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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生态环境日益严峻的背景下，高等农林院校在保护生物学教学改革中肩负着重要使命。针对山东

农业工程学院保护生物学课程存在的问题，实施了强化课程宣传、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加强

师资队伍建设和完善课程评价体系等改革措施。旨在激发学生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兴趣，培养其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以适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需求。为高校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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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increasingly severe glob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specializing i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bear a significant mission in reforming conservation biology 
education. Addressing the issues present in the conservation biology curriculum at Shan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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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y, reform measures have been implemented, including en-
hancing course promotion, optimizing teaching content, innovating teaching methods, strengthen-
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staff, and improving the course evaluation system. These re-
forms aim to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cultivate their innovative 
spirit and practical abilities, and prepare them to meet the needs of nation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y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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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生态环境日益严峻的背景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

点。作为地球生命的基础，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不仅威胁着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更直接关系到人类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着重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

并且明确指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是这一建设过程中的一项关键任务。农林领域，作为与自然环境和生物多

样性紧密相连的重要行业，其生产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恢复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如何将保护

生物学的理念融入农林教育，培养具备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卓越农林人才，成为当前教育

改革的重要课题。 
高等农林院校作为培养高素质农林人才的重要基地，肩负着培养拔尖创新型农林人才的使命。然而，

在面临全球生物多样性危机和可持续发展挑战的背景下，高校教育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适应

新时代的要求，培养出既具备扎实专业知识，又具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卓越农林人才，成为高校教

育改革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在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国家战略的实施中，高校需要更加紧密地与社

会需求相结合，探索出更加符合时代要求的人才培养模式。 
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以保护生物学课程为切入点进行课程改革研究与实践迫在眉睫，对

推动农林教育与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深度融合，培养更多拔尖创新型卓越农林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2. 保护生物学课程现状 

保护生物学作为一门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科学，主要介绍保护生物学的产生与发展，生物多样性

的概念、分布和价值，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以及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内容，为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

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技术支持，是许多高等院校生物类专业普遍开设的一门课程。以山东农业工

程学院森林保护专业为例，保护生物学开设于第五学期，是一门专业拓展选修课程，在此之前，学生已

经系统学习了植物学、动物学、植物生理学、森林生态学等学科基础课程，为本门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和人才培养质量，不少教育工作者针对保护生物学课程进行了许多探索和

实践，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地改革方案，包括课程思政的挖掘与融入[1]-[3]、教学内容的优化与设计[4] 
[5]、多种教学模式的探讨与应用[6]-[9]，这些改革对后续的教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改革仍

不够充分。笔者通过教学实践并结合山东农业工程学院的办学特色以及森林保护专业的实际情况，发现

我校保护生物学课程在教学过程中依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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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教学内容单一，缺乏实践环节 

保护生物学的教学内容通常涵盖了生态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濒危物种保护等方面的知识，

涉及的内容繁多，然而，课时通常只有 32 学时，这就导致在保护生物学课程教学过程中往往侧重于理论

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实践能力的培养。学生缺乏实际操作和实践经验，难以将所学理论知识应用于实

际问题中。另一方面，教学内容缺乏更新和创新。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保护生物学研究的深入，

新的研究成果和理论不断涌现。然而，在保护生物学的教学中仍然沿用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缺乏更

新和创新。这导致学生难以接触到最新的研究成果和理论，限制了他们的学术视野和创新能力。同时，

教学内容缺乏与农林特色的结合，未能充分利用农林院校在农业和林业领域的优势和资源，导致学生对

保护生物学在农业和林业领域中的应用缺乏了解和认识。 

2.2. 教学方法缺乏创新 

保护生物学的课堂教学仍然以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为主，缺乏与学生的互动和交流，学生被动接

受知识，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这种教学方法不仅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也不利于培养学

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此外，由于教学方法的单一性，导致学生难以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的

解决中，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3. 师资队伍有待提高 

师资队伍是影响教学质量和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当前保护生物学的师资队伍中缺乏具有丰富实践

经验的教师，难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另一方面，师资队伍的培训和发展不足，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

发展和保护生物学研究的深入，教师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然而，许多高校在保护生物学的

师资队伍培训和发展方面投入不足，缺乏相关的培训和发展机会，这导致教师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能力难

以提高，限制了教学质量和效果的提升。此外，保护生物学作为一个涉及多个学科的综合性领域，对教

师的综合素质有着较高的要求，需要跨学科合作来共同推动其发展。然而，在目前的保护生物学教学中

不同学科之间的教师缺乏交流和合作，导致学生在学习中缺乏全面的视角和思维方式。 

2.4. 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 

保护生物学作为森林保护专业的一门专业拓展选修课程，其教学内容目前尚显陈旧，未能充分融入

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最新进展与热门话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部分学生的学习热情。

此外，大多数选修该课程的学生事先对课程内容缺乏充分认知，选课动机主要出于获取学分的考虑，而

非源自内在的学习兴趣和需求。这种缺乏主动学习意愿和学习动力的状况，对学生的学习成效构成了显

著的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鉴于保护生物学课程的教学现状以及我校在保护生物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实施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3. 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针对我校保护生物学课程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困境，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和森林保护专业的实际情况，

提出基于农林特色的保护生物学教学改革实践策略，具体措施如下。 

3.1. 强化课程宣传，激发学生兴趣 

针对学生选课动机不足、学习意愿偏低的现状，我们首先进行了细致的课前调查，旨在深入了解学

生的选课动机。调查结果显示，部分学生选课仅仅是出于完成学分修读要求的考量，而大部分学生则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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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生物学与自身所学专业的关联性不强，对其在提升专业能力和后续就业方面的助益持怀疑态度。

这种认知偏差直接导致了学生学习态度的消极。因此，在第一节课上就要着重向学生强调保护生物学的

重要性，让学生意识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

一系列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密切相关的网络热点事件融入课堂，如飓风、洪水、干旱缺水等极端气候现象

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恒河猴在闹市区无序活动引发的生态与社会问题，新冠疫情的肆虐，野生动物交

易，以及濒危物种灭绝对人类生存环境和未来发展的潜在影响等。通过这些生动具体的案例，引导学生

深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激发他们对保护生物学的兴趣和热情。同时，向学生讲解保护生物学与生态

学、生命科学、林学、农学、社会科学等学科的关系，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审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

性，不仅关注其对自然环境的直接影响，还探讨其对人类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心理层面的深远意义。通

过这种方式，打破学生对保护生物学与自身专业关联性不强的固有观念，使他们意识到这门课程对于拓

宽知识视野、增强社会责任感以及提升个人综合素质的重要价值。此外，在教学过程中强化思政教育，

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国家重要发展方向融入保护生物学的教

学过程中，使他们深刻认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从而在知识学习与实践中

自觉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3.2. 优化教学内容，突出农林特色 

针对教学内容过于理论化、缺乏实践环节的问题，优化课程体系，强化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保证理

论知识系统传授的基础上，在课程内容中增加案例教学，例如，在讲述“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这一节

内容时，引入生态修复的成功案例，如矿山复绿、湿地恢复、退化林地改造等，分析这些案例中的科学

方法、技术路径和政策支持，与学生共同探讨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服务功能提升等方面的作用。

同时，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和当地农林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选取具有农林特色的生态系统案例，如高阳

家庭农场生态循环农业案例，该农场主要从事小麦、玉米种植及肉牛、羊、猪的养殖，农场通过探索适

度规模的饲养，将粪还田，走出了一条“种养结合、生态循环、品牌经营”的发展道路。通过分析农场的

种植与养殖结构，探讨其如何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环境的合理保护，讨论农场如何通过建设农作物秸

秆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基地和智能养殖示范基地，利用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实现种植

与养殖环节的充分耦合，使学生理解生态循环农业的原理和实践，及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中的作用。此外，原山国家森林公园森林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的应用也是较为典型的案例，原山林场依

托生态护林员的力量，对林区进行科学分片，实现日常监测全覆盖，在林区内规划踏查线路，设置虫情

测报灯、诱捕器等设备，对主要害虫如松材线虫、美国白蛾、日本松干蚧等进行监测，抓住害虫防治关

键期，生物防治与化学防治相结合，逐步禁止使用会对树木和土地造成损伤的高残留农药，大力推广微

生物农药、仿生农药、动物源农药等低污染性农药，有效保护了森林资源的安全和生态平衡。通过这些

典型案例的分析让学生深入理解保护生物学在农林领域的实际应用，深化应用领域教学的同时，突出农

林特色。 
加强实践教学，组织学生参与农林生态监测与评估项目，如原山林场森林健康监测、周村区农田生

物多样性调查等，通过定期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评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为制定保护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鼓励学生结合所学知识，开展农林生态技术创新实验，如参与研发新型生物农药、探索生态农业种植模

式、设计森林病虫害生物防治方案等，通过实验操作，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加强校企合作

与科研实践，与当地农林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展科研项目或技术转化项目，学生可以在企业导师

的指导下，参与项目设计、实施、数据分析及成果应用的全过程，深入了解农林行业的实际需求和技术

挑战；鼓励学生将实践中的发现和研究成果整理成科研论文或专利申请，通过学术发表或专利授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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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生的学术素养和创新能力。此外，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也是保护生物学教学中重要的实践环节，可

以组织学生到社区、学校等地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宣传和教育；还可以组织学生参与农林生态系统中

的特定保护任务，如珍稀动植物救助、外来物种入侵防治、生态廊道建设等，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保护

技能，增强保护意识。 
针对教学内容缺乏更新和创新的问题，定期更新教学资料，建立与国内外保护生物学研究前沿的紧

密联系，定期邀请领域内的专家学者进行讲座，介绍最新研究成果和技术进展，让学生了解最新的学术

进展和发展趋势，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提高他们的学术素养和创新能力。同时，利用在线课程平台，

开设动态更新的选修模块，涵盖保护生物学最新理论、技术和案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职业规

划自由选择学习，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增强他们在未来职业生涯中的竞争力。 

3.3. 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教无定法，学无定式。针对保护生物学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单一、缺乏创新性的问题，在教学进程

的各个阶段依据教学内容的差异，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在讲授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生态系统多

样性以及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时可以借助多媒体资源辅助教学，通过图片、视频将相关知识形象化、生

动化，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提升教学质量。同时，充分利用线上课程资源，开展“线上 + 线下”

混合式教学，课前在学习平台发布预习任务，学生通过公开课的学习了解课程基本知识点；课上开展问

题导向式学习，比如，教师提出问题“如何看待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学

生分组讨论后发表观点展开辩论，教师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发挥组织者和引导者的作用，引导学生积极参

与课堂教学；课后在学习平台发布测试题目，检测学生学习效果，根据学生知识掌握情况，动态调整后

续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生物入侵”这部分内容则采用分小组课程汇报的教学模式，旨在通过角色反转

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导者，以此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6~8 名学生为一组，组内成员分工协作、各司

其职，通过调研、文献查阅等方式收集资料，所有成员集思广益、梳理相关内容准备汇报材料。此教学

模式能够有效锻炼学生的沟通与表达能力，强化团队协作精神，并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潜能。 

3.4.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针对当前保护生物学师资队伍缺乏实践经验的问题，通过外引内培的方式增强师资队伍实践经验。

积极引进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教师，同时鼓励现有教师通过实习、实地考察等方式积累实践经验，以满

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加大师资培训力度，增加对保护生物学师资队伍的培训投入，定期举办专业研讨会、

工作坊和进修课程，帮助教师更新知识和技能，紧跟学科发展前沿。促进跨学科交流与合作，建立跨学

科交流平台，鼓励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进行学术交流和合作教学，共同开发综合性课程，拓宽学生的学

术视野和思维方式。加强校企合作，与科研机构、自然保护区等建立合作关系，为教师提供实践基地和

科研项目，同时邀请行业专家参与教学，增强教学的实用性和针对性。通过以上措施，可以有效提升保

护生物学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促进教学质量和效果的全面提升。 

3.5. 完善课程评价体系 

保护生物学课程采用多元化评价体系全面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效，兼顾理论与实践。具体而言，课前

预习、课堂互动、课后作业及实践活动各占总成绩的 10%，旨在强化学生的主动学习与实践能力。课程

汇报环节占比 20%，鼓励学生团结协作、综合展示学习成果。期末则以课程论文形式(占总成绩的 40%)
进行深度考核，要求学生自选保护生物学相关领域课题，论文评价聚焦于选题的创新性与前沿性、内容

的贴切度与资料丰富性、格式的规范性及结构的严谨性，以此全面衡量学生的学习深度与质量。课程结

束后，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学生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模式及课程改进建议的反馈，旨在精准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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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效，不断优化教学策略，为后续教学提供科学依据。 

4. 改革成效 

为了全面评估基于农林特色的保护生物学教学改革成效，我们对已修读该门课程的森林保护专业大

三年级 68 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调查内容涵盖学习需求、学习效果及课程满意度等方面。

本次调查回收有效问卷 68 份，有效回收率为 100%，确保了样本的代表性和数据的完整性。在问卷设计

之初，我们严格遵循了问卷设计的科学原则，确保了问卷内容的有效性。为了验证问卷的信度，我们进

行了预测试，选取了 50 名学生进行测试，测试项目包括问卷的逻辑性和内容的合理性，预测试结果显示，

问卷的内部一致性高，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85，且各项测试项目均符合预期设计要求，在此基础上，

我们对问卷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和完善，以提高其适用性和可靠性。调查结果显示，91%的学生认为改革后

的课程内容更加丰富，特别是增加了与农林特色相关的案例和实践环节，可以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极大

地满足了他们的学习需求；88%的学生表示，他们对保护生物学的理论知识有了更深入的理解；90%的学

生认为，通过参与实践项目和案例分析，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得到了显著提升；93%的学生表示，

改革后的教学方法(如线上 + 线下混合式教学、小组汇报等)有效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85%的学生对

课程评价体系表示满意，认为多元化的评价方式能够全面反映他们的学习成效。随机选择 20 名学生开展

访谈，进一步证实，学生们普遍认为改革后的课程内容实用、丰富，教学方法多样且有效，师资队伍专

业素养高，课程评价体系全面；但是也有部分同学反映现在的教学方式，占用了他们较多的课后时间，

学习压力较大，说明课程改革仍需要进一步完善。综上所述，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提升了他们的理论知识掌握程度、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为高等农林院校保

护生物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了有益参考。 

5. 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全球生物多样性危机和可持续发展挑战，高等农林院校在保护生物学课程的教学改

革中肩负着重要使命。针对山东农业工程学院保护生物学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教学内容单一、缺乏

实践环节，教学方法缺乏创新，师资队伍有待提高等问题进行教学改革与探索，通过强化课程宣传、优

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完善课程评价体系等一系列具体措施，我们旨在激发

学生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兴趣与热情，培养其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这些改革不

仅有助于提升保护生物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效果，更为适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培养符合新时代

要求的拔尖创新型农林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我们将继续探索和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深化教学

改革，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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