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ducation and Learning, 教育与学习(3)2021, 4 
ISSN:2705-0408(P); 2705-0416(0) 

 -81-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农业生态学课程混合教学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王秀康 

（延安大学  陕西延安  716000） 

【摘  要】地理中的人文和自然求同存异，系统论分为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农业属于第三产业，囊括了人文、自然、

地理、地形、地势等，研究农业生态学的大致方向是从农业生物和自然环境两方面来观察。基于此，本文

从创新和实践两个角度来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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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育所教授的知识往往都是片面的，重视理论，

忽视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因此，在开设课程的时候各
大院校分门别类，细致地将学科分为理论和实践两种课
程体系。 

1  多媒体授课与板书授课相结合 

1.1  制作多媒体文件 
农业生态学设置的主要学科有农业学、生态学、人

文学、自然学等等，分门别类设置了很多学科，科技的
迅猛发展和互联网的飞速进步，冲击了我国传统的农业
学科。为了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传统农业学集合了以
往的教学成果，不断地融入现代科技和新媒体的优势，
发展传统农业学。发展至今，由于我国教育部的改革和
创新，传统农业生态学所教学的内容已经不能适合当下
的国内教育局势，为了适应我国的教育局势，学校教师
不得不发展现代农业学。现代农业学所包涵的内容和学
科分支非常的广，去除掉以往知识上的漏洞，查漏补缺，
更新了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法。教师在教学期间，为了达
到更好的教育学生的目的，将教学教案融入多媒体的教
学模式，不仅在备案课本当中增添了对多媒体的应用，
在课堂上大量的采用 ppt、视频、图片动画以及文字的方
式，让课堂变的生动有趣。 

1.2  集合生态学科教片 
以往的生态教学课程复杂、逻辑混乱，给学生的感

觉是课程难学，教师教授的只是皮毛，真正的精华还是
课本本身，教师在课堂上生存极为艰难，学生和学校双
方都认为开设本门学科真正让学生学习到新鲜知识很
难。因此，学生在课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集合生态学科
教片，学校也给了经费和学费的支持，支持教师和学生
在课外展开实践性的考察，在考察的途中，教师和学生
不仅增强了个人的实践能力，将原来课堂上教师所教授
的理论课知识轻车熟路地运用在实践课当中，收获很大。
并且收集了大量的生态学科教片，这些科教片属于生态
学上的最大成就和成果，教师和学生切身实际地感受到
生态学的精髓和核心，很好的将无声动画变成了有声电
影。利用幻灯片、动画背景、有声录像带以及图片、文
字、声音等新媒体手段，将农业生态学分离的十分清晰
透彻，有利于生态价值和科学价值。学生和教师共同观
看这些动画和视频，感同身受，凡是动画上出现的画面
和视频上出现的动画都能完整地捕捉出来，增加了教学
的精彩性。 

1.3  采用传统教学法授课 

农业生态学是一门有价值的学科，采用传统方式授
课是大学教师一直以来的教学方法，虽然教学理念很多，
但学生能用心地学习书本上的知识，在重点知识下面画
横线，然后课后进行知识的二次更新。在教师的要求下
还要死记硬背，给了学生很大的学习压力，还占用了学
生更多的学习时间，学生在课余活动当中也很难集中精
力活动。基于现代教育的改革和素质教育的推崇，学校
更加强调生态农业学的重要性。研究农业生态教育学，
一方面能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刻苦钻研精神，增强教师的
参与度，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性也变得越来越强，教
师的亲和力有了明显的上升，再次上课时，教师在课堂
上讨论的话题也在增加，知识的创新度也有了明显的提
升；另一方面，生态农业学混合模式的创新度也是逐年
攀升，传统教学方法在授课的时候针对性不强，没有突
出教学的重点，导致传统教学日益衰落。因此，为了考
虑到将来农业生态学的发展，必要的措施是要摒弃落后
的教学理念，大力提倡新时期现代理念。 

1.4  增强实践性考察 
我国教育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构建社会主义世界观

需要大力发展教育，教育是民生之本，在当今全球化的
影响下，我国的农业生态领域增加了对实践性的应用。
生态学起源于西方，西方学校在考察一个学生的优秀情
况时，首先考虑到的都会是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
当然不可或缺的是实践能力。农业生态学理念涵盖的内
容广、知识复杂、分支繁冗、通俗易懂，但是难学，给
很多学生一种望而却步的感觉。西方是一个崇尚自由和
实践的国家，任何学科知识的学习都离不开动手能力，
因此增强实践性是考虑到国际社交。再者农业生态学本
身就是西方大学的必修课，而在我国是个选修课，二者
本质上的差异使课程教学日益艰难。课程教学既要保证
以我国本土文化为核心，又要取其精华，去除糟粕，给
教师的课堂带来考验。大学教师在课堂上永远要以学生
为主体，在课堂之外，要以自己为主体，教学要精益求
精，及时动脑筋，这也是一种实践性表现的一面。例如
在研究生物时，教师可让学生自己做 PPT，然后给学生
留够时间，让学生自己在课堂上对着幻灯片自己解说和
游说，利用 PPT教学演讲，可增强学生的实践性，让学
生从各个方面来了解剩余的多样性。学生对着幻灯片，
只讲解最核心的知识，学生自己为主体，能清楚地意识
到课堂实践性的重要，针对其他学科也能更加积极地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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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展课题讨论 

2.1  对课堂主题展开热烈式的讨论 
兴趣是教学和学习的源泉，教师授课要生动有趣，

前提是教师自己也十分喜欢本门课程，然后再结合自己
所学的知识，相信教师在三尺讲台上能有很大的作为，
尤其是不易懂的学科，教师剖析出来，能帮助学生创造
条件，让学生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课堂上的小组讨论
十分重要，小组讨论的核心是要展现团队精神，只有学
生相互帮助，才能让小组展开激烈的讨论。农业生态学
的专业课程对于农业学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个难啃的骨
头，教师要深思熟虑，多对学生加以引导，让学生了解
世界，心智成熟，才能让生活帮助学习。教师可分阶段
式授课，当讲到某个内容时，可适当的让学生放开自己，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学生的思维更加的
跳跃。 

2.2  提升学生的思考能力 
虽然学生的思维很活泛，在课堂上能积极参与课

堂讨论，但是学生由于知识有限，所以思维空间十分
的狭小。为了加大农业生态学的学习，教师在课堂上
要多鼓励学生，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每个学生来到大
学都放慢了学习脚步，不太愿意在学习上投入太多的
时间，而国外的学生刚好相反，到了大学，不管是公
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学生普遍性都愿意将 80%的时
间投入到学习当中。因为大学的社会实践性很强，综
合运用实践能力也能加深学生的思维能力。因此，本
文将提供三种具体方法来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①明
确教学环节；②参与式教学；③提高课程素养；这三
方面来具体阐述，希望能提高学生的思维方式，改变
学生以往对学习的认知。 

2.3  教师改变授课方式 
教师在教学课堂上有主体地位，也有客观地位，总

体上来说，教学课堂上学生才是主体，课堂上学习才是
至关重要，而全日制本科教学的中心是学生，所以教师
不能居于主体地位，只能是主导地位。在课堂上只能适
当地引导来加深学生对中国生态学、自然社会科学展开
深入的探究和学习。教师要改变传统的授课方式，不能
单一的以以往的教案来教学，要勇于创新、大胆突破，
结合时代的特点，重新编写教案。授课方式要多样化，
除了采用 PPT等多媒体的方式授课，还要利用教学教具
来改变教学过程，这毫无疑问又增加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而教师要改变授课方式，必须要改变教学态度，积极思
考。 

3  参与式教学方法的改革 

3.1  明确教学环节 
教学环节不言而喻，非常讲究逻辑性，参与式的教

学方法重点之一是要明确整个教学环节，教师在课堂上

要明确自己的步骤，有条件性地展开教学。农业生态学
研究的就是自然地理和生物物种，针对大自然和生物的
研究，不能囫囵吞枣、生搬硬套。教学环节大致有：提
前进行预习、复习和练习，充分利用所有的教学资源，
提前备课，列教学大纲，并且提前进行课程演练，反复
利用多媒体穿插进行参与式教学。教师和教师之间相互
沟通和交流，不管在课上，还是在课下，都要加强学习
和演练，让教学方案更加的简洁，幻灯片更加的细致化，
传统自媒体的方式结合现代的学习方案是参与式教学的
最佳状态。 

3.2  参与式教学 
“参与式教学”顾名思义就是课堂不仅仅只是教师

的课堂，更加是学生自己的课堂，有些学生在课堂上不
自信，整个课堂成为了教师的一言堂，若是教师没有良

好的教学素养，学生在课堂上会更加的不自信，也提不

起兴趣。因此，为了改变学生的不自信状态，教师和学
校领导要相互沟通，关心每一位学生的健康成长和心理

状态。大学基本都是小班制授课，在小班式授课的情况

下，教师更要下足功夫帮助每一位学生建档立卡，分析
学生此时的状态，提前调节好课堂氛围，在课堂上尽力

不要让学生感觉到尴尬，用真诚的态度感化学生，让学

生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慢慢的表现自己，直到学生自
信起来。 

3.3  提高课程素养 
大学生课程十分的紧凑，而大学教育分的也十分细

致，尤其是学习农业生态学，学生经常搜索科教片展开

学习，能极大地提高学生在课堂上的修养和素质，现代

教育的核心就是加强学生的素质教育，让教育面向现代
化，提升学习能力。课程素养具体所指学生对本门课程

的掌握度，了解课程不单单从某一个方面学习知识，而

是进行全方位的学习和系统性的归纳。这不仅考验的是
学生的综合能力，更加考验的是学生在学习上资源整合

的能力。小班制授课下，每位学生都是课堂的主人，学

生可通过学校图书馆大量的整理信息资源，将零散化的
知识搜集整理起来，变成自己的知识，还能实现创新目

的。 

4  结语 

总而言之，我国教育要发展，就必须要改革，加强

资源的学习，最大限度的满足课堂所需，提升自己的道
德观、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逐步发展为现代有

为青年。针对农业生态学，本文给了具体性的研究，方

向明确，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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