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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高校大学生的“双碳”认知理念进行调研，统计分析发现部分学生“双碳”理念

认知程度较低的原因主要有课程中涉及“双碳”案例内容较少、实践教学活动匮乏及大学生的自我教育

不积极等。以《保护生物学》课程为例，从建设“双碳案例库”、设计实践教学及举办“双碳”知识竞

赛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与实践，坚持“理论–案例–实践”组合的教学原则，把关联“碳达峰”和“碳中

和”的新知识、新案例及思政元素渗透到教学活动中，从而不断提高当前大学生对“双碳”理念的认知

程度及践行低碳环保的意识。本研究为高校工作者从事“双碳”教育教学研究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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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ouble carbon” cognitive concept of college students was investiga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reasons for low cognitive concept include few cases curriculum of “double carbon”, lack-
ing of practical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negativity of college students’ self-education. The reform prac-
tice takes Conservation Biology course as the example and is carried out through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case base, practice teaching design and holding of the “double carbon” popular science 
competition. The new information, cas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regard to the “Car-
bon Dioxide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are infiltrated into the Conservation Biology course, 
and the students’ awareness of the cognitive concept of “double carbon”, low-carbon consump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as improved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ory-case-practice” com-
bination teaching principle. This study provides some reference for college workers to engage in 
“double carbo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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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骤增，气候变暖、生态失衡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等成为了全球

共同面对的挑战，而我国为了应对上述难题，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1]。“碳达峰”和“碳中和”行动(简称“双碳”)也是党的二十大

提出的重要战略部署，高校应切实承担起服务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的社会责任，同时“双碳”理念中

蕴含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等许多课程思政要素，因此，高校应将“双碳”

理念及其思政精神共同纳入到本科生教育教学活动中，开展卓有成效的人才培养工作[2]。高校教育工作

者应从整体上进行系统的设计和融合，形成一套蕴含“双碳”理念的、行之有效的、可操作的本科生新

课程培养方案；构建有利于提升学生“双碳”创新能力的课程框架，从而培养出具有“双碳”专业领域

能力的创新优秀大学生人才[3]。 
《保护生物学》课程是研究生物多样性的变化规律及其保护的科学，根据其授课涵盖内容和特点，

该课程在向学生高效传递“双碳”理念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4]。《保护生物学》课程符合当前社会发展

的需要，越来越受到全国高校的普遍关注，以前被作为农学、林学、环境学及生物学等学科的专业选修

课，目前，大多数高校将其扩充为通识课或任选课[5] [6]。该课程不仅能够使学生熟谙生物多样性的概念

和价值、掌握保护生物学的基本原理，而且有利于增强学生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节能减排及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本文以我校 2020 级、2021 级“生物学”专业的本科生作为调研对象，分析了当

前我校“生物学”专业学生对于“双碳”理念的认知情况，并以《保护生物学》课程为例，在“双碳”

案例库建设，实践教学设计等方面进行课程改革实践，不断提高学生对“双碳”理念及发展最新动态的

把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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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校大学生对“双碳”理念认知情况分析 

2.1. 高校大学生对“双碳”概念的理解情况 

2023 年 06 月，利用学习通软件向授课班级学生发放调查问卷，问卷内容设置“您知道什么是‘碳

达峰’、什么是‘碳中和’”吗？”，“您了解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国际背景吗？”

等与“双碳”概念相关的题目；问卷对学生“双碳”概念认知了解程度划分为四个等级(单项选择)：“完

全不了解”“了解一些信息”“较为了解”及“完全了解”。通过收集 327 名学生的统计性数据，分析

结果如图 1 所示，其中“完全不了解”的学生占 4%，说明仍然有很少数的学生可能完全不知道“碳达峰”

和“碳中和”的概念，即很少关注国家“双碳”的相关政策。而绝大部分学生或多或少知道一些“双碳”

概念、背景、国家政策等相关信息(“了解一些信息”的学生占了 57%)。而对“双碳”概念“较为了解”

和“非常了解”的学生分别占了 30%和 9%。同时，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分析调研结果的可靠性，教师也

随机进行了线下的调研分析，通过课下与少数学生的访问交流，发现确实有学生没有接触过“碳达峰”

和“碳中和”相关信息，而大部分学生或通过互联网新闻，或参与课堂学习等途径了解过“双碳”的背

景及意义，而真正能详细对“碳达峰”“碳中和”做出详细解释的学生很少，线下的随访结果与线上问

卷调研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本次问卷统计数据结果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Figure 1. Colleg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double carbon” concept 
图 1. 高校大学生对“双碳”概念的理解情况 

2.2. 高校大学生获取“双碳”信息的渠道 

通过上述的调研分析发现约 4%的学生还完全不了解“双碳”理念，大部分学生或多或少知道一些关

于“双碳”的相关知识和国家政策，而完全掌握“双碳”概念的人数较少，为了进一步了解学生获取“双

碳”信息的主要途径和方式，通过学习通软件设置“您主要通过哪种渠道获取‘双碳’信息知识”或“您

主要通过什么方式获取‘双碳’信息知识”等相关题目进一步开展线上问卷数据的收集与统计调研分析。

结果如图 2 所示，在当代高校大学生获取“双碳”相关知识信息的主要渠道中“互联网学习”占比最高，

其人数达到了 57%，这主要与当今计算机科学技术的进步，数字化、互联网教育的大规模普及密不可分，

学生通过电脑、平板、手机等工具能够轻松地获得海量的教育材料和学习资源。通过“课堂学习”途径

获取“双碳”信息的人数占比为 30%，这可能与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双碳”创新人才的

内在要求，及推动基于“双碳”理念的课程改革实践等密切相关。“文献阅读”和“其他方式”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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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占比较少，各占 5%。然而，通过“实践活动”获得“双碳”知识的方式仅占了 3%，调研结果暗示

高校教师在推动教学方法创新的同时，在一定的条件下应加强突出实践的导向作用。 
 

 
Figure 2. The main ways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obtain the “double carbon” concept information 
图 2. 高校大学生获取“双碳”理念信息的主要渠道 

2.3. 部分学生“双碳”理念认知程度低的原因 

上述调研大约有 39%的学生对“双碳”概念较为理解或非常了解，但其余 61%的学生仅仅是了解一

些或完全不了解“双碳”的相关信息及国家的相关政策。任课教师通过课下随机走访和收集学生对“双

碳”认知程度和关注度较低的原因，并将这些主要因素通过线上问卷形式做了大量学生的统计性分析。

调研结果(图 3)发现“社会氛围不足”因素约占 38%，占比最高，这可能主要与学生长时间生活在校园里，

未正式走上工作岗位，未真正进入社会、与社会环境接触较少有关。其次是“课堂教学涉及内容较少” 
 

 
Figure 3.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low cognitive level of “double carbon” among part of college students 
图 3. 部分学生“双碳”理念认知程度低的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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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占了 27%，这表明高校教师还需进一步加大“双碳”领域教学资源的建设力度，扩充“双碳”系

列课程资源，加强系统性的课程教学设计，从而不断提高学生的“双碳”知识储备。“大学生自我教育

不积极”的因素占 21%，表明学生可能真正缺乏“双碳”知识的学习兴趣，很难主动的投入到的“双碳”

领域知识的学习中，表明高校任课教师需有计划、有组织地、有针对性的在授课过程中自然渗透各种“双

碳”情境案例和实践活动来培养学生的“双碳”素养。 

2.4. 高校大学生对“双碳”教育活动方式的接受程度 

基于上述高校大学生对“双碳”了解程度较低的各种因素，就如何有效提升学生的“双碳”认知理

念，提高学生践行低碳环保的社会意识，通过学习通对高校开展“双碳”主题教育活动方式及学生的接

受程度做了进一步调研分析(多选型问卷)。调研结果如图 4 所示，约 26%的学生更愿意接受“观影学习”

的方式，比例最高，这表明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嵌入“双碳”理念的相关视频素材，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其次“课堂实践”的人数占到了 24%，仅比“观影学习”的人数低了 2%，表

明学生在很大程度上更愿意参与一些“双碳”课堂实践活动。通过实践教学不仅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多样

化的学习体验，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与沟通能力，还能使学生切身体会到践行国家“双碳”政策，实现

“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最后，开展“主题讲座”和“知识竞赛”活动分别占比为 21%和

18%，这两种活动方式可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学生“双碳”领域的视野。 
 

 
Figure 4. College students’ acceptance of the main forms on “double carbon” education 
图 4. 高校开展“双碳”主题教育活动方式及接受度分析 

3. 以《保护生物学》课程为例，开展“双碳”课程改革实践 

当今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口数量的剧增，人类活动加速了对地球上各种自然资源的开采和破坏，同

时，人们也逐渐认识到我们生存的地球家园正面临着人口爆炸、能源紧缺、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生物

多样性丧失等一系列的危机和难题。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生态学家米切尔·苏勒(Michael 
E. Soulé)等提出“保护生物学的目的是提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本原理和工具，应用科学的技术和方法

去解决由于人类活动引起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问题”[4] [7]。保护生物学是一门新兴的、前沿性的、综

合性的并具有完整知识体系的学科，其基本内容主要以生物学为主，实现基础理论学科、保护管理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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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学科以及社会科学学科的交叉融合。生物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我国虽然是世界上

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但同时大量的生物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因此，亟需运用科学的

理论去评估人类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运用有效的措施去减缓物种灭绝的速度和实现生物资源的可持

续合理利用。“防治生物入侵”“减缓温室效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低

碳出行，节能减排”等与保护生物学理论知识相关联的流行语已经广为传播和耳熟能详，为培养具有可持

续发展观的高校人才，很多综合性大学、农林大学和师范大学等都开设了《保护生物学》课程，将生物多

样性概念、低碳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念等“双碳”理念和思政精神渗透到课堂教学之中。 
《保护生物学》是以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为主线，涉及生物多样性的起源、演化、面临的威胁等内

容，同时也包括物种保护的主要原理与实践等[4]。其授课内容特色使得《保护生物学》在高效传递“双

碳”理念和实现“双碳”目标意义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为了进一步提升当代大学生对“碳达峰”“碳

中和”的认知理解，本文对《保护生物学》课程进行了以下三种改革实践。 

3.1. 建立“双碳”案例库 

本课程以张恒庆主编的《保护生物学》为主要参考授课教材，在各章节授课内容的基础上，聚焦“碳

中和”“碳达峰”理念，进行“双碳”案例元素与思政元素的深入挖掘和渗透。根据上述调研，约 26%
的学生更愿意接受“观影学习”的方式，因此，在授课方式上增加了多媒体视听讲授的授课方式，以及

小组讨论及探究学习等授课方式。通过经典的“双碳”案例更深入的表达“节能减排”“保护环境”“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建设生态文明”等思政精神，具体各教学单元涵盖的“双碳”理念、部分案例

及授课方式、主要思政元素等总结如表 1 所示。 
 

Table 1. The “double carbon” case bas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Conservation Biology course 
表 1. 《保护生物学》课程“双碳”案例库与思政要素 

序号 授课单元 “双碳”理念 案例及授课方式 思政元素 

1 
保护生物学

的产生与发

展 

在保护生物学发展历史过程中，人类对化石

能源过度的开采使用导致碳排放量骤增，造

成全球气候变热，生存环境恶化等危机。 

案例：伦敦光化学烟雾事

件，加拿大森林火灾。授

课方式：视听讲授。 

国家战略：环境

保护、节能减

排。 

2 
物种的起源

与生物多样

性演化 

在物种进化过程中，一些能进行光合作用的

藻类、绿色植物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

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升

的势头。 

案例：超级光合作用植物

龙舌兰。授课方式：视听

讲授、探究学习。 

科学精神：科学

思维、勇于探

索。 

3 生物多样性

及保护 

固碳生物是实现“双碳”目标的一把有力武

器，国内外科学家达成共识：保护生物物种

多样性和选育固碳“明星”生物，对于保护

生态环境、实现“双碳”目标、及可持续发

展目标具有重要的作用。 

案例：“云南干热河谷”、

安吉“竹林碳汇试验示范

区”。授课方式：视听讲

授、小组讨论。 

国家战略：环境

保护、生态文

明、人类命运共

同体。 

4 遗传多样性

及保护 

遗传多样性可以揭示物种的进化历史及生

理代谢差异特征。研究光合代谢作用的遗传

多样性，对于揭示生物固碳机理，实现碳中

和目标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案例：阳生植物和阴生植

物光合作用的差异。授课

方式：探究学习。 

科学精神：科学

思维、勇于探

索。 

5 生态系统多

样性及保护 

森林、草原、湿地及海洋等生态系统在全球

碳循环过程扮演者重要角色，保护生态系统

多样性对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发挥着重要作用。 

案例：森林生态系统碳汇

功能分析。授课方式：视

听讲授、小组讨论。 

国家战略：生态

文明、环境保

护、振兴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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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物种保护的

优先原则与

生物多样性

信息 

保护珍稀物种与“碳达峰”“碳中和”的目

标相结合，实现“双碳”目标与保护生物多

样性二者相辅相成；保护生物多样性能够促

进“双碳”目标达成，通过生物多样性信息

的收集与分析，筛选高固碳优势的物种，实

现最大化的生态保护效果和固碳效果。 

案例：大象为什么是动物

界的超级固碳者；红树林

是海岸带的守护者和固碳

“魔法师”。授课方式：

视听讲授。 

大国工匠：科技

报国、可持续发

展。 

7 
自然保护区

的建立与管

理 

在规划和管理自然保护区时，应充分考虑自

然保护区的碳汇作用，科学评估自然保护区

在碳汇方面的实际应用价值和意义，充分发

挥自然保护区在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的

重要作用。 

案例：全国首个“自主负

碳”区域——灵山岛自然

保护区。授课方式：视听

讲授、案例分析。 

国家战略：生态

文明、环境保

护、人类命运共

同体。 

8 
迁地保护与

动植物园管

理 

将具有重要生态保护价值的固碳生物纳入

到自然保护地或动植物园的管理范围中，实

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碳中和”“碳达峰”的

双赢目标。 

案例：青藏高原系统为什

么是生态固碳的潜力者。

授课方式：视听讲授。 

国家战略：生态

文明、环境保

护。 

9 生物入侵 

生物入侵是全球环境问题之一，外来物种的

入侵可能会破坏或造成原生态系统的恶化，

农田、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稳定性和碳

汇能力也可能会减弱。 

案例：澳大利亚人兔百年

大战，美丽的“杀手”凤

眼莲。授课方式：问答式，

视听讲授与小组讨论。 

国家战略：生态

文明、人类命运

共同体。 

10 

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有关

法规、行动

计划及其相

关国际组织 

保护生物多样性依靠政府建立相应法律法

规来实施，实现“双碳”目标也离不开法律

的保障。应不断增强全民意识，推行绿色低

碳的生活方式，努力形成全民节能降碳的社

会氛围。 

案例：“全国低碳日”主

题宣传片。授课方式：视

听讲授。 

社会公德：遵纪

守法、低碳环

保、可持续发

展。 

3.2. 开展实践教学活动 

3.2.1. 课内实践活动 
1) 开展工程师进课堂主题讲座。引进企业单位的工程师进入课堂，开展授课内容与企业项目相贴近

的“双碳”主题系列讲座，将课堂教学与企业生产实践真正结合起来，进一步拓宽学生的视野，推进产

学研教一体化建设[8]。例如，本研究通过邀请河北首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开展“钢铁工

业尾气生物发酵法制燃料乙醇系统工艺集成研究及其产业化应用”的讲座活动，使学生认识到工业生产

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尾气可以转化为燃料乙醇、蛋白饲料等高附加值产品，实现工业尾气资源的高

效清洁利用。通过分享企业生产实践活动，学生可以更深刻“触摸”到我国各行企业在国家“双碳”政

策的指引下，切实践行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以及推行各项行之有效的节能降碳生产

活动。同时，参与主题讲座的学生对自己将来从事的行业工作也会有更深的认识和信心，或许，有条件

的高校也可以带领学生深入到企业工厂车间进行实地参观和学习。 
2) 校园社团活动进课堂。学生组织的各项社团活动是校园的第二课堂，也是学生拓宽视野、增强组

织沟通能力的有效途径。将专任教师的第一课堂与学生社团的第二课堂相融合，更能寓教于乐，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在课堂上邀请学校“保护小动物社团”分享他们开展“候鸟迁徙与气候变化，构

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指绘生机，关注生态和谐绘画比赛”等活动的经验与感想，有助于向学生传

递保护自然环境、构建生态文明、坚持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性。 

3.2.2. 课外实践活动 
1) 开展社会调查活动。任课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针对某一章节的授课内容，组织学生开展“双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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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课外实践活动。例如在讲授“遗传多样性及保护”这一章节时，组织“学生课下调研和参阅相关文

献材料，列举一些优势固碳生物案例，详细阐释它们的固碳机制及应用价值，并整理成完整的实践报告”。

或者在讲授“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与管理”这一章节时，开展“调研你家乡的自然保护区有哪些地域特色”，

结合本章授课内容，总结家乡自然保护区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所起到的主要作用。”

开展课外调查实践活动有利于开拓学生的“双碳”视野，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培养学生运用理论

知识去探索现实生活中各种事物现象背后的科学原理。 
2) 学生参与教师的“双碳”研究项目。在授课过程中，授课教师可以将自身相关的科研成果演示给

学生，同时鼓励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9]。例如，教师将主持的“农业秸秆废弃物转化生产抗生素药

物的研究”与《保护生物学》“迁地保护与动植物园管理”这一章相结合。我国是农业生产大国，农作

物秸秆资源丰富，利用生物酶解秸秆产生的糖类成分可以替代传统抗生素生产工艺中的葡萄糖、淀粉等

原料，一方面可以将农作物秸秆变废为宝，实现纤维素类生物质资源的高效转化利用，减少因秸秆焚烧

造成的碳排放及环境污染问题，助力实现国家的“双碳”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利用廉价丰富的秸秆纤维

素原料，可减少粮食消耗，拓宽发酵生产抗生素药物的原料来源，节约生产成本，为工业发酵生产抗生

素药物提供绿色、可持续、经济的替代方案[10] [11]。学生参与教师的“双碳”研究项目既能培养学生的

实验操作能力，又能让学生在参与科研探索的过程中增强“双碳”认知意识和加深对实现“双碳”目标

重大意义的领悟。 

3.3. 开展“双碳”主题知识竞赛活动 

在上述调研“部分学生‘双碳’理念认知程度低的原因”中“大学生自我教育不积极”占了 21%，

表明在一定程度上，学生没有太多的主观意愿去了解“双碳”，或者是缺乏该领域的热情和兴趣。而科

普知识竞赛是一种宣传、普及“双碳”知识的非常有效的方式，将《保护生物学》课程中“生物多样性

及保护”“遗传多样性及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及保护”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关法规、行动计划及

其相关国际组织”等授课章节中蕴含的“碳达峰”“碳中和”元素知识融合到“双碳”科普知识竞赛中，

既丰富教学资源和形式，检验学生对授课基础理论知识和“双碳”常识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时也能激发学

生的上进心和热情。通过“双碳”科普知识竞赛能让更多的学生更深入的了解“双碳”战略共识。 

4. 改革实践效果分析 

2023 年 12 月，以未进行课程改革的教学班级作为“对照”组，以授课过程中融入了“双碳”案例

库建设、增加了实践教学活动及科普知识竞赛等内容的教学班级作为“实践”组，向两组班级学生发放

“双碳”理念认知程度的调查问卷，其中收集“对照”组学生问卷 152 份，“实践”组学生问卷 155 份，

根据统计结果评价课程改革实践的效果。结果如图 5 所示，“完全不了解双碳”理念的学生由对照组的

4%降低到改革实践组的 0；对“双碳”理念认知较少的学生(“了解一些信息”)也大幅度降低；而改革

实践组中对“双碳”理念“较为了解”和“非常了解”的学生人数之和高达 93%，约是对照组的 2.5 倍。

上述分析结果充分表明经过建设“双碳案例库”等改革措施，能够拓宽学生的“双碳”视野，显著提高

学生对于“双碳”理念的认知程度；同时，在《保护生物学》授课内容基础上，增加一些课内、课外实

践教学活动和科普知识竞赛，从整体上，课堂互动也明显增多，课堂氛围变得更加良好，大学生对“双

碳”战略的认知水平明显提升。 

5.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问卷调查和线下走访的方式对当前高校大学生的“双碳”理念认知程度进行了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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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Analysis of students’ cognition of “double carbon” between control group and practice group 
图 5. 对照组和实践组学生对“双碳”理念认知情况分析 

 

 
Figure 6. The “theory-case-practice” combination teaching principle 
图 6. “理论–案例–实践”相结合教学原则 

 
并对当前部分学生“双碳”认知程度较低的原因、高校学生获取“双碳”信息的主要渠道、及学生对“双

碳”主题教育活动方式的接受度进行了总结分析。基于各项调研结果，为了改变当前高校大学生对于“双

碳”认知理念普遍较低的现状，本文在《保护生物学》课程中坚持“理论–案例–实践”相结合的教学

原则，其设计过程如下：首先，任课教师按照《保护生物学》教学大纲和授课章节内容中的具体理论知

识，筛选和编写典型的案例(表 1)，这些案例除了具有真实性、趣味性以及与教学内容相关外；同时还具

有针对性和启发性，案例主要围绕“全球气候变暖”“固碳生物多样性”“生物固碳机理”及“生态系

统碳汇作用”等“双碳”主题理念展开，在授课过程中通过案例分析向学生表达“科学创新”“科技报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5784


尹守亮 等 
 

 

DOI: 10.12677/ae.2024.145784 925 教育进展 
 

国”“低碳环保”“生态文明”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课程思政精神。其次，“双碳”案例的呈现方

式主要包括任课教师的视听讲解、学生小组的讨论交流、以及师生的总结与评价等方式，有目的地引导

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重点和难点的同时，启发学生认识实现“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意义及提高

自身践行低碳环保、可持续发展的身心素养。最后，将“双碳”主题实践活动融入到授课过程中，通过

企业家进课堂、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参与“双碳”科研项目等多种形式的课内外实践活动，帮助学生将

理论知识应用到解决实际问题之中，加深学生对节能环保和低碳生活的重视程度。总之，本文有针对性

的融入了“双碳”内容案例、“双碳”实践教学及科普知识竞赛等内容，丰富了《保护生物学》的课程

资源。通过这些典型的案例来表达“节能减排，助力双碳”“保护生态环境”等思政精神；通过开展“双

碳”实践教学活动，充分激发学生的自我教育热情，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断升华思政目标(图 6)。 
本文就我校“生物技术”和“生物信息学”两个专业的本科生进行了课程改革尝与实践，经过对比

发现，“较为了解”和“非常了解”“双碳”理念的学生人数比例显著提高，约是对照组的 2.5 倍，达

到了课程改革实践的预期效果。《保护生物学》课程的教学内容覆盖了生物学、化学、农学、林学、环

境学等领域的通识内容，后续也尝试在全校范围内以“通识课”或“任选课”的形式在医学、化学、环

境学等相关本科专业进行推广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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