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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思政元素的《生态学》教学改革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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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聚焦生态学课程，深入开展思政教育与混合式教学改革探索。在实践过程中，系统梳

理了教学改革经验，从思政元素挖掘、思政案例构建、翻转课堂设计及线上资源整合等多个维度，

深入分析了生态学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重要意义。研究有助于提升生态学教学效果，增强学生对

专业知识的理解与应用能力，推动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助力培养兼具专业素养与社会责任感

的高素质生态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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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课程思政建设的提出和全面推进，是落实

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高校理应

与时俱进，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和思想认识，充

分发挥课程建设“主战场”、课堂教学“主渠

道”的作用，将知识传授和思政教育融会贯通，

形成协同效应，合力构建全程全方位育人的格

局。习近平同志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抓住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学

科体系和教材体系这个重点，落实好以文化人

以文育人、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等

要求，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针对

性、时代感和吸引力，从而春风化雨、入脑入

心。”高校作为国家人才培养的主战场，承载

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使命
[1]
。教师们

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应是学生思想成长的

引路人，担负起思想育人的重任。在教学过程

中，教师要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以言传身教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同时，始终坚守教育初心，牢记

育人使命，以扎实的专业素养和高尚的师德师

风，培养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提供坚

实的人才支撑。

课程思政建设需要针对不同的专业，结合

专业基础知识挖掘思政元素，需要以培养方案

的思政设计为基础，精心挖掘思政元素融入教

学设计，增强学生的生态伦理观念和环境保护

意识，教育和引导大学生塑造更加健康的生活

方式和绿色发展理念，低碳消费，注重大学生

整体素质的培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

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和长远发展的

伟大事业，造福当代，惠及子孙。《生态学》

正是帮助学生了解各类生态系统的生态问题，

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关系“自然-社会-经济”

复合体的可持续发展的学科。因此，《生态学》

的课程思政建设更加具有现实意义，迫切需要

将生态理念与思政元素有机融合，需要挖掘专

业课程教学中的思政要素达到“润物细无声”

的效果，在课程教学中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度

从而使两者相得益彰
[2]
。《生态学》的课程赋

予了思政育人功能就可以促进生态环境类课

程的更有益的发展，为党和国家培养既有扎实

专业知识又有较高思政素养的新时代人才。

1 思政元素的发掘和浸润

党的“十八大”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尊重自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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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尊重大自然的法则，顺应自然就是要顺应

大自然的变化规律，保护自然就是保护自然界

的整体和统一。“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特有

的哲学思想，儒、道、释等诸家各有阐述，由

来已久。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大学，

在师生座谈会上列举中华文化中的优秀思想

和理念时，就提到了“天人合一”。在生态学

的萌芽时期的内容中加入“天人合一”的思想，

既有利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又能唤起学生们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

热情。让其沉浸在将优秀传统文化运用于生态

学实践的课堂环境里，强化生态意识，使中国

传统生态智慧入脑入心。在注重知识与能力塑

造的同时，重视思想价值传播的实践，在课程

教学中切实承担起立德树人的职责，通过课堂

主渠道把思想价值引领融人到知识传授和能

力培养过程中
[3]

78

。

很多古诗词中都有描写人与然和谐相处

的内容。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

天”、“双飞燕子几时回，夹岸桃花蘸水开”、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落霞与孤鹜

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等对自然表达无限爱

意的诗句，将中华优秀文化元素融入生态学基

础知识和理论中，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还有助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让学生感

受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

民族的传统文化思想，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4]
。

2 思政案例的选择和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对生态文

明建设进行了深刻论述，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建设美丽中

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

态安全作出贡献。

在生态因子的光因子的生态作用内容中

加入我国光伏产业的概述，就发电量而言，中

国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国，是美

国的两倍。联合国国际能源署的黑米.巴哈尔

说：中国目前已经统治了光伏发电领域，全球

超过 60%的太阳能电池板都是中国生产。2020

年我国光伏新增装机 48.2GW，连续 8 年位居

全球首位；累计装机量达到 253GW，连续 6年

位居全球首位。光伏发电的应用场景很广泛，

能为城市提供清洁能源，还能减少城市污染和

能源消耗，随着光伏发电项目投资成本下降，

越来越多的“光伏+”项目正在逐步走进我们

的生活，而随着城市深度发展能源的需求日益

上升，“无污染、无辐射、能赚钱”的绿色能

源——光伏已经在世界各地掀起了应用热潮。

一方面，学生们感受到了中国的强大,也见证

了国之重器是多么的让人震撼，民族自豪感油

然而生。另一方面，看到光伏发电的前景，也

能激发学生们更多的思考和认识，要促进人类

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必须推动绿色发展，构

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大力发展

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和绿色环保产业，才是

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趋势，将生态文明

理念深深根植到学生心中。

在恢复生态学一章的内容中加入甘肃省

古浪县八步沙“六老汉”三代人发扬愚公移山

精神，创造了令人震撼的绿色奇迹的实例，号

召学生们学习“六老汉”情系家园、无惧艰苦、

压沙植树的家国情怀。让学生们认识到三代人

在寸草不生的沙漠建成了防风固沙绿色长廊，

近 10 万亩农田得到保护，他们正是“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忠实践行者。使学生

们紧紧跟随“时代楷模”的足迹，以他们为榜

样，用百折不挠的意志努力学习，建设美丽中

国。

3 翻转课堂的运用和协作

“我的宠物”的课堂展示的任务，学生们

选择自己最喜爱的动物或植物，搜集资料、深

入了解、制作 PPT、设计流程，从栖息环境、

生活习性、繁殖方式、种群现状等方面介绍自

己的宠物，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学习和探索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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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与主动性，使学生更加热爱大自然，学会

与野生动植物友好相处，促进了学生创新能力

与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在做报告的过程中，

拓展了学生们的视野，锻炼了学生们的语言表

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使他们认识到人与自

然是生命共同体，自主培养了正确的生态观和

环保意识

79

。

“我的家乡”的课堂展示的任务，学生们

从风景名胜、历史文化、特色美食和经济发展

等方面介绍自己的家乡，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

的家乡，主动去思考家乡的环境问题和解决途

径，感受近年来家乡发生的变化，深刻认识到

生态文明建设是基于中国智慧的治理之道。引

导学生站在国家和个人的交汇点上思考我国

的生态环境问题，引发学生的知识共鸣、情感

共鸣和价值共鸣，不仅传授给学生生态学知

识，更要培养学生的生态观念与环保意识，让

学生关注中国的生态环境进程
[5]
。对于其中一

位学生来说，了解家乡，热爱家乡，努力学习，

致力于建设美丽家乡就是织在家乡的中国梦。

对于其他同学来说，了解祖国，热爱祖国，拼

搏奋斗，致力于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

4 线上资源的拓展和延伸

在线教学平台是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推

荐《美丽中国》、《七个世界一个星球》、《自

然的运作》等优秀视频给学生，让他们根据视

频中所讲述的生态系统中千丝万缕、错综复杂

的关系，绘制出关系图或思维导图，激发学生

动脑筋思考，将知识融会贯通的能力。学生们

能够不拘泥于教科书的内容，通过多种渠道和

形式获取知识，结合国情、世情对他们关注的

生态现象进行科学理性、多维度、个性化的分

析，锻炼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凸显了

当代青年的担当精神和创新精神
[6]
。在高校专

业课教学中，应该充分认识过程性考核对《生

态学》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推动作用，充分运

用多种媒介，围绕学生全面发展，加强对学生

学习过程的调控，积极探索两者融合的有机途

径
[7]
。

QQ 群也是辅助课堂教学的重要战场，抖

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中也有很

多优秀的与课程相关的视频内容，短小精悍，

直观性和代入感强，方便分享到 QQ 群，容易

吸引爱刷视频的大学生群体。随着引导的推

进，与课程相关的视频就抢占了先机。

学生的注意力和时间是有限的，信息流不

间断的涌入，以平时成绩加分来激励学生们分

享与课程相关的优秀视频到 QQ 群，而新媒体

平台的后台系统会根据用户的喜好、停留时

间、点赞和转发频次来推送同类型的视频。因

此，通过教师引导的持续开展，争夺地盘，那

些与课程相关的和对学生有益的内容，便由新

媒体系统后台有倾向性地推送和提醒，逐渐在

学生们所接收和观看的短视频信息流总量中

占据更大的比重，尽可能多地争夺学生的观看

时间，确保课程学习从课堂延伸到课后。

结语

课堂既可以是教育的主阵地，也可以是学

生们展示自己的舞台，将被动变成主动，把要

我学转变成我要学，学会了才能理清思路和逻

辑，搜集更多资料和案例才能讲好，使学习的

热情空前高涨，势不可挡。高校教师必须在新

形势下转变教学观念，使《生态学》课程思政

建设不断深入，丰富教学内容，将理论知识与

生态文明理念相结合。在教育革新的浪潮中，

更新教学方法势在必行。打破传统“一言堂”

的单向灌输模式，通过翻转课堂、小组合作探

究、项目式学习等多元形式，为学生搭建展示

自我的舞台。鼓励学生走上讲台分享见解、开

展生态调研汇报、组织低碳环保主题辩论，激

发其学习主动性与创造性。同时，深度结合案

例分析、实地考察、虚拟仿真等教学手段，将

低碳环保理念融入课程内容，让学生在实践体

验中深化认知，切实提升教学效果，使绿色发

展理念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培养具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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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责任感的新时代人才

80

。

课程思政建设是新时代教育教学改革的

重中之重，高校教师应及时转变教学理念，充

分认识课程思政的价值引领作用，努力推进课

程思政改革创新，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到实

处
[8]
。《生态学》课程思政的开展必将有效提

升师生的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更好地促进生

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9]
。通过

《生态学》课程思政改革，慎重思考利用新的

教学手段创造机会，利用多种途径激发学生们

的学习热情，培养和锻炼学生们各方面的能

力，同时不断完善自己，提高教学水平，将生

态文明思想和思政元素融入到教学全过程中，

使学生不仅能够学习生态学的专业知识，还能

够实现生态学理论与课程思政建设实践相互

促进的良好效果，培养具有爱国情怀和创新能

力的高素质生态文明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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