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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 月 22 日-25 日，由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承办的“全国高校生物

学野外实践教学联盟”成立大会在美丽的滨海城市深圳召开，并同期举办了首届

研讨会。会议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 26 所高校参加，本人有幸能与我校生命学院

实验教学中心沈显生教授、李旭副教授一起受邀参加该会，并同其它院校老师进

行了交流学习。作为一名刚刚步入工作岗位的青年教师，现简单谈谈我对联盟的

理解和参加研讨会的感想。 

一、实践教学联盟的特点 

1. 不忘初心，坚持以育人为本 

以我个人的理解，生物学野外实践教学联盟（以下简称“联盟”）不同于其它

联盟或组织的成立，本联盟的出发点很纯粹，即发挥全国各地高校野外实践经验、

实践模式和育人方式，旨在提高生物学专业学生对宏观生物学掌握和应用的能力。

野外实习是生物学专业学生接触大自然仅有的机会，将学生从细胞水平、分子水

平等领域解放出来，亲近自然、热爱自然，了解生命科学的多姿多彩，从而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并提高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 薪火相传，提高青年教师教学能力 

联盟的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四联合”工作体系和“四共享”工作方式，其中

针对青年教师的联合培训给我的印象最深。作为刚刚毕业的青年教师，受研究生

培养的教学模式、研究项目等因素所限，我们仅仅对学习期间的研究内容和部分

生物学现象的分子机制了解较深，而对实践性较强的宏观生物学的知识量储备还

远远不够。同时，教学技能和经验也是青年教师比较欠缺的地方，除了自身努力

以外，还可借助联盟这一平台加以提升。 

3. 优势互补，促进学科发展 

实践教学是一个走出去的教学方式，通过走出教室将课堂上学习到知识加以

验证或应用。同样，联盟的成立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走出去的机会，让每所高校

的教学模式走出去与其他高校交流学习。结合各所高校的实践优势，达到优势互

补的效果，从而促进生物学实践教学的发展。我校在生物学实践教学方面拥有自



己的特色，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在实践教学方面也还有许多可以完善的地方。

结合电子信息和互联网技术，可以将大别山区特有的生物资源运用虚拟仿真的手

段加以呈现，有利于提高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学生实习评价体

系可以借鉴吉林大学等高校，引入电子标本制作、总结汇报等评价指标；野外实

践的研究课题和数据采集设备等，可以借鉴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当然，这一切

都需要有完善的师资队伍来加以支撑，也可以寻求联盟中其他老师的指导和帮助。 

二、个人收获 

1. 发现自我不足，不断提高自我 

各所高校的实践地点、实践模式和考核方式等都各具特色，其中有不少值得

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我们在保持原有区域特点、实践特色的基础上，通过对

比兄弟院校在野外实践中的优势，能够谦虚发现自身的不足之处，并适当进行区

域优化和实践标准化。生物学野外实践对青年教师来说也是锻炼和提升综合能力

的过程，这是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和生态学等各学科知识相互交叉、融合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往往能发现自己知识储量和能力的不足，并及时通过

自我督促和向前辈们请教学习来不断提高自我。 

2. 扩大视野，认识和了解亚热带及海滨生物多样性 

这是我第一次去南方滨海城市考察学习，与我以往所熟悉的草原生态系统、

森林生态系统不同，深圳所处的亚热带气候及沿海地理特征造就了其独特的植被

类型和生物多样性。在中山大学廖文波教授的讲解下，我对亚热带植物的分布及

特点有了进一步了解，其中，假苹婆、露兜树、玉叶金花以及成片的芒萁等等给

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辣甲岛海滨实习基地的考察让我感受了大海的辽阔，同时也

非常幸运地和中山大学学生们一起捕获了海葵、海胆、海参和海蟹等海滨生物，

它们各自独特的结构和外形展现了海洋生物的多样性以及生物适应海洋环境的

进化特点。 

3. 结合区域特色，进一步完善研究型课题的结果 

结合各所高校野外实践的汇报工作，我发现各区域设置研究型野外实践的课

题虽然都各具特色，但是也有不少课题具有相似性。我们可以结合其他高校的研

究方法和手段进一步完善我们在大别山区设置的小课题。例如，不少高校野外实

践课题中都有“灯光诱捕昆虫”课题，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研究方法，与他们的



研究结果进行对比分析，进一步完善研究型课题的结果。此外，在全国不同地区

同时开展相同的试验，对比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这也可以激发各所高校学生参

与实践的热情。 

三、几点建议 

1. 加强媒体宣传，发挥联盟影响力 

宏观生物学应该是其他生物学科分支的重要基础，也是作为生物学专业学生

最应该掌握的常识性知识，没有扎实的生物学知识，就算不上合格的生物学学生。

但是大部分高校对学生现有的教学安排却本末倒置，学科设置大部分都属于微观

生物学，往往忽视了宏观生物学的课程设置，学生可谓是“不识生物真面目，只

缘身在分子中”。宏观生物学能够让学生树立完整的生命观，同时也能促进微观

生物学发展，现在这种学科安排的不合理性已经是联盟中各所高校教师的共识，

相信联盟的成立必将会引起人们对宏观生物学及野外实践教学的重视，进一步完

善生命科学学科课程的设置。 

当然，要充分发挥联盟的影响力，必须加强媒体宣传力度。除了传统的媒体

途径，还可以借助微信公众号、朋友圈转发等途径来进行宣传。微信公众号可以

由学生和青年教师负责管理以及文章撰写、推送，以联盟的名义向公众推送科普

性较强的生物学知识。现有的帐号主体为南京农业大学的“生物共享联盟”微信

公众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利于学生和青年教师对生物学野外实践知识的增

长和扩大影响力。 

2. 调动学生参与度，引起上级部门的关注与支持 

目前，联盟中各所高校的参与人员还主要是教师，辐射范围有限，引起的关

注程度也较低。但是联盟中部分院校在近几年已经拥有学生联合实习的经验和实

习条件，联盟要想获得较高的认可度和影响力，应该尽快开展相关工作，调动学

生在联盟工作中的参与度。学生是各所高校最关注和最重视的群体，一旦学生参

与进来了，首先就会引起各高校实践教学部门的关注，适当时还可以向教学部门

申请资助学生参与联盟的实践工作，后期条件成熟了可以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对

联盟的认定和支持。 

3. 突出重点，确定联盟开展工作的突破点 

联盟的工作方案已有初步规划，涉及的实践基地、参与高校及工作内容较多。



我认为在联盟成立初期，相关制度及各所高校的权利义务尚不明确，应该突出工

作的重点，为联盟开展工作确定一个突破点。例如，前期开放建设的实践基地不

宜过多，每个区域确定 1 个实习基地即可，每个基地以 1 所高校牵头，区域内高

校联合共建，区域外高校参与建设。此外，可以将工作内容中的“联合实习”或

“联合培训”作为联盟开展工作的重点，一旦这部分工作落实到位了，再开展下

一步工作。 

“万事开头难”，在没有资金支持、没有官方推进的条件下，联盟要想成立

并顺利发挥作用，必须要求联盟中各兄弟院校加强交流、通力合作，希望联盟尽

快完善相关工作、发挥运作，为学生和青年教师提供一个相互交流、共同进步的

平台，共同推进野外实践教学的发展和生物学学科的完善与优化。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不成熟的想法，在生物学野外实践以及联盟的成立过程中

还会涉及到许多问题有待发现和解决，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类似的学

术活动中。此次会议让我受益匪浅，再次感谢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老师对此次

会议的精心安排和辛勤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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