季风气候，保护区有森林、胡泊、沼泽、

草甸、山水、茶园、竹林和农田等生态景观类型，有木莲、水杉、南方铁杉等珍稀植物，有夜鹰、画眉

和黄山短尾猴等国家级保护动物，有昆虫 27 目 23,000 多种昆虫，更有旅游、茶园等当地主要经济生产

形式。这些均为野外实习提供了多样的生态环境、丰富的动植物种和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干扰的真实情

境案例。学生食宿均在保护区民宿，这样既能体验地原住民的生产、生活以及生态环境，也可以通过访

谈、交流他们既有过往的生活、生产方式的变迁，参观黄山毛峰采摘、萎凋、杀青、揉捻、干燥制作工

艺流程。基地所在的保护区管理部门也支持学生的实习实践，是理想的生态学野外实践教学基地。 

4. 创新教学体系的构建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我们将生态学野外实习教学划分为三个层次，即：基础知识层、综合应用

层和提高创新层。各层次受众人数、影响力、以及对学生自身创新能力以及综合素养的要求也有不同。

通过以上三个层面实习教学体系构建，旨在学生巩固理论知识与技能，培养学生分析与综合能力、倾听

与沟通、协商与合作、反思与批判等能力，不仅让学生掌握基本野外调查实践方法和操作技能，提升生

态学学科综合素养，培养基础科学研究和实践创新素养，而且能够有效发展学生认知性素养、社会性素

养、情感性素养。 

4.1. 基础知识层板块 

基础知识层影响面最大、辐射面最广、参与人最多，该层次主要认知、识别为主的生态学基础性野

外实践教学，学习方式主要自主学习、互动学习为主。实习内容以植物、地表节肢动物、水生浮游动物

标本的采集、制作和识别；土壤组成、结构、发育、养分循环和生态功能阐释；分水岭、分水线、流域、

小流域、水土流失监测、三角堰、降雨量、径流量、泥沙等水文、气象要素甄别调查。掌握植物物种是

别的基础上，分别开展植物群落特征(株高、胸径、冠幅、生活力和物候等)调研，调查前，就植物群落样

地选择原则、不同生活型植被类型样方面积的确定、群落内种群地位确定、植物数量特征及其重要值的

计算及其意义，进行分组互动交流、讨论、达成共识。同时就样方所在区域自然环境和人类干预状况(海
拔、经纬度、坡位、坡向、人类活动痕迹等信息)做好记录，强调信息完整性的意义。该层次让学生学能

认识和构建基础生态学基本知识体系，巩固和拓展理论知识，掌握生态学野外实践的基本方法和技能，

一方面培养专业基本素养，同时也实现了学生基本的认知性素养。 

4.2. 综合应用层 

本层次主要针对哪些对基本理论知识掌握的基础上，对学有余力的同学进行更为全面综合性知识的

研究性实习。综合应用层实习以小组为单位，学生自行组队并从指导老师给出的课题中选择感兴趣的课

题进行研究。期间指导老师对课题方案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具体实施进行指导、给出参考建议。学生利

用基础性实习掌握的基本方法和沟通交流技能，选择实习基地植物群落、地表节肢动物群落、水生浮游

动物群落、土壤特性和水体质量；或者就黄山松树线虫发生、危害及其防治，新安江上游流域水资源保

护对策，生态环境保护背景下当地原住民的生产、生活和生存现状等进行调研。学生可组成研究共同体，

通过文献检索、分析研讨、确定问题类型，分析问题成因，继而达成共识、明确成员的分工，以及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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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解决所需条件，形成初步实施方案。实施期间，倘若实施出现分歧，要互动研讨、再次达成新的共

识，进而寻求更有创新性的解决方案，这样汇集大伙集体的才智，使问题得以解决。解决问题不是终点，

学生还需分享、反思问题解决过程中所获经验，内心积极的情感体验[4]。该层次使学生广泛参与真实自

然情境之中，通过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生态系统管理等问题发现、分析到解决的整个过程，学生逐渐

体悟的宽以待人、包容、接纳，沟通分享，以及内心尊重他人立场，建构共享的共同体，从而实现了学

生社会性素养。 

4.3. 创新提高层 

经过综合应用层面实习和强化锻炼，对科研有浓厚兴趣的少数同学，可以进入创新提高层的实习板

块。这个阶段基本在野外实习结束后，主要针对各类学科竞赛而准备的。选题主要基于生态学野外实习

的基础知识层和综合应用层的锻炼，少数学生在野外实习过程中，能发现形成相关科研的雏形，接着经

历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反思评价等进行不同阶段进行创新能力锻炼。初始阶段，同学们探

究问题、凝练问题、定义问题，甄别他们发现问题的属性类别；中间阶段，学会将他们面对或发现的问

题与过往相似的问题做分析类比，探究各类问题相互之间联系；接下来，不同成员之间会有观点认识的

借鉴、碰撞与融通，也会发生不同主体对新旧知识的内化理解，进而运用恰当对策进行解决问题的计划，

并给出解决问题方案；最后反思评价阶段，就问题解决的整个过流程中，涉及运用的知识、技能、策略

以及各个成员所发挥的作用等。我校黄山实习基地，已建立固定野外实验样地，可以针对不同植被群落

类型地表凋落物质量、土壤理化特性、凋落物土壤动物群落组成与多样性特性、新安江流域上游底栖动

物群落组成、人类活动对黄山访花昆虫群落组成与多样性的影响等内容可进行半固定的定期检查，进而

积累长期的调查数据，或者调查黄山鸟类、天敌昆虫多样性等方面的研究，为茶园害虫生物防治提供借

鉴和参考。以上有些内容已被学生作为选为学科竞赛或创新创业项目的参赛题目，并在学科竞赛中获得

较好成绩。本层次要求同学将知识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学生通过分析、定义、对比、倾听、沟通、反

思等能力，整合融通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思维，自身获得、内化乃至创造的知识，才能被灵活运用解决真

实情境化问题。本层次重点注重问题的探究过程，关注事物背后蕴含关系与内在规律的揭示，以多元学

习方式、适当手段，驱动学生持续学习，让学生切身感受到学习意义和乐趣所在，能体验到持续的内在

动力，进而激励学生积极主动去探索未知，并在此过程中感受到理智的愉悦和精神情感的充实，实现学

生情感性素养。 

5. 实习组织管理强化 

组织管理是保证野外实习顺利进行有效举措，也是影响学生实习效果的关键环节之一。我校生态学

野外实习组织管理分实习前常规准备和突发风险应急措施。常规实习是学院组织有关教师进行实习动员，

为学生介绍实习要点和规划、基本技能与技术以及自我安全防护注意事项。重点就学生尊重当地风俗习

惯，遇到蚂蟥、蚊虫叮咬、猴子和毒蛇侵袭时的应对措施，应对以往发生典型案例等警示提醒，让学生

了解实习的目的、意义、内容、考核以及野外实习对学生身体状况要求，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接

下来，实习指导教师根据实习基地具备条件以及计划开展实习内容制定系统、详尽的实习方案和规划，

与基地负责人员协商确定实习位点、线路安排、食宿等，做好器材购置、调试与维修，进一步就各分科

知识特点，实习内容衔接次序，学习方式及考核等进行逐次落实，确定野外实习总体方案，全面保障野

外实习的顺利开展。常规实习准备工作之余，对实习期间公共和自身安全风险也做了充分预判和制定相

关应对措施。近三年来，疫情的发生对野外实习时间安排带来极大不确定性，防疫成为野外实习组织中

极为重要的环节。防范疫情，既要增强防范意思，如加强个人防护，减少流动、聚集；同时也强间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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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严格落实请假报备制度，主动配合基地防疫部分扫码、亮码、核酸检测等防控措施，严谨私自外

出，包括往返途中私自离开。野外实习学生需爬山涉水、穿越丛林，这要求学生有良好体力和健康状况，

若途中一旦有隐匿性疾病突发会给学生人身安全造成极大威胁。该类疾病具有较大隐秘性、滞后型和危

险性，因此有必要所有学生进行隐匿性疾病前期排查和准备相关急救措施。比如，对有低血糖病史的学

生，实习期间准备一些糖果或含糖量较多食物，有些确因体力或身体不适难以完成野外作业的，可以录

制野外视频资源进行线上教学。需要注意对有隐匿性病史摸底调查要采取适当方式方法，要保护学生隐

私，尊重个人意愿是否同意公开等。 

6. 创新教学成效评价 

作为教学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教学评价不仅是评判教学目标达成的重要依据，也是了解学生学习

情况、检验教师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的有效手段[5]。在积极进行生态学野外实习内容、教学方法改革的

同时，构建了与之相呼应的教学成效考评方法。该考评涵盖“基础知识(标本识别 + 现象分析 + 野外考

试)、实践技能(群落调查 + 样品采集 + 标本制作)、综合素质(团队协作 + 实习报告 + 学科竞赛)”。

野外实习阶段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生态学实习教学的结束，返校后同学们对野外实践发现的问题进行系统

分析、集成和汇总，部分任务以小组合作的方式继续完成。而进入创新提高层的同学，依据各级学科竞

赛设置要求，在教师指导下，完成各种创新实践活动，包括社会实践、科研训练、课外竞赛、毕业设计

等。学生后期的综合表现及其取得的成果也是评价野外实习教学成效的重要组成部分。野外实习教学改

革启动以来，学生在创新创业项目实践训练、大学生各类学科竞赛、科研成果以及考研深造等方面取得

显著成效。考评体系融知识、能力和素养为一体，对培养创新能力强、整体素养高和的生态学人才培养

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学们的创新、批判思维被有效激发，科研兴趣有效激发，先后培养出一批具有综合

专业素养的人才。 

7. 结语 

我校基于多年的生态学野外实习积累，提出的综合创新人才培养为目标的生态学野外实践教学模式，

构建了以“注重交叉、加强融通、自主合作、实践创新”为野外实习指导思想，设立的“基础、实践、

综合”多层次立体教学实践内容体系，逐步实现“认知、社会和情感维度”3 个维度的学习目标。实习

前针对性动员，面临疫情复燃、隐匿性疾病突发以及遭遇极端天气等风险，全面、细致的准备和应急对

策是保证野外实习顺利进行的保障。学生完成野外实习的过程中，不仅获得、内化乃至创设真实情境的

生态学理论知识，实现了学生对知识的内化理解，对真实情境问题解决的尝试；提升了融合多学科知识

应用的情境，引发其对学科更深层次的思考和创新意识的培养。实习过程也锻炼和培养了独立自主、合

作互动、实践创新、沟通交流等能力，促进学生创新意识和批判思维的发展，实现了生态学野外实习培

养和提高学生整体学科素养和综合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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