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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天目山、千岛湖和朱家尖等野外实习基地建设为背景，阐明野外实习是 

生物学专业“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学生科学素养与能力培养的重要手 

段”的教学理念；论述“开设野外生物学课程”和“增加探究的科学问题”作为“培养 

学生科学素养与创新能力”的教学方法；探 索“面向全国生物学理科基地开放实 

习”、“与国际一流大学和海峡两岸大学联合开设野外生物学课 程”和“以问题 为先 

导的课程性与研究型实习”的教 学手段 ，构建新型生物学野外实习教 学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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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ild practical bases located in Tianmu Mountain，Qiandao Lake and 

Zhujiajian，this paper illuminates that wild practice is the important part of biology teaching and the important way to 

develop the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capacity of students．Setting up field biology courses and increasing scientific questions 

for exploring are discoursed to be the useful teaching methods to develop the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innovation of 

students．Various detailed means are also explored，such as the biological bases open to the whole country for practice， 

cooperating with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and Taiwan universities to set up field biology courses，as well as the course 

practice and research practice aiming at different scientific propositions．The exploring aims at the construction
．

of novel 

teaching system concerning field biology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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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浙江临安 天 日山 国家 级 自然保 护 区 (简称 天 目 

山)拥有华 东地 区典 型 的森林生态 系统 和动植 物 区 

系 ，浙江淳安千岛湖国家森林公园(简称千岛湖)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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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潮间带生态系统的物种多样性 ，生态 系统与群落格 

局与过程，以及生境片段化对生物群落的影响等科学 

问题 ，设置相关主题与 内容 ，开展 以问题为先导的课程 

性与研究型实习。尤其是以千岛湖陆桥岛屿为研究平 

台，围绕生物多样性与生境 片段化问题开展研究 型实 

习更具特色。 

课程性与研究型实 习主要 以生态学 为主，内容包 

括森林生态学 、潮间带生态学 、保护生物学等 。在千岛 

湖实习基地开设“野外生态学”课程 ，在朱家尖实习基 

地开设“潮间带生态学 ”课程 。学生 以小组为单位 

(每 2～5名学生为一小组 )，根据各 自的兴趣从 预设 

的一系列野外实习研究性项 目中选题 ，开展课程性与 

研究型实习  ̈。参加实习的学生在报名的同时 ，注明 

拟参加第二阶段实习的首选地点和选 题 (可选 2或 3 

题 )。根据报名时间先后 、选题和学校等各方面因素， 

确定学生第二阶段实 习的地点 、最终分组与选题。每 

位学生在收到选题确定通知后 ，可进行课程性与研究 

型实习的前期准备工作 ，包括文献 的查 阅和研究初步 

方案的制定等 。2012年 7月华东 6校课程性 与研究 

型实 习学生选题为： 

(1)千岛湖实习基地 1O个课题 ： 

① 生境片段化对两型花柱植物的繁育系统影响； 

② 千岛湖不同岛屿虫媒植物调查与比较研究； 

③ 不同植被类型的群落空间结构和叶面积指数 

及其差异 ； 

④ 不同群落类型的木本植物种类组成和物种多 

样性及其差异 ； 

⑤ 不同群落类型中的树木年轮宽度分析； 

⑥ 不同群落类型中代表性种群年龄结构分析； 

⑦ 不同群落类型中地表凋落物的组成、结构和持 

水量分析 ； 

⑧ 岛屿空间特征(如面积、隔离度、形状等)对植 

物物种丰富度的影响； 

⑨ 不同植被类型鸟类群落物种多样性与组成特 

征 ； 

⑩ 千岛湖岛屿面积对鸟类物种丰富度的影响。 

(2)朱家尖实习基地 5个课题 ： 

① 朱家尖岩相潮间带藤壶群落空间结构； 

② 朱家尖岩相潮间带软体动物的垂直分布特征； 

③ 朱家尖大沙里沙滩动物区系； 

④ 朱家尖月岙泥涂动物区系及生活习性； 

⑤ 朱家尖潮间带三种典型生境群落比较。 

以问题为先导的课程性与研究 型实 习，不仅对于 

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研究能力，使学生掌握科学研 

究的基本范式和方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学生 了 

解生态系统与群落的基本格局与过程 ，以及人类 干扰 

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等科学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3 华东 6校生物学野外实习的思考 

3．1 实习成效 

华东 6校生物学野外实习教学团队，以天 目山、千 

岛湖和朱家尖 3个生物学野外实 习基地为整体 ，进行 

野外实习基地建设和开展野外实 习教学活动 ，取得了 

很好的实习成效。参加野外实习的学生通过认真独立 

完成实习作业 、标本制作和汇报材料 ，结合野外考察 ， 

从多角度对实习内容进行 引申和归纳总结 ，对生物性 

状和分布特征等科学问题进行深入 的思考 ，从而激发 

了学生的学习研究兴趣 ，达 到了良好 的教学效果 。正 

如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常务副院长张雪洪 

教授在 2012年度总结 中写到 ：在历经 20天 的野外实 

习过程中，我们 的学生取得 了可喜 的成绩与进步。不 

仅提升了我们学生 的兴趣和能力 ，并对 高尚人格 的养 

成 ，是一个难得的历练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野外实习本身 ，不仅让学生认知 了植物、动物 

和真菌，观察了生物群落的结构特征，而且使学生初步 

掌握了野外工作的一些操作技能。尤其是野外生物多 

样性和群落研究的若干方法，是学生在课堂教学中所 

鲜有体会的。 

(2)锻炼了学生刻苦耐劳的精神 。连续近 20天 

的野外生活、学习。不仅 白天需要跋山涉水 ，晚间还要 

听讲座、制作标本等。密集的学习任务 ，相对艰苦 的生 

活环境 ，锻炼了学生 ，使他们体会到工作 的严肃性 。 

(3)通过交流 ，增 强了学生 的协作意识 。许多实 

习内容 ，是分小组 ，依靠集体的力量来完成的。在这过 

程中，学生不仅通过对兄弟学校学生的沟通 、交 流，开 

阔了眼界 ，还培养了 自己的协作意识。 

3．2 实习改革与建议 

3．2．1 进一步丰富实习内容 

增加微生物生态实习的专题 内容。可酌情增加水 

生态系统实习的相关内容 ；可考虑增加其他实习对 

象 ，如农 田生态系统、城市化梯度上生态系统差异 、森 

林经营活动下的生态系统等，增强学 生对人类一 自然 

耦合作用下生物与生态系统特征的理解。 

加强实习后续培养。鼓励学生将微观生命现象与 

野外实习获得的感性认识与观察体会想结合，在实习 

结束后就感兴趣的内容深入开展研究，条件成熟时鼓 

励学生撰写论文并投稿 ；鼓励大学生 自主选题 ，在各校 

创新训练计划的支持下 ，开展相关研究与学习 。 

做好理论知识与社会应用需求的平衡 。考虑在实 

习中适当加入当前就业需求的相关技能，如森林资源 

调查 、湿地资源调查 、环境监测等具体工作 的技能。 

3．2．2 加大实习经费投入 

随着 当前物价的逐年上涨 ，学生的吃住 、交通 、门 

票等费用也相应增加。其次 ，随着实习内容的添加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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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时间的缩短 ，在实习的手段和实习器材上也需要 随 

之更新。以测定树高为例，采用 目测法，成本最低，但 

是误差极大 ；采用拉杆式测高器 ，费时费力 ，误差较小 ， 

成本适中；采用全仗仪，测量精准，但是该仪器价格较 

高。再比如，实习时需要向学生集中讲解昆虫的采集 

步骤 、腊叶标本 的制作方法 ，这些 内容一般安排在晚上 

或雨天进行，教师讲解时需要投影仪。因此，为更好地 

开展和顺利完成野外实习教学任务 ，加 大野外实 习经 

费的投入无疑显得非常必要和十分迫切。 

4 结 语 

通过生物学野外实习教学体 系的探索与实践 ，学 

习国际一流大学和 海峡两岸大学野外实 习的先进理 

念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提高了学生野外实践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培养了学生的科学思维 、研究能力和 

国际视野 ，使学生能掌握科学研究 的基本范式和方法。 

华东 6校野外实习教学团队 ，在“山地一海滨”为特色 

的野外实习基地建设中，鼓励华东地 区生物学理科基 

地校际间资源共享 ，发挥地区经济发达优势和生物 

学理科基地院校间的优势互补 ，实现 了培养有广 阔宏 

观生物学视野的一流生物学理科人才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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