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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保护生物学》不仅是一门专业学科类课程，也是一门必然要涉及价值观、世界观塑造的课程。生态文

明观的培育是本课程“思政育人”的核心观念和根本目标。文章以《保护生物学》课程为例，从“课程

思政”教改目标、思政元素融入、教学方法和手段改革和课程育人效果四个方面，探究了“课程思政”

的《保护生物学》教学大纲、教学设计思路、教学体系和课程育人效果分析。从“坚守立德树人初心，

到构建全员育人格局出发”，以思政体系引领教学体系，将知识领域的“真”融入“善与美”，培养学

生逐步实现知识提升和价值引领的有效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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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ervation Biology” is not only a professional subject curriculum, but also a curriculum that in-
volves the shaping of values and world outlook. The cultivation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cept 
is the core concept and fundamental goa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is curriculum. 
Using the curriculum of “Conservation Biology”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syllabus, 
teaching design idea, teaching system and the effect of curriculum education, based on four aspects 
of the goa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he reforms of teaching method and mean, and the effect of course education. Starting from “adher-
ing to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of morality and education” to “building the pattern of full staff educa-
tion”, this study leads the teaching system with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ystem, integrates the 
“truth” in the field of knowledge into “goodness and beauty”, and trains students to gradually realize 
the effective combination of knowledge promotion and value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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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是新时代背景下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将

知识体系教育与思政教育自然有机融合、通力协作，对提高高校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教

育部印发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要求开

展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教育教学改革，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加大思政元素的设计和在具体教学过程

的融入，达到思政教育与知识教育的有机统一，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课程教学中的重要作用。《保护生

物学》课程是生物科学类专业学生必修课，也是众多大学本专科专业的选修课，它既是重要专业课，也

是进行生态文明观培育的核心课程之一。《保护生物学》课程思政建设有利于促使学生深刻认识生态文

明思想的整体性、系统性、前瞻性，有利于学生生态文明思想的全球治理视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局

观形成，对于培养思想素养高、专业素养强的高素质创新型生物科学专业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2. 《保护生物学》课程思政体系 

《保护生物学》课程知识体系具有显著的价值导向，是实施课程思政的典型课程，本文结合多年的

教学过程，针对其内容前沿性、社会关注热点多、典型案例多以及极其贴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特点

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本文《保护生物学》课程思政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 

2.1. 明确基于生态文明思想的《保护生物学》教学目标 

《保护生物学》课程教学目标要求学生在生物多样性的一般认知、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和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社会实践等三个维度上形成必要的知识、技能和观念。生态文明思想培育是本课程思政建设的

核心观念和根本目标。培养学生系统认识处理自然与人类关系的科学之道，深入了解社会和科技发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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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认知进程，深刻理解生态文明观的内涵。 

2.2. 订立以生态文明建设为重心的《保护生物学》教学大纲 

大纲在知识和技能教育的基础上，着重强调生态文明素养教育的目标。通过教学大纲修订，使学生

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涵，全面了解中国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生

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重大举措和伟大成就，培育学生科学的生物多样性观、世界观和生态文明素养。 

2.3. 构建以生态文明观教育为核心目标的学科知识与技能体系 

在课程内容体系上加强体现生态文明观教育目标的内容的整合，突出体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知

识点、生态文明建设工程与成就等内容的介绍、分析和讨论。 

2.4. 建立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方法体系 

以达成教学目标为目的收集整理案例，寓教于例，以例明理。对《保护生物学》相关的案例进行精

心选择和设计，建立以案例为基础的讲述、分析、讨论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体系，促使生态文

明观在生物多样性危机与保护的实例中扎根学生的思想深处。 

3. 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体系的建构 

教学过程是教师引导学生建构新的认知体系的过程，所有课程的学习是定向建构特定知识对象的认

知体系的过程。本文在进行“课程思政”改革的认知体系建构过程中侧重于生态文明思想的教育，将有

关知识点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整合建构在学生新的认知体系中。思政课程体系的建构是在原有的基本学

科教学体系基础上，融合思政教育内容，形成新的教学过程模式，达到学科教育和思政教育的有机统一，

完成课程教学的学科、思政双目标。 

3.1. 教学内容及思政融合的设计 

以系统性为原则对教学内容进行课程思政教育新融合，在进行“课程思政”示范改革中，以生态文

明建设思想为引领，整合《保护生物学》学科专业知识体系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内容知识，融合形成

具有严密逻辑的知识体系，使学生通过课程教学过程学习而形成牢固的、坚实的、具有信念力量的基于

“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知识基础的现代生态文明观。表 1 是基于《保护生物学》学科知识体系而整合、

融合设计的思政教育教学内容体系。 
 
Table 1.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the design of the integr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Conser-
vation Biology” 
表 1. 《保护生物学》教学内容及思政元素融合的设计 

教学内容 思政融入点 教学目标 

绪论：保护生物学及

其发展 
经典著作中对生态和环境问题进行的预见性的

哲学思考和深刻的实践阐释。 

使学生了解到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是马克思主义始终关注的议题。马克思

主义的自然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

要组分。 

生物多样性及其测定 
习近平“两山理论”与生物多样性之美：生态

系统之美与人类的“乡愁”，物种多样性之美

与生活趣味。 

使学生了解中国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的

现状与发展目标。 
了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和远景规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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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生物多样性的价值 

介绍与人类生活相关的物种(约 250 种，主要 10
多种)，作物种植和重要经济动物养殖的历史–

中华民族对人类农业和牧业发展的重要贡献。 
种质资源保护中遗传多样性的价值：历史教训

分析。 

认识：人与自然关系和谐性的重要性。

保护生物多样性之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意义。 

生物多样性的形成与

积累 

通过对地球生物多样性形成与积累的历史进程

的分析与理解，形成正确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

理性的地球生命共同体认识，加深对“人类命

运共同体”世界治理思想的理解。 

培育正确世界观与科学精神：形成重视

客观、注重逻辑演绎的科学精神和思维

模式。加深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

性认识。 

生物多样性的波动与

更迭 

引导学生从生物多样性格局变迁的历史中思索

当下全球治理中的重大问题及其对策，明确中

国立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

文明思想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观和生态环境

治理观。 

认识生物多样性在地球地质历史演变过

程中的更迭的历史脉络。剖析生物多样

性格局形成与更迭的机制，形成明晰的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认识论和生态文

明理念的全球治理观。 

人类与生物多样性 
重点分析中国及东亚地区人类的起源与进化，

强调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自主独立发展的伟

大历史和重大现实意义。 

阐述人类起源、进化的脉络，剖析早期

人类发展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不同侧

面。 

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

胁 

面临的威胁：物种灭绝；物种灭绝的脆弱性；

全球气候变化与生境破坏、破碎化和退化；过

度开发、入侵种与疾病。 
分析濒危物种和生态系统保护的社会实践。介

绍世界知名案例、中国案例，尤其是中国生态

文明建设实践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巨大成就。 

了解并深刻理解中国物种多样性保护社

会实践的伟大成就和意义。了解相关法

律法规，了解有关社会实践案例(如秦岭

保护、祁连山保护、长江禁渔、东海休

渔、朱鹮种群恢复、大熊猫保护等)并从

专业角度进行深刻认识。 

种群和物种水平的保

护 

了解有关种群重建和物种保护的社会实践案

例，体会我国实践生态文明的决心和信心：新

疆准噶尔盆地普氏野马种群的野外消失与恢

复；大熊猫保护；藏羚羊种群的保护等。引导

学生进一步思考生物物种的价值及其存在价值

的深层生态伦理。 

了解有关生物物种保护的社会实践行动

中须重要关切的各方面要素，在思想上

认识到形成相关社会实践共识的重要性

和复杂性。使学生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

历史使命感，成为生态文明实践的自觉

行动者。 

生态系统和景观水平

的保护与恢复 

了解中国自然保护区体系和相关建设规划、自

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的原则、政策和法律；通

过对生态环境保护实践成效的认知，了解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在建

设中国自然保护体系中的巨大影响力和实践指

导作用。 

认识自然保护地和生态恢复的意义，了

解我国国土资源规划及其对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内涵

的具体体现。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

持续发展 

了解中国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以及对于保

护生物多样性的原则、政策和法律。了解我国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显著成效，深入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在建设

中国自然保护体系中的巨大影响力和实践指导

作用。 

从生物多样性保护角度形成对世界生物

多样性和发展危机的认识，理解我国基

于生态文明建设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战

略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集中讨论(2 次) 主题 1：生物多样性与人类 
主题 2：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通过讨论使学生更加深刻理解生物多样

性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意义。 

3.2. 建立课程教学案例库 

1990 年代以来，生物多样性危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世界范围关注度极高的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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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相关案例非常丰富。本课程收集、筛选和整理了二十多个案例用于课程教学。案例的形式各有不同，

包括文字介绍、视频影像和图片等，我们将每一个案例整理成一个独立的课件，用于课堂演示或学生自

学浏览。根据教学内容，将特定的案例整合于其中，辅助对生物多样性受损或保护的现象和成因进行深

入的理解与分析，促进学科知识的学习，于事实、讨论、思辩和归纳中，自然形成正确的生态文明观。节

选部分案例见表 2。 
 
Table 2. The teaching case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of “Conservation Biology” 
表 2. 《保护生物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案例名称 内容 使用 

旅鸽灭绝的故事 

1914 年 9 月 1 日中午，人类见到的最后一只旅鸽

永远停止了呼吸。至此时，自欧洲殖民者踏上北

美大陆时，种群数量多达近 50 亿只的旅鸽，完

全灭绝了。人们不禁要问：种群规模如此巨大的

旅鸽为何在短短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便灭绝了？ 

思考：曾经被描述成多得不可胜数永远

不会灭绝的旅鸽，终究灭绝了，为什

么？此案例可整合于物种灭绝、种群保

护等相关章节内容中。 

金刚鹦鹉及其保护 

主要分布在危地马拉、巴西和哥斯达黎加等国家

的约 20 种金刚鹦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

种红色名录中：野外灭绝 1 种、极危 4 种、濒危

1 种、易危 2 种、近危 2 种。 
如何保护？ 

绪论课中使用，用于介绍和分析物种保

护所面临的复杂因素。 

《寂静的春天》 

Rachel Carlson 撰写的专题报导性著作，揭露了

美国农业中广泛使用农药引起野生动物尤其是鸟

类数量激剧减少的事实。此书成为 1960 年代大

规模环境动荡的诱因之一。 
面源污染引起广泛的环境危害和生物多样性胁

迫，是具有典型性的案例。 

可用于绪论、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

等章节的课棠教学，阐述人类自然观的

演进和世界自然保护运动的发展，以及

推动保护生物学学科的发展的社会力

量。 

朱鹮种群恢复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IUCN)
中被列为濒危物种，为我国一级保护动物。 
由 1980 年代的只有 7 只的极危状态，恢复到现

在 5000 多只的种群。就地保护成功的范例。同

时期日本的保护却失败了，中日保护措施比较分

析。 

保护策略与措施的分析。适用于种群恢

复、物种保护等章节教学。中国朱鹮种

群恢复的成功得益于有效的保护机制，

国家、地方政府、科学家和民众等多种

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制度优势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中的作用显著。 

麋鹿回引 
麋鹿，原产中国，1900 年区域灭绝。1980 年代

从英国回引，由 60 只恢复到 2000 多只，IUCN
危险等级由濒危降为珍稀。 

可整合于“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等

章节的教学中。 
这一案例体现了不同因素在生物多样性

保护中的主导地位。 

波斑鸨迁徙与濒危 
波斑鸨是一种候鸟，夏季繁殖地在我国西北等

地，冬季迁徙至阿拉伯半岛，其濒危与生境丧

失、狩猎等因素有关 

不同因素都可能影响生物多样性保护实

践效果。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生物多样性保护

全球实践必须要有的共同认知。 

新疆北鲵  

IUCN 列入濒危物种，我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行

列。自 1990 年代到现在，已成功在新疆温泉县

建立小型生境保护区进行就地保护，在相近区域

建立人工种群进行繁殖，种群恢复良好。 

就地和迁地保护结合的范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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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狐猴 
有 5 属 21 种，栖息于热带雨林或干燥的森林或

灌丛，分布于马达加斯加岛。是排在 IUCN 濒危

动物名录第一位的野生动物。 

无秩序的矿业开采、乱砍滥伐破坏了狐

猴的栖息地，狐猴赖以生存的空间已经

减少了 90%。 
自然生境破坏导致动物濒危的案例，可

结合“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等章节

的学习而深入分析。 

复活节岛的故事 考古研究认为，复活节岛古代居民耗尽了岛上的

资源，经历“生态灾难”而导致人口大幅下降。 

地球不也是孤悬于宇宙的一个小岛吗？

可用于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等

章节的教学中。 

中国的自然保护区 介绍我国的自然保护区类型、数量、规模和保护

成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思想的实践范例，整合于“生态系统

和景观水平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章节

中。 

大熊猫保护和国家

公园 

现在大熊猫野生种群已增至近 2000 只。风险等

级由 2008 年的濒危改成了 2016 年的易危，体现

了我国在大熊猫保护实践上的巨大成就。随着跨

省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立，保护力度更大了。 

众多具体案例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决心和有效机制。 

长江禁渔 

长江十年禁渔计划是 2020 年 1 月中国农业农村

部发布的一个关于禁止捕捞天然渔业资源的计划

公告。 
2023 年统计，长江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生生

物完整性指数评价等级相较于禁渔前提升了 2 个

等级，监测到土著鱼类 227 种，比 2022 年增加

34 种；监测到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14
种，比 2022 年增加 3 种。 

4. 教学方法体系的设计和实施 

《保护生物学》课程性质决定了它主要是一门以概念、理论阐释为主的理论性课程。传统教学形式

以教师的课堂讲述为主，在进行“课程思政”改革中，本课程根据课程内容特点与学生知识结构的现实

情况相结合，进行“内容”与“学情”两方面考量，实施“因材施教”，教学过程中具体采用的方法包

括以下几类。 

4.1. 融合式讲述 

融合式讲述能够促使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教学，提升课堂教学效果和学生综合能力[1] [2]。对于概念类

理论性较强的内容，依据理解的难易程度，主要采用融合式讲述的形式进行教学。这种形式主要考虑将

专业性概念与涉及生态文明理论阐述的内容结合在一起进行讲解，相关文献的导读也一并进行。例如，

在介绍种群灭绝风险时，必然会举例某一些濒危植物、动物物种的情况进行讲述，与濒危相关内容也必

然会涉及人类对其自然生态系统的扰动，人类扰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副产品，人类应该遵行科学发展，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论述非常丰富。本课程在进行相关内容的讲述时，内容融合和整合的方法与模

式便自然而然的呈现在教学过程中。 

4.2. 案例式教学 

案例教学通过典型案例的引入，能够有效地促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升教学效果[3]。以保护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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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领域的典型案例和重要论点为中心进行讨论式教学。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利用案例教学，在分析案例

的过程中巧妙融入思政元素。保护生物学领域内著名的生物物种灭绝和保护的案例、与生物多样性相关

的著名环境议题有很多，“课程思政”教学以这些案例与议题为中心点展开讨论。通过有针对性、引导

性的讨论，使学生在了解相关知识的同时形成正确的生态文明观。 

4.3. 文献导读 

基于参与式的文献导读有助于学生主动了解和学习相关的教学内容，提升课堂教学的参与度和教学

效果[4]。教学过程中，每一章节的内容都安排相关的经典保护生物学专业文献的阅读，这些文献大都介

绍的是相关生物灭绝、濒危和恢复的事例，知识性、技术性都是典型的案例，也有关于生态系统损害与

恢复的案例。同时，相应地节选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著作和论述相

关的内容。另外，引入在保护生物学学科发展历史上有重要影响力的著作。引导学生了解有关文献的重

要专业知识与技能，同时，也更深刻地理解文献所阐述和达到的社会及思想意义。 

4.4. 有效利用网络资源进行教学 

利用多媒体和丰富的网络资源能够更加直观和有效地体现教学内容，促进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5]。
通过网络资源了解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学习与生物学、法律法规、社会实践相关的

知识与技能。整个课程的教学过程有很大的时空局限性，开放的网络资源可以提供更丰富的学习途径。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个全球性议题，相关活动开放性很强，有关物种、生态系统保护与恢复的活动一般

都会将动态呈现在网络上，学生可以从相关资源中学到很多知识。在这一方面，本课程重点引导学生多

了解我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所做出的伟大

贡献，正在做出的巨大努力，以及建设美丽中国的美好愿景。 

4.5. 加强保护生物学的实践活动指导 

基于专题式的教学实践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6]。通过指导学生开展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社

团活动，扩大课程教学活动的辐射影响力。通过实习考察学校所在地区及周边的自然保护区(地)，使学生

进行切身体验，感悟大自然和生物多样性之美，感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5. 课程育人效果 

保护生物学课程思政的设计以课程思政改革为契机，对学生进行生态文明观建构的学习引导，极大

地促进了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掌握和生态文明素养的提升。在传统教学关注学生对学科知识的学习和专业

技能提高的基础上，课程的思想教育作用也有了较为显著体现，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5.1. 加深了学生对生态文明观的学科性理解  

课程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撰写课程论文，通过对学生课程论文选题和内容的综合分析发现，学生对

生态文明内涵的认识有更加深入的、学科性的理解。如大部分学生在讨论“两山”论点时，都能以保护

生物学学科的知识内容为基础，引申讨论相关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经济和人文意义，能初步认识到“两

山”理论中所蕴含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 

5.2. 强化了保护生物学的社会实践性认识 

学生对于《保护生物学》课程的社会实践性价值的认识有了极大的提高。例如在学生的考试答题和

课程论文中都有对于“山、水、林、田、湖、草、沙”整体保护方面的论述，大多数学生能够以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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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景观的整体性、复杂性学科知识为基础进行讨论，认识到“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各

要素彼此依存、相互促进而形成的统一的自然生态链条。同时，也能认识到这种整体保护的生态安全价

值、历史人文价值和经济发展价值。有的学生还能结合自己家乡的生态环境建设，分析了公众参与与支

持对于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 

5.3. 提高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意识 

本文《保护生物学》课程主要修读对象是生物科学专业(含不同方向)的学生，其中部分学生将来可能

在中小学从事与生物学教学相关的工作。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公众的理解与支持是

重要的社会基础，而公众生态文明素养的培育主要在于学校教育，这一使命要求我们的教学必须培养出

有良好生态文明素养的学生。因此，教学大纲中设置有非常明确地规定要对学生进行生态文明观教育，

保护生物学的课程思政更是要以此为中心。在教学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分析进行了案例教学、相关论点

分析，比如在讲述和分析“朱鹮种群恢复”、“大熊猫：保护和国家公园”等案例时，特别介绍了当地政

府和群众的统一的支持措施与行动。相关保护取得的重大成就也说明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勇气、决心

和能力，也说明了我国民众的生态文明素养的提升，这与广泛的普法教育和中小学的生态文明相关的知

识教育分不开。学生从这些案例中，体会到作为教师的重大责任。面向生物多样性危机的现实和建设生

态文明社会要求，学生的学科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油然而生。 
保护生物学是研究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功能及其长期稳定性的学科。从时代背景看，保

护生物学学科研究与课程教学是生态文明建设宏大叙事中的必然组分，基于此，本课程通过保护生物学

“课程思政”的实施，初步达到了授课、育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意识和生态文明综合素质提升的效果。 

6. 结语 

课程思政是新时代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是高校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重要路径。本文以保护生物学课程思政建设为例，将思政元素融入到课程教学中、贯穿于教学体系，

通过多种丰富的教学形式，提升学生的政治素养、道德修养、生态文明素养，培养学生树立牢固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态文明观和可持续发展观，具有不懈的创新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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