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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昆虫保护与利用教学对国民生态保护意识的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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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今时代，生态保护已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资源昆虫作为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保护与

利用至关重要。资源昆虫保护与利用教学不仅能传授专业知识，更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国民的生态保护意识。本文旨在探

讨资源昆虫保护与利用教学对国民生态保护意识的培养作用。通过对资源昆虫的重要性、保护现状以及教学方法的分析，

提出了加强资源昆虫保护与利用教学的建议，以提高国民生态保护意识，促进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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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资源昆虫是指那些能够为人类提供物质资源或具有生

态服务功能的昆虫。它们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如传粉、分解有机物、控制害虫等。然而，由于人类活动

的影响，资源昆虫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数量不断减少。

因此，加强资源昆虫的保护与利用，对于维护生态平衡、

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资源昆虫保护与利用

教学，可以提高国民的生态保护意识，增强人们对自然环

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1. 资源昆虫的重要性

1.1 提供物质资源

许多昆虫如蚕、蜜蜂、蝗虫等可以作为人类的食品。

昆虫富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等营养成分，是一种优质

的食品资源。部分昆虫如蝎子、蜈蚣、蚂蚁等具有药用价

值，可以用于治疗多种疾病。昆虫体内含有多种活性成分，

如生物碱、多糖、多肽等，具有抗菌、抗病毒、抗肿瘤等

作用 [1]。昆虫可以为工业生产提供多种原料，如蚕丝、蜂蜡、

虫胶等。这些原料具有独特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广泛应用

于纺织、化妆品、食品等行业。

1.2 生态服务功能

许多昆虫如蜜蜂、蝴蝶、甲虫等是重要的传粉者。它

们在采集花蜜和花粉的过程中，将花粉从一朵花传播到另

一朵花，促进了植物的繁殖和生长。部分昆虫如蚯蚓、

蝇蛆等可以分解有机物，将其转化为土壤中的养分，促

进土壤的肥力和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部分二昆虫如寄

生蜂、捕食性昆虫等可以控制害虫的数量，维持生态系

统的平衡。它们通过寄生或捕食害虫，减少害虫对农作

物和森林的危害。

2. 资源昆虫的保护现状

2.1 生存环境遭到破坏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农业生产的发展，资源昆虫

的生存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森林砍伐、土地开垦、水污

染等人类活动导致了资源昆虫的栖息地减少和破碎化，影

响了它们的生存和繁殖。

2.2 过度利用

一些资源昆虫由于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被过度采集

和利用。如野生冬虫夏草、蝎子等资源昆虫的过度采集，

导致了它们的数量急剧减少。

2.3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也对资源昆虫的生存产生了影响。气温升高、

降水变化等因素可能导致资源昆虫的分布范围发生改变，

影响它们的生存和繁殖。

3. 资源昆虫保护与利用教学的重要性

3.1 提高国民生态保护意识

通过资源昆虫保护与利用教学，可以让国民了解资源

昆虫的重要性和保护现状，增强他们对自然环境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提高国民的生态保护意识，有助于推动资源昆

虫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2]。

3.2 培养专业人才

资源昆虫保护与利用教学可以培养一批专业人才，他

们具备资源昆虫的保护、利用和研究能力。这些专业人才

可以为资源昆虫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技术支持和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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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

3.3 促进可持续发展

资源昆虫的保护与利用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资源昆虫保护与利用教学，可以让国民了解资源昆虫

的可持续利用方法，促进资源昆虫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推动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4. 资源昆虫保护与利用教学的方法

资源昆虫作为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宝贵财富，对于生态

平衡和经济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培养国民生

态保护意识，资源昆虫保护与利用教学需要采用多样化的

方法，其具体内容如下：

4.1 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是资源昆虫保护与利用教学的重要环节，通

过系统的理论讲解，可以让学生对资源昆虫有全面的认识。

在课堂上，教师可以详细讲解资源昆虫的分类、形态特征、

生态习性、经济价值以及保护的重要性等方面的知识。例如，

介绍蜜蜂作为资源昆虫，其属于膜翅目，具有独特的身体

结构和社会性生活习性。蜜蜂不仅能为人类提供蜂蜜、蜂

胶等丰富的产品，还在农作物授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维持生态平衡贡献巨大。通过对各类资源昆虫的深入讲

解，让学生了解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价值。例如，

教师可以引入实际案例，让学生分析资源昆虫保护与利用

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比如，讲述中国在桑蚕养殖方面

的悠久历史和现代发展。古代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将丝绸传

播到世界各地，桑蚕养殖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还

促进了文化交流。而在现代，随着科技的进步，桑蚕养殖

技术不断创新，如采用生态养殖模式，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

既保护了环境，又提高了蚕茧的质量。通过这样的案例分析，

让学生思考资源昆虫保护与利用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4.2 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能够让学生亲身体验资源昆虫的生活环境和

实际应用，增强他们对资源昆虫的感性认识和实际操作能

力。组织学生进行野外实习，带领他们到自然环境中观察

资源昆虫的生存状态。例如，前往山区观察野生蜜蜂的巢

穴分布和采蜜行为，了解它们对不同植物的偏好以及与生

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在野外实习过程中，学生可以学习如

何识别不同种类的资源昆虫，观察它们的生活习性和生态

作用 [3]。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资源昆虫面临的生存威胁，

如栖息地破坏、农药使用等问题，并探讨相应的保护措施。

例如，在实验室里，学生可以进行资源昆虫的养殖和利用

实验。比如，进行蚕的养殖实验，让学生亲自参与蚕的饲养、

蚕茧的收获等过程，了解蚕的生长发育规律和养殖技术。

还可以进行蜂蜜的提取实验，让学生学习蜂蜜的加工方法

和质量检测技术。通过实验教学，学生不仅可以掌握资源

昆虫的实际应用技能，还能培养他们的科学研究能力和创

新思维。

4.3 多媒体教学

多媒体教学可以利用丰富的图像、视频和音频资源，

生动形象地展示资源昆虫的特点和价值，提高教学的趣味

性和吸引力。一是图片展示。教师可以通过展示大量的资

源昆虫图片，让学生直观地了解它们的形态特征和美丽之

处。例如，展示蝴蝶的各种色彩斑斓的翅膀图案，让学生

欣赏大自然的杰作。图片还可以用于展示资源昆虫的生活

环境、与其他生物的相互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帮助学生更

好地理解资源昆虫的生态地位。二是视频播放。播放资源

昆虫的纪录片、科普视频等，可以让学生更加生动地了解

资源昆虫的生活习性和保护意义。比如，播放蜜蜂采蜜和

筑巢的过程视频，让学生感受蜜蜂的勤劳和智慧；播放资

源昆虫面临的生存危机视频，如森林砍伐对野生昆虫栖息

地的破坏等，激发学生的保护意识。三是音频资料。利用

音频资料可以让学生听到资源昆虫的声音，如蝉鸣、蟋蟀

叫声等，增加学生对资源昆虫的感性认识。音频资料还可

以用于讲述资源昆虫的故事和传说，丰富教学内容，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

5. 加强资源昆虫保护与利用教学的建议

5.1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加强资源昆虫保护与利用教学，需要一支高素质的师

资队伍。学校可以通过引进专业人才、培训现有教师等方

式，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专业素养。此外，学校可以根

据资源昆虫保护与利用的实际需求，完善教学内容和方法。

在教学内容上，可以增加资源昆虫保护与利用的最新研究

成果和实践经验；在教学方法上，可以采用课堂教学、实

践教学、多媒体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5.2 加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加强资源昆虫保护与利用教学，需要建设一批实践教

学基地。学校可以与企业、科研机构等合作，建设资源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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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养殖、利用和保护的实践教学基地，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

5.3 加强宣传和推广

学校可以通过举办讲座、展览、科普活动等方式，加

强资源昆虫保护与利用的宣传和推广。也可以利用网络、

媒体等平台，扩大资源昆虫保护与利用的宣传范围，提高

国民的生态保护意识。

结束语：

综上所述，资源昆虫保护与利用教学对国民生态保护

意识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通过资源昆虫保护与利用教学，

可以让国民了解资源昆虫的重要性和保护现状，增强他们

对自然环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可以培养一批专业人才，

为资源昆虫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提供技术支持和智力保障。

在未来的教学中，教师应该加强资源昆虫保护与利用教学

的师资队伍建设、完善教学内容和方法、加强实践教学基

地建设和加强宣传和推广，以提高国民的生态保护意识，

促进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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