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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显著提升，为高等教育课程改革提出了新要求。《普通生态

学》是水产养殖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不仅承载着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使命，也是学生掌握生态学方法、

构建专业知识体系的关键。然而，传统的教学模式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内容与专业需求不匹配等问题，

难以满足培养应用型、创新型水产养殖人才的目标。本文以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为背景，探讨了《普通生

态学》课程改革的设计思路与实践探索，提出通过调整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模式以及构建多元化评价体

系等措施，提升教学效果，为培养绿色发展理念下的水产养殖专业人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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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ecolog-
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osing new demands for curriculum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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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higher education. General Ecology is a fundamental course in the aquaculture major, bearing the 
dual miss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ecological method-
ology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ystems. However, traditional teaching approaches often suffer from 
a disconnect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as well as a mismatch between course content and profes-
sional need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meet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application-oriented and innovative 
talents in aquacultur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ex-
plores the design and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of General Ecology course reform. It proposes measures 
such as curriculum content adjustment, teaching method innov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diver-
sified evaluation system to improv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fering a referenc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aquaculture professionals under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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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建设整体布局[1]，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将建设美丽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之一[2]。党的二十大全面系统总结了 2012~2022 十年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显著成就，明确将聚焦建设美

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总目标的重要方面，对进一步推动绿色发展、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作出重大战略部署[3]。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化，不仅对我们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要求[4]，也为

高校专业教育体系，特别是农学类专业，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方向[5]。 
水产养殖专业在我国农业现代化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旨在培养具有科学思维、实践能

力以及生态文明素养的专业人才[6] [7]。然而，传统的《普通生态学》教学内容和模式与水产养殖专业的

实际需求存在一定脱节。本文立足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需求，围绕《普通生态学》课程改革进行探索，以

更好地培养知农、爱农的新型水产养殖人才。 

2. 《普通生态学》课程现状与改革必要性 

2.1. 课程定位与教学目标 

《普通生态学》是水产养殖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程，主要研究生物与环境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为学生

理解生态系统运作机制、解决水产养殖中的生态问题提供理论和方法支持，是现代生物学向宏观综合领

域发展的具有重要代表性的一门学科[8]。在水产养殖专业课程体系中，《普通生态学》既是一门重要的

专业基础学科又是一门重要的前沿学科。该课程的学习对学生后续课程的掌握、专业知识体系的构建起

到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推进生态文明教育，培养学生的绿色发展理念和社会责任感奠定基础[9]。 
然而，在当前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中，存在以下主要问题[10]： 

2.1.1. 内容侧重于陆地生态系统 
课程教材以陆地生态系统为主，与水域生态学相关的内容不足，导致学生难以将所学理论应用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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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养殖实际。 

2.1.2. 教学方法以理论讲授为主 
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缺乏学生参与，难以激发学习兴趣和培养实践能力。 

2.1.3. 评价体系单一 
课程评价主要以期末考试为依据，忽视了学生在实践环节和过程性学习中的表现。 

2.1.4. 与专业需求结合不紧密 
课程未能充分体现水产养殖领域的实际问题和发展趋势，影响了学生的专业认同感和学习成效。 

2.2. 改革的必要性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水产养殖行业面临绿色转型的迫切需求。作为未来的从业者，学生

需要掌握生态学知识并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普通生态学》课程在教学内容、方法和评

价上进行系统性改革，以更好地服务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3. 课堂改革的总体设计 

3.1. 改革思路 

课程改革以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目标为指导，结合水产养殖专业特色，围绕以下核心思路展开(图 1)： 

3.1.1. 调整教学内容 
优化课程内容结构，加强水域生态学相关知识的讲解，并融入最新的养殖生态学研究成果和实际案例。 

3.1.2. 创新教学模式 
引入问题导向学习(PBL)与思维导图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知识应用能力。 

3.1.3. 构建多元化评价体系 
通过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过程与成果。 

 

 
Figure 1. Overall ideas and measures of classroom teaching innovation in “General Ecology” 
of aquaculture major 
图 1. 水产养殖专业《普通生态学》课堂教学创新总体思路及举措 

3.2. 改革目标(图 2) 

3.2.1. 知识目标 
学生能够系统掌握生态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理解生态学在水产养殖中的具体应用，特别是水域生态

系统的特点及其运行规律。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5.131074


杨文 等 
 

 

DOI: 10.12677/ces.2025.131074 537 创新教育研究 
 

3.2.2. 能力目标 
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着重提升学生在水产养殖生态系统管理中的应用

能力，能够设计和优化生态友好型养殖系统。 

3.2.3. 素质目标 
增强学生的科学思想素质和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信息素质，熟练运用信息化工具进行生态学

知识的学习与应用；激发学生的探索精神，培养创新能力。 

3.2.4. 价值目标 
增强学生家国情怀和文化自信，树立生态文明意识，激发学生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使命感。 

 

 
Figure 2. Curriculum reform objectives of “General Ecology” for aquaculture major 
图 2. 水产养殖专业《普通生态学》课程改革目标 

4. 课堂改革的具体举措 

4.1. 课前准备——调整并实时更新教学内容 

4.1.1. 教师层面 
一方面，强化专业相关知识，重新梳理课程教材内容，弱化陆地生态系统的相关内容，参考《海

洋生态学(第三版)》《养殖水域生态学》和《水产养殖生态学》等书目，补充补充水域生态学、养殖生

态学和海洋生态学的相关内容。另一方面，引入新兴研究方向，增加全球气候变化、碳中和、环境污

染与生态修复等案例分析，并将此与水产养殖领域的热点问题相结合，如生态养殖模式、养殖环境监

测等。 

4.1.2. 学生层面 
鼓励学生主动查阅相关资料，与教学内容结合形成对课程内容的深层理解。 

4.2. 课中教学——问题导向与思维导图教学模式的结合 

4.2.1. 教师引导 
课程前期采用理论讲解与思维导图相结合的方式，从生态学概念开始即引入思维导图，在讲解理论

知识点的同时将各知识点设定为生态学思维导图的各要素并确定层级关系，帮助学生直观理解生态学理

论知识的层次性和逻辑性，使学生初步建立知识框架。课程后期根据教学内容凝练不同主题和具体案例，

引导学生以自主学习或小组讨论的形式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汇报研究成果，并根据所用知识点绘制思

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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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案例设计 
为加强问题导向教学模式的实际应用，拟定了表 1 中的教学主题与案例。 

 
Table 1. Topics and problems proposed in the teaching of “General Ecology” 
表 1. 《普通生态学》教学中拟定的主题与问题 

课程内容 主题 问题 

生物与环境 
某南方养殖场从东北引种一种水生生物进行

养殖，养殖后发现生物生长不良，请你查找

原因。 

南北方物质能量环境的差异； 
水生生物对光照、温度、 

盐度等环境因子的适应规律。 

群落生态学 
某对虾养殖场废弃后，如果任其自然发展将

会出现何种情形？请分别描述 1 年后、10 年

后、100 年后及 1000 年后的结果。 

群落演替的规律； 
群落演替机制。 

生态系统生态学 
请设计及描述一个特定的水产养殖生态系统

(以草鱼–黑鱼养殖生态系统、对虾–溢蛏养

殖系统、鲍鱼–海参养殖生态系统为例) 

物质及能量环境特点； 
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 
食物网及生态金字塔； 
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 

生态平衡。 

应用生态学 水产养殖活动对全球变暖的影响是好是坏。 

生态农业； 
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 
食物网及食物链； 

水体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 
思政。 

4.2.3. 学生活动 
学生以小组讨论与合作的方式自主学习，根据案例主题分析问题，查找资料，提出解决方案，绘制

思维导图，总结案例相关知识。 

4.3. 课后总结——教学效果的评价与多元评价体系构建 

4.3.1. 教师角色 
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了解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掌握程度和对教学模式的接受程度，基于反馈效果不断

优化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同时，改变课程学习情况评价方式，将案例分析、思维导图绘制、小组讨论

与展示、课题研究等过程性指标纳入考核，设置开放性考题(如“基于生态学原理设计养殖系统”)，考察

学生的综合能力。 

4.3.2. 学生角色 
引导学生通过案例总结与思维导图自我评价知识掌握情况，鼓励学生提出课程改进建议，提升教学

的双向互动性。 

5. 创新点及可行性分析 

5.1. 创新点 

5.1.1. 调整和更新教学内容，增强了课程对水产养殖应用型人才的适用性 
通过调整教学内容，有针对性地弱化专业无关的陆地生态系统的相关内容，参考其它专业书籍及最

新的生态学研究成果，增补应用相关的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内容以及专业相关的海洋生态学和养殖

生态学内容，更新课件内容，使学生能够更好地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养殖中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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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采用问题导入和思维导图教学模式相结合的方式调动学生学习自主性 
根据不同主题设置具体案例，引导学生以问题导入和思维导图的逻辑思维分析案例，从中培养学生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问题导入使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更深入地理解和运用知识，

而思维导图则帮助学生整合和展示他们的思维结构。这样的教学模式不仅促进了学生的主动参与，更锻

炼了他们在实际场景中应对问题的能力，为学生今后独立开展相关工作和进行课题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5.2. 可行性分析 

问题导入教学模式和思维导图具备一定的相似性。首先，问题导入教学模式是以一个主要问题为核

心进而展开多层级、递进式的学习研究[11]，而思维导图的绘制也是围绕一个核心主题由中心向四周层层

发散思考而形成的[12]，故两者在整体结构上相似。其次，问题导入教学模式在应用中需要学生将中心问

题拆分成几个子问题进行学习研究，几个子问题之间应该具有清晰的逻辑关系，足以支撑中心问题的解

决，而思维导图同样要求学生提出来的关键词要有内在的学科逻辑关联，故两者都考察学生对中心概念

和子概念之间的逻辑思维能力。由此可见，两种教学手段是相辅相成的。 
《普通生态学》课程具备在教学中运用问题导入和思维导图教学模式的实践基础。首先，该课程知

识点虽然繁多，但不同章节之间及不同知识点之间具有很强的逻辑关系，知识点与知识点之间能形成由

中心向四周发散的层级关系。其次，该课程的许多基础理论知识点学生在高中生物中已有涉猎，再辅以

课程初期高级理论知识点的教授，能使学生具备相关学科基础，有能力基于已有认识和知识储备去开展

自主探索和研究。同时，随着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以及对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要求，生活以及

专业领域相关的真实情境和案例不断丰富，为问题导入结合思维导图教学模式提供了实施的基础和充足

的教学资源。 

6. 课堂改革成效与反思 

6.1. 改革初步成效 

通过课堂教学改革的实施与调查研究显示，学生在课堂教学改革过程中保持较高的出勤率，学习兴

趣和参与度都显著提高，课堂互动也更加频繁。在案例分析中，学生展现出较强的逻辑分析能力和实践

问题解决能力，学生的小组合作意识增强，团队协作效率提升。而且，学生的综合能力也得到了提升，

对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的掌握更加系统化，学科思维能力显著增强，论述题得分较传统教学模式提高了 2~5
分。此外，自课程改革以来，该课程“学评教”成绩从“良好”上升并持续维持在“优秀”水平。 

6.2. 存在的问题与改进方向 

6.2.1. 增加实地考察与实践学习环节，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模式 
1) 组织学生前往养殖场、湿地生态系统等场所进行实地观测与数据采集，让学生直观感受生态学理

论在真实环境中的应用；2) 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模式，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实践活动并撰写考察报告，

从而培养其独立思考与分析能力；3) 开发更多资源支持实践教学，例如设计虚拟仿真实验平台，补充现

场实践的不足；4) 将实践活动与课堂教学相结合，探索更深层次的课堂体系改革，通过真实场景强化学

生对生态学知识的深刻理解与应用能力。 

6.2.2. 引入专家资源，增加学生对水产养殖领域前沿接触机会 
1) 邀请生态学和水产养殖领域的专业人士作为客座讲师，分享最新的研究进展和实践经验，通过专

业人士的实践案例和经验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的实际应用，提高课程的实用性；2) 利用专

家资源开发高质量的案例库和课程内容，进一步增强课程的专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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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促进校企合作，提升教学实践与行业应用的连接 
1) 增强课程与实际工作的关联性，例如与养殖企业、科研机构合作，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实践平台；

2) 通过多样化的学习体验，学生能够更好地将理论知识转化为专业能力，为未来职业发展奠定基础。 

6.2.4. 扩大研究范围，加强数据分析 
1) 在多所高校中开展课程改革的对比研究，选择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校进行试点，评估其适用

性；2) 收集和分析更丰富的教学数据，例如对比组实验数据、学生成绩统计、问卷调查等，以量化分析

改革效果；3) 引入科学评估工具和方法，例如大数据分析技术，对改革的短期和长期影响进行深入研究；

4) 结合学生学习行为与反馈数据，优化课程设计并持续改进教学效果。 

7. 结论与展望 

本次《普通生态学》课程改革通过优化教学内容、引入问题导向与思维导图结合的教学方法，以及

构建多元化评价体系，显著提升了学生的知识掌握水平与实践能力。未来，课程设计可进一步探索基于

在线学习资源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加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同时增加实践活动的深度与广度，以更好

地满足生态文明建设对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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