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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生态学》课堂教学 

陈云  生命科学学院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我们在生活中树

立生态理念和生态意识。生态学课程以激发学生的科学兴趣，培养学生的探索能

力，引导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为目标，使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生态学的基本概

念和理论体系，具备一定的生态文明意识。 

《生态学》课程（课程编号 16051017）为生物科学专业核心课程，课程从个

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和生物圈等不同层次上分析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方

式，研究对象的空间尺度变化大，时间尺度长，具有综合性、宏观性、战略性、

实用性等特点。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工业技术的进步，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

强度影响环境，环境问题的出现，诸如世界上出现的能源消耗、资源枯竭、环境

退化、粮食短缺、人口膨胀、生态平衡失调六大基本问题的解决，以及外来物种

和基因工程带来的生物安全问题都有赖于生态学理论的指导。 

1.课程目标和教学理念 

1.1 教学理念 

（1）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我们结合课程内容，教学过程中深

入学习生态文明思想，让同学在生活中树立生态理念和生态意识。  

（2）教学活动中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给学生充分的自由和发展空间，让

学生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 

（3）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的科学兴趣，培养学生的探索能力，引导学生用

生态学思维分析和发现问题的能力。 

1.2 教学目标 

《生态学》课程引导学生由浅入深的重点掌握以下四部分内容： 

（1）掌握生态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基本技能； 

（2）掌握生物个体、种群、群落和生态系统等不同层次的生态学规律； 

（3）能初步运用系统分析方法，从物质、能量运转的本质上来认识、解析

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4）培养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学会用生态学思维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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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2. 基于慕课平台的线上线下混合式翻转课堂 

传统的生态学课堂师生互动少，课堂气氛沉闷，学生参与度低；学生被动参

与，不能发挥积极性，不能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学时不够，课程内容不能展开，

最新的学科进展没有足够时间介绍。 

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结合我校生态学教学的实际情况，我们采用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提出了一套新的教学思路：“大翻转”＋“小翻转”，即

理论与实验“大翻转”，理论授课内容“小翻转”。 

“大翻转”：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生态学是生态学教学的重

点内容，在新的教学模式中，我们课前先提出科学问题，然后观看生态自然现象

等经典视频，或学生进入校园、公园，或者在生活中自己观察周边的环境，指导

学生通过独立的观察思考，回答课前思考题。在上述实验探索和开放课程的基础

上，最后进行理论课的学习。 

“小翻转”：改变过去老师讲、学生听，老师满堂灌，学生心不在焉的教学

模式，在继“在线开放课程”+“实验探索”后，理论课堂上采用教师引导、学

生提问的讨论式“小翻转”教学模式，讨论的内容包括学生在探索实验中遇到的

问题、在理论学习中不理解的问题以及目前的学科前沿问题等。 

 

图 1 基于中国大学生 MOOC的《生态学》线上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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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线上线下混合式生态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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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生态学课堂互动翻转课堂 

3. 生态文明建设自然渗入课堂教学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

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

护生态环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生态学》课堂教学过程中始终坚持

生态文明建设的这六项重要原则。 

    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教学过程

中，结合《生态学》课程内容，深刻让学生明白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

战略任务。 

人与自然的关系、文明兴衰与民族命运、环境质量与人民福祉。教学过程中

这些理论关系不是硬性灌输，生硬地直接给出结论，而应由近及远、由表及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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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入胜地引导学生理解如何处理人类生产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认识论发展到

新高度，如何理解对生态问题的历史责任感和整体发展观。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生态产品短缺已经成为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就是着眼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希望通过《生态学》课

程的学习，引导学生用生态学思维分析和发现问题，让同学在生活中树立生态理

念和生态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