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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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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始终坚持这六项重要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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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引领学生走上一条绿色环保

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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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引导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
为目标，使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生态学知识和技能，具备一定

的生态文明意识。

1  课程目标和教学理念
1.1教学理念

（1）保护生态就是保护资源，是发展生产力的一项重要举

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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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活动中多引导学生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发掘学生的

学习能力和想象力，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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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知识目标：理解生物多样性的基本概念，重点掌握生物

多样性的三个层次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分布特征。

（2）能力目标：能够通过掌握的生态学知识对生态学现象进
行探究，树立三个水平上生物多样性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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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情感目标：让学生树立起生态文明思想，同时通过案例

教学，介绍一些我国的生物多样性资源概况，培养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和自信心。

2  学情分析

2.1学生的认知水平分析
授课对象是生物科学专业大三学生，已经学习了《植物

学》、《动物学》、《统计学》等专业基础课，具备一定的

生物科学理论基础。生态学和其他学科相比较，似乎具有脱离
现实生活的镜像。实际上，“远在天边”的事情，其实也“近在眼

前”，生活中的生态学，比比皆是。这就启发我们用一种实践与理

论相结合的方式去引导与启发学生，单一的课堂理论教学容易使
学生产生学习疲劳，丧失学习热情。必须将课本知识，与祖国的

江河湖海以及生态文明建设融汇贯通，才能诱导学生学习生态学

的兴趣，激发其观察、探讨、解决现实问题的热情。
2.2学生的知识储备分析

学生在前面课程中，已经学习了环境因子和生态因子知识以

及生物与环境的关系（生物与环境、能量环境和物质环境），掌握
了种群及其基本特征、生物种及其变异与进化、生活史对策和种

间关系，以及生态学研究方法等知识单元。在此基础上，将这些

知识融汇贯通，上升到群落的层次，形成体系，借助于一个自然
群落，使这些知识生根发芽，学以致用。不仅要使学生对于生态

学有一个了解，更要让学生们深刻认识到生态学学习的重要性，

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迫性。
2.3学生学习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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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与学生的交流和调查，发现同学们对生态文明建设，特别是
生物多样性的内涵、价值和保护了解匮乏。零碎的单元知识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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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系统的知识体系，以及将这些知识体系，再转化为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是学生学习的短板。这些短板的解决与能力的弥

补，既是学生素质提升的需要，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无
论是在课堂学习中还是在社会实践上都应该坚持生态环保的理念，

围绕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党章，实现生态学的轻松学习和生

态文明的推进。
3  育人目标

《生态学》课程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理

念与生态文明建设内容融入到教学全过程，创新设计了生态文明
思政课程，育人目标为以下三点：

（1 ）明晰生态文明建设、生命共同体等概念及内涵，使

学生逐步树立绿色环保的生态文明意识。
（2）深入学习生态文明建设相关要求，让学生在生活中树

立良好的生态文明理念。以激发学生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的情怀，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科研能力为目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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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设计和融入点
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整体布局中占有重要

地位，《生态学》作为一门专业课程，在思政课程建设中具有

得天独厚的优势。本课程已入选河南农业大学“优秀课程思政案
例”。本课程将生态学知识点与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民族自豪感等

有机融合。我校《生态学》课程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一内容融入到教学全过程，创新设计了生态文明思政课程，
2020 年入选河南农业大学“优秀课程思政案例”和“河南农业

大学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该课程已面向2018级、2019级、2020

级 3 届本科生开展课堂思政教学。同时，河南农业大学《生态
学》为基于中国大学MOOC平台的SPOC专有课，已实现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模式，为课堂思政教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章：有机体与环境。了解环境因子的内容、生物对环
境适应的原则。理解人类活动可能对于生物造成的影响。掌握

环境和生物的相互作用及其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课程思政育人目

标：深刻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与重要性，在学生心中树立
良好的生态文明理念。教学方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学生

课余时间基于河南农业大学《生态学》精品在线课程学习，课

堂讨论难点、热点科学问题。课堂学生观看生物与环境相互作
用的教学视频，引发学生的思考，然后讨论非生物环境对生物的

影响，以及生物如何适应环境特征，最后老师讲解和答疑。

第二章：种群生态学。了解生物的种群、群落、食物网
等基本知识。理解种间关系的内容及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等。掌

握种间关系等重要概念，以及种群动态变化过程和原由。课程思

政育人目标：理解“保护生态就是保护资源，是发展生产力的一
项重要举措”的内涵；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贯彻好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国家战略，讲好中国故事。让生态文

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闻于耳的口号，更是一个每个人都深入思想
的要事。

第三章：群落生态学。了解：群落内部的动态变化，以及时

间尺度上的动态过程。理解群落演替的内涵和生态影响。掌握演
替的规律和影响因素。课程思政育人目标：通过我国多样的生态

系统资源，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教学方法：实例

教学法，具体生产实际来帮助学生理解知识点，并充分发挥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学生结合生活和生产实际，自己查找

实例，将所学知识与现实事例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理论知识的

深层次解说，同时培养学生获取知识、运用知识的能力。我国植
物物种资源丰富，生态系统多样，有许多我国独有的动植物，比

如大熊猫、朱鹮、珙桐等，这都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与此同时，我

们也应看到，有不少动植物处于濒危状态，而物种的灭绝都是不

可逆的，都是自然界巨大的损失。因而，了解生态，掌握生态学
技能，学会去和保护生态九显得至关重要

第四章：生态系统生态学。了解影响陆地水热配置的主导因

素，包括水平地带性（纬度、经度）、垂直地带性、局部地形。理
解陆地植被及生态系统分布的基本规律。掌握不同生态系统的环

境特征、结构特征、功能特征、生物服务特点等。我国植被分布

的水平地带性规律与潜在影响。课程思政育人目标：生态文明要
树立良好的生态文明意识，从内在精神层面提升对自然环境的额

热爱，同时要建立生态友好型发展意识。坚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

主旨，坚持绿色环保节约的价值观，引导学生树立起良好的生态
文明意识，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热情。教学方法：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学生课余时间基于河南农业大学《生态学》精品在线课

程学习，课堂讨论难点、热点科学问题。
第五章：应用生态学。了解应用生态学发展的现状。理解生

态危机的严峻性。掌握用生态学理论和技术解决生态环境中存在

的区域性或全球性的问题。课程思政育人目标：生态文明建设要
求我们尊重自然，不盲目地掠夺自然资源，要坚持绿色发展，节

约能源，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迅速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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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变化不仅影响着我们周围的动植物，也深深影

响着我们的生活，树立良好的生态文明意识，把生态文明建设融
入深层思想是有必要的。

第六章：现代生态学的发展。了解生态学的不同发展方

向。理解分子生态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掌握不断进步的分子生
物学技术在生态学中的使用。熟练掌握未来生态学的潜在发展方

向。课程思政育人目标：生态文明要求与自然和谐相处。它并

不是简单的对自然实施“无为”的发展策略，而是借助于当代
的科学技术，实现生态的保护与生态环境的修复。不仅要坚持绿

色环保的发展理念，还要思考如何恢复已经受到破坏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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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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