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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实习与生命科学学科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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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上海200433)

摘 要：野外实习是生命科学教学工作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生命科学学科

未来人才培养发展趋势将由原来的重视微观、轻视宏观逐渐转为重新重视宏观，培养宏观和微观相对平

衡的综合型人才。野外实习教学活动作为生命科学学科连接宏观和微观的有效平台，在生命科学教学

中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重视。结合生命科学教学中野外实习的现状，重点阐述野外实习在人才培

养中的重要性及其实施中的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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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eld Practice and Cultivation of the Talent Students of Life Science

PI Yan，LIN Juan， ZHU Hou—ze，LOU Hui—ling， YANG Ji， QIAO Shou-yi

(School of Life Sciences，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The field practice is an inseparable and important part of the teaching system in life science．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ife science，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talent students’cultivation would refresh the life force of

the macro·biology．As a bridge between macro·biology and micro·biology in life science，the performance of the field

practice plays an essential role in teaching system，and enjoys wide attention from the teachers．Herein，the current

status，importance，and how it is carried out were re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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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经历了由整体到部分、直至

分子，由宏观到微观的过程。20世纪，由于基础科学

和新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相关学科间的交义渗透，生

命科学成为了自然科学中发展最迅速的学科之一，其

研究进一步深入到了细胞及分子水平。随着整个生命

科学研究及研究领域由宏观转向微观，我国高校的生

命科学教学课程的比重也相应地发生了重要变化：由

原来的以宏观生物学教学为主转为了以微观生物学为

主，言必称分子成了高校生命科学学科教学的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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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了我国生命科学学科的长

足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对宏观生命学领域教学的忽视让该学科的科研后劲不

足，能做实际工作的人多了，对整个学科发展具有自己

独特理解的、真正具有生物学思想的人少了⋯。

加强学生能力的培养足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而

实践性教学环节是培养学生能力的关键。野外实习是

高等学校生命科学专业进行实践教学活动的重要环

节，足对学生实施综合素质教育、人才培养的蘑要措

施。可以说，野外实习是牛命科学教学[作不可分割

的重要部分‘“，如何有机地把野外实习融人到生命科

学的教学体系中，起到其应有的作用是摆在当前高等

教育工作者面前一个迫切的课题。

1野外实习与生命科学学科

对于乍命科学，不论是从微观学还是从宏观学来

讲，野外教学实习活动都足小町缺少、不叮替代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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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节。它可以将微观基因与宏观整体相连接，在

生命科学学科人才的培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野外

观察和实践中使学生接触生命现象中广阔的未知领域

和广泛的生物多样性，从而激发学生探索大自然奥秘

的热情，学习钻研科学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对学生逐渐

成长为有生物科学理沦素养、见多识广、思路灵活、有

创新能力而不落俗套的生命科学工作者以及陶冶情

操、锻炼意志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

生命科学野外教学实习的特点是从课堂和实验室

走向大自然，在种类繁多、千姿百态的生物世界中，学

会如何辨认各种类型的生物；增强学生对动物、植物及

其生态环境的真实感性认识；观察各种生物的生活方

式、它们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种间及同种个体间的

关系；及其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并从实地去初

步了解整个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1；如果能与课堂

所学微观分子知识相结合，对生命科学则会形成一个

比较完整统一的认识。因此，它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

实际，形成综合生命科学素养，并能训练其独立开展科

研工作能力的重要环节。 ‘

生命科学野外教学实习具有多方面的作用和价

值，它既能培养学生基本科研能力、野外生存能力，团

结合作精神、吃苦耐劳精神，热爱自然和保护自然的意

识，又能采集到多种动植物标本，存进标本室建设，更

能为生命科学学科各专、世开展素质教育提供有利的契

机。以挖掘学生的内在潜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H剖。

在野外实习教学过程中还町以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

度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培养学生的互助精神、协作意识

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和责任心∽1。

ffii且，野外教学实习还可以提高生命科学学科各

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和创新意识及创新能力，可以引

导学生重视动手实践能力一1，在大自然的接触中学习

钻研科学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为将来成长为有生命科

学理论素质、思路开阔、有创新能力的生命科学工作者

奠定良好的基础。

重视和加强生命科学野外教学实习活动，重视学

生实践能力培养，促进他们综合素质的提高，是培养学

生生命科学素养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对学生的观察能

力和思维能力的培养有着蓖要作用，并且还有利于培

养学生的探究能力。

2 生命科学野外教学实习的现状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分子’中”，这是乔

守怡教授对在没有宏观生物学指导下的人才培养模式

的概括。生命科学学科未来人才培养发展趋势将由原

来的重视微观、轻视宏观逐渐转为重新重视宏观，将宏

观与微观统一起来。野外实习教学活动作为生命科学

学科宏观和微观的有效连接平台，在生命科学教学中

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重视。

目前，高校的生命科学学科野外教学实习是作为

植物学、动物学、生态学等课程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实

习内容主要有动物学、植物学及相关的生态环境考察

等⋯。在教学活动中，其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2．1对野外实习教学的认识存在误区

(1)很多生命科学学科的教师认为，高校培养的

是分子生物学人才或实验技术型人才，这种认识致使

很多学生也认为自己毕业就该是技术员，很难端正野

外实习课程的学习态度。

(2)许多高校认为，安排野外教学实习就等于是

完成实践教学活动。实习活动只是让学生到自然界中

观察和了解一些植物和动物，而不是促进学生对生命

科学学科性质的理解。更何况现在的生命科学学科的

大多数野外实习活动都是到风景比较好的自然园区，

致使很多学生有着“游山玩水”的心情，影响了实习应

有的教学效果，而且降低了学生对生命科学需要探索

钻研的认可度。

(3)还有些教师认为，实践教学就是在教学过程

中加入实验操作技能训练的课程，但这样的结果是使

课时量增多，学生负担增大。而且一般院校实验技术

指导方面的师资匮乏，使得实验操作技能培训课程流

于形式。

2．2野外实习教学的实施面临诸多困难

(1)由于野外实习教学多具有野外性、流动性等

特点，所以耗资相对较大。一方面，实习费用越来越

高；另一方面，各大高校大幅度削减实践教学费用，使

野外实习教学的开展难度越来越大一-。

(2)由于学校所拨用于野外实习的教学经费有

限，一般或多或少有学生自筹部分，在实习教学的内

容、时问、地点、路线和带队老师的安排上，不得不以所

筹资金的多少而设限。

(3)野外实习的综合性较强，其实践教学要求高、

难度大。外出带队实习的老师无论从体力上还是精力

上的付出，以及所承担的风险都远远高于在教室授课

的老师，所以大多数老师不愿意承担此类课程。

(4)野外实习并不是高校教学大纲中强制性的普

遍施行的内容，再加上其组织的繁琐性和实施中的安

全风险性，比较多的高校并不愿意进行此类教学活动，

或者只是象征性地简单了事。

2．3野外实习教学的内容有待改革

(1)野外实习教学目标不明确。在高校的教师认

为生命科学的野外实习教学就是对学生的一个简单的

动、植物分类的学习。对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及生物学

思想的培养并没有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2)野外实习教学内容比较单一。传统的生命科

学学科的野外教学实习一般都是植物或动物的分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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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的采集。这样不仅对野生生物资源造成Lr很大的

破坏，而且对培养学生保护自然和热爱生命的意识不

利。继续沿用传统的野外实习教学内容，无法将微观

分子勺宏观整体相结合，对生命科学学科人才的培养

不利。

3 生命科学学科野外实习的教学改革与实践

进行野外实习的教学改革与实践，首要的一点是

要把野外实习在生命科学学科的教学系统中的地位凸

显出来，并不再是作为某-一门和某几门课程的附属和

补充，而足作为一个相对独、L的综合惟、交叉性的培训

体系来开展教学活动。

为r更好地发挥野外实习在生命科学学科人才培

养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尝试性的对未来的野外实习制

定了一个初步的规划，见图1。

指导原则：对学生进行的大尺度的
带宵研究性的深入的科学思想的一

种训练

实习内容：将微观基因、分子、细

胞等知识与宏观动物、植物、生态、
地理、环境相结合

组织形式：多个学科相结合，多所
高校相联合，假期与学时相连贯

评价体系：紧跟教学改革，以学生

能力为中心，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图l 生命科学野外实习未来规划

野外实习是一种综合性的素质教育。在安排野外

实习过程中始终贯彻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理念，以实

践活动促理论学习，以综合实习助人才培养。综合利

用各方面的资源和优势，端正野外实习在教学体系中

的地位。选择好实验基地，配备优良的师资队伍，设置

合理的科研小课题。在评价时注意过程与结果并莺，

自评与他评结合，客观与宅观兼顾。

3．1 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生命足宏观的，仪是基因不能解歼生命之谜。如

果说20世纪的文明是微观的，那么2l世纪就是微观

与宏观的结合体一⋯。野外教学实习可以有效地将微

观世界中细胞和分子的研究成果和宏观艇体现象相结

合，比较全面、完整地阐明机体的各种生命活动。

传统的野外教学实习走的都足宏观路线，大多为

生物多样性实习，增进对生态生物学及生物多样性的

调查研究，主要是扩大和丰富学生的动物学、植物学系

统学及分类学的知识内容。为r将微观知识有效地渗

入剑宏观野外教学活动中，一些高校开始尝试性地进

行教学改革和实践活动。

近2年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这方面也做厂

一些努力。除了在原有基础上适当加入微生物多样

性实验，并开始考虑是否可以尝试逐步建屯一个良

好的分子实验基地平台。在长期、稳定合作的野外

实习基地，添加一些简单的分子仪器设备，如显微

镜、PCR仪、细胞内大分子提取所需药品器材等。显

微镜主要町用于观察各种动、植物细胞形态及细胞

亚结构，将宏观整体与微观细胞结构紧密结合，使学

生获得更全面完整的知识结构。对于一些有意义的

动、植物材料，町以就地取材(一般比较少星)，提取

它们的核苷酸、蛋白质等大分子物质，回学校后开展

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这样使野外实习教学不仅仅停

留在野外的那一小段时间，将野外考察与室内实验

室研究相结合，丰富了教学内容，增加了科研活动内

容，可以提高学生对野外实习的学习兴趣，对提高学

生的科研能力水平也将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在分

子理论、技术的课堂教学中，也可适当增加一些与微

观活动相关的宏观意义的内容。

3．2优化组织形式

野外实习不同于课堂教学，其组织和管理形式可

以多元化。目前各高校的组织方式多足以单一的学科

教师带队，在较短时问内一次性完成教学任务。以生

命科学相关的组织类型大概可以分为：动物学、植物

学、生态学、海洋学、地理学等等。综合类型的野外实

习形式还比较少，尤其是各学科之间联合组织的野外

实习活动更是鲜有耳闻。

未来生命科学学科野外实习组织形式可发展为以

多个学科相结合，多所高校相联合，假期与学时相连

贯，即：①时间跨度加大，延续性增强，可由单一的短期

实习发展成为跨学年、分阶段的综合删课程，从而使野

外采样观察与室内实验室研究能更充分地相结合；②

教师组织队伍扩大，不同学科之间，不同学校之阳J的带

队教师组成一支精英团队，通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联合培养复合型新世纪生命科学人才；③设置科研小

课题，不断丰富探索领域和组织方式，灵活机动地开设

一些交叉学科方面的实习内容，既允实r野外实习的

实质内容，也为更深入的科学研究提供广泛的可选课

题，同时更使得野外实习体系建立-r良好的自我发展

的机制。

3．3建立良好的评价体系

野外实习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教学[作，影响实习

成绩的因素较多，学习的实习态度、思想品德、专、止能

力、综合素质和实习效果等。都是评定实习成绩的内

容“1。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紧跟教学改革的步

伐，应尽快建立与之相对应的评价体系，使生命科学学

科素质教育评价工作更科学更合理，促进生命科学学

科素质教育的顺利实施。

(下转第149页)

为培养复合型新童1纪生命科学人才奠基础

厂，lll／、、ll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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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实习的考核内容应比理论教学更突出对能力

的考核，克服上观性，增强客观性，提高评价体系的町

信度和有效度。在建它生命科学野外实习评价体系和

设计具体考核指标时，可遵循以下原则：

(1)过程与结果并重。将学生获取知识和掌握技

能的过程与最终实习总结和报告的检查相结合，有利

于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科学的探究精神，注重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的情感体验、价值观的形成，才能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

(2)教师评价与学生自评相结合。教师足整个实

习过程的指导者，学生是真正参与者，让学生自我评

价，可以提高学生的主体地位，实现学生的自我反思、

自我教育和自我发展。教师随着实习任务和目标的进

行对学生及时评价，并把信息反馈给学生，可以使学生

发扬优点，改正缺点，促进实习的顺利进行。

(3)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实习过程中学生的实习

操作技术成果，实习报告的完成状态，出勤情况等町以

量化考核，但学乍的实习态度、主动性、创造性等方面

则宜采用定性评价，这样才可以保证评价的客观性和

全面性。

4 结 语

从生命科学学科总的发展趋势来看，一方匝足对

个体研究深入到更深层次，另一方面义更加重视对群

体、对环境的研究使宏观和微观走向辩证的统一。面

对这种态势．生命科学学科人才的培养必须突破原有

的理论框架，彻底完成微观分子与宏观整体的有机结

合。野外实习作为生命科学学科人才培养的碹要环

节，如何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作用，是生命科学高等教育

改革实践的重要部分。

(1)建立理想的、稳定的实习基地。实习基地建

设是完成好实习任务的基础，有了相对稳定的实习基

地，实习效果才能得到保障。

(2)改进实习内容和方法。将课堂和实验室的分

子实验I孑动植物野外实习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生物

学思想，提高综合素质教育。

(3)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野外教学实习过

程中以培养学生独立开展科研工作能力为主，教师指

导为辅的原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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