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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林科背景下“动物学”课程实践教学改革探索
Exploration on Practical Teaching Reform of Zoology Cour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Forestry Science Construction

佟富春＊ 彭友贵 潘新园
TONG Fu-chun＊,PENG You-gui,PAN Xin-yuan

高等农林教育应对新时代肩负着

前所未有的重要使命，新林科建设要

求基于农林业实际问题，开发农林优

质课程资源，教育教学以学生发展为

中心，信息技术与农林教育教学深度

融合，提升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和综

合能力 [1~2]。

“动物学”是一门高等农林院校

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其既是生命科

学中一大分支，也是一门具多分支

学科的基础学科，且其学科本身的

理论研究内容极为广泛，实践中与

农、林、牧、医、渔、工等方面都

密切相关 [3]。

新林科是构建主动适应国家生态

文明建设需求，与新时代林业功能新

定位相符的涉林学科和专业新体系，

旨在通过结构功能调整和改革创新，

重点解决林科人才培养和专业学科建

设与国家需求不相适应的突出问题 [4]。

打造人才培养新模式，着力提升学生

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科研素养 [1]。

农林院校开设的动物学课程传统的教

学方式是按动物演化为主线，以代表

动物为例，讲解各个动物类群的形态

结构特征及分类，归纳动物类群的演

化规律、动物现存状况、动物与人类

的关系等 [5]。对应新林科的要求，作

为一门实践性极强的课程 [6]，在动物

学教学中，除了讲授理论知识外，更

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掌握和运用动物

学思维，从实践教学中提高实验技能

摘要：在新林科建设背景下，“动物学”作为高等农林院校生物

类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实践教学在其中的作用尤为重

要。分析动物学课程实践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学生

对动物学课程学习的积极性不高；动物学实践教学与日常生活相

脱节；动物学实践教学与科研的结合不够紧密；动物学实践教学

考核体系不够完善等。针对以上问题，近年来，在动物学实践教

学过程中进行了改革和探索，包括培养学生掌握和运用动物学思

维；改变实验课的授课方式；利用学校现有资源开展课程实践教

学；结合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改革动物学实践教学考核评价体

系等。其主要目的是提高动物学课程的实践教学效果，增进师生

互动，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和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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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forestry science construction, 
"zoology" is an important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of biology major 
in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colleges, and practical teach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zoology, mainly 
including: students' low enthusiasm for the study of zoology course;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zoology is out of touch with daily life; the practical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of zoology do not combine closly 
enough; the assessment system of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zoology 
is not perfect.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mentioned above, we have 
carried out reform and explo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al teaching 
of zoology in recent years, including training students to have a great 
command and use the thinking of zoology; changing the teaching 
method of practical course; using the existing resources of school 
to carry out curricular practical teaching; combining the curricular 
practical teaching w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oject of 
College Students; reform the examination and assessment system of 
zoology practical teaching. Its main purpose is to improve the efficency 
of zoology practical teaching, enhanc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cultiv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ir comprehensiv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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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领悟学科发展动向，从而调动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学生的

创新意识和科研素养，更深刻理解基

础知识和基本概念，以适应国家对人

才培养的需求。

因此，在动物学课程教学过程

中，如何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巩固理

论教学效果，已然成为该课程教学改

革的重要方向。以华南农业大学动物

学课程为例，主要从以学生为主导的

实验课授课方式、充分利用学校现有

资源开展课程实践教学、鼓励引导学

生申报“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等科

研活动、结合现代信息技术改革“动

物学”实践教学考核评价体系等方面

进行探索，旨在提高动物学课程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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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教学效果，增进师生互动，培养学

生的科研兴趣和综合能力。

1 动物学课程实践教学存在的问
题

1.1 学生对课程学习的积极性不高

动物学课程历史悠久，研究透

彻，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存在知识点多

而分散，加上动物种类丰富等特点，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抓不住重点、

因理论知识不易理解而无从下手等

问题。因为知识点多，在学时安排有

限（32～48学时）的情况下，教师在

课堂上“填鸭式”教学的现象比较普

遍 [7]，虽然看似能够高效传授教学内

容，但实际上，学生对知识点缺乏深

入理解，更来不及进一步地整理、吸

收和消化。并因该课程内容庞大但学

时有限，授课教师常在课堂上尽可能

多讲理论知识，而忽略了改进教学方

法和丰富教学手段 [8]。长此以往，以

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方式打击了学生们

的学习积极性，严重影响该课程的教

学效果。

1.2 与日常生活相脱节

动物学本身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

学科，理应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但

以往的教学常受学时和教师自身专业

背景的限制，更多的实践教学倾向于

书本上既定的内容，陈旧的教学内容

让学生兴趣索然。同时，受实践课学

时等客观因素所限，现实教学中往往

重理论轻实践。

1.3 与科研结合不够紧密

大学生求知欲强，传统的动物学

实践教学注重基础知识的认识和了

解，而忽视引导学生积极主动思考、

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和文献检索等科

研创新能力。长此以往，毕业生多对

动物学相关的科研基本要求一无所

知，有些学生尽管考上研究生，仍然

对科研的基本过程知之甚少，不利于

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和成长。

1.4 考核体系不够完善

原有的“动物学”实践教学考核

体系常过于重视对实验报告和实验结

果的评价，而对实践教学过程中各个

环节的综合评价不足；实践教学考核

范围局限，考核方式老旧，评判标准

教条、笼统，缺乏对科学素养和各种

实践能力的评价。

2 动物学课程实践教学改革措施

为更好地学习掌握动物学课程的

内容，满足社会对相关专业人才的需

求，以动物学实践教学为改革突破

口，着重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

科研创新能力。为此，对华南农业大

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新专业

的动物学实践教学进行了积极的改革

探索。

2.1 培养学生掌握和运用动物学思

维，增加思政元素

针对学生对动物学课程学习积极

性不高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学生未

真正掌握该课程特点的思维方式有

关，因此，解决问题关键要从根源着

手。动物学是研究动物的形态、结

构、分类、生命活动与环境关系及发

生发展规律的科学 [3]。动物由水生到

陆生、从低等到高等，其结构与功能

不断进化和完善；形形色色的动物就

是动物结构与功能以及生活环境相适

应的结果；动物既从生境中获得营养

和隐蔽条件，同时其存在还多方面地

影响着周边环境；动物的任何器官结

构都是动物有机体的一部分，各个部

分协调统一才能保证机体正常运作；

动物界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因

此，教学团队必须引导学生辩证地以

动物演化为主线，理解动物的生理结

构和功能与其生活方式相适应，从对

立统一、发展的角度学习动物学。同

时，课程团队在剖析课程内容的基础

上，深入挖掘与课程内容匹配的思政

元素，设计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方

法，以达到课程思政效果。

2.2 充分利用学校资源改变实验课

的授课方式

2.2.1 半“自助式”实验课

传统教学中，教师先花费大量时

间讲授实验目的、步骤等内容，学生

再对照实验指导书机械地进行实验，

导致其依赖心理强、思维定势，对实

验课兴趣淡薄、敷衍了事。为改变

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方式现状，充分

调动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具体的改

革措施包括：教师根据各专业特点和

学生的兴趣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实践教

学，要求其提前预习实验课内容，在

教师指导下自主设计实验课课件，每

次上课前10 min由学生自己报名上台

讲解实验内容，变灌输为引导，极大

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责任心，

同时还锻炼了学生对知识点的归纳、

逻辑思维和表达的能力。

2.2.2 自主准备实验材料 

为发挥学生们的主观能动性，组

织学生课前动手准备简单的实验材

料。如在做原生动物实验之前，安

排其提前动手培养实验材料——草履

虫；准备扁形动物系列实验时，先教

会学生们采集、培养涡虫的方法，并

提供基本的工具，如毛笔、采集瓶

等，引导学生去校园的树木园隐蔽、

阴凉的水底石块或树叶下面采集涡

虫，将采集到的涡虫放在有石块或瓦

片等的玻璃或搪瓷容器中，放于阴凉

处培养，并根据涡虫习性定期换水和

投喂食物等。

2.2.3 利用学校农博馆资源开展课程

实践教学

为更好地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充

分利用学校现有的农博馆资源开展动

物学实践教学。华南农业博物馆设有

的动物世界、昆虫世界、南海海洋

生物等展厅展出大量动物标本，可为

动物学实验课动物标本部分的内容所

用，而在博物馆内的全景教学环境比

普通标本室的教学更具亲和力和针对

性，是课堂教学模式的重要补充。

在农博馆多媒体的配合讲解下，

学生们兴致盎然，其求知欲得到极大

提升，有过农博馆学习动物学实验课

经历的同学，大多积极成为学校农博

馆的宣讲员。

通过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学校具

有岭南特色农业博物馆的资源优势，

让学生更直观、身临其境地学习、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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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当地特有物种，充分理解和消化书

本上的理论知识，并主动成为农博馆

动物知识的传递者。

2.2.4 利用校园鸟类资源开展观鸟实

践教学

动物学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生

活中随处可见的观鸟活动就是典型的

例子。充分发挥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

高的优势，主要利用华南农业大学

校园鸟类资源丰富、多达198种的特

点，在动物学实践教学中积极引导学

生进行校园观鸟。鸟类是校园生态系

统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鸟类具有善

飞、对环境适应能力强、其羽毛色彩

鲜艳、鸣声婉转、易于观察、分类特

征明显等特点 [9]，校园观鸟活动让越

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关注身边的野生

动物 [10]。因此，将校园观鸟纳入动物

学实践环节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助于

理论联系实际，巩固课堂理论知识。

首先将华南农业大学校园根据土

地利用类型分为：树木园、试验田、

湖泊草坪、教学试验区、宿舍生活区

等不同生境类型，然后带领学生对不

同生境中的鸟类进行识别并对其多样

性进行持续长期监测，这样的实践教

学既可让学生加深对课本上理论知识

的认识，又有利于学生对校园鸟类与

环境的关系、人为活动的影响等情况

进行直观记录，为校园鸟类栖息地定

量评价奠定基础；逐步引导学生在实

践中关注周边的动物、体会保护环境

的重要性，最终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通过对校园鸟类的长期观测，不仅能

提高动物学实践教学效果，还能为相

关科学研究工作提供基础数据 [11]，如

城市化进程对野生动物，特别是野生

鸟类的影响等，为高校生态文明建设

增砖添瓦 [12]。同时也为学生开启了

开展科研的大门，为后续的科研创新

活动做铺垫。

2.3 结合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

科研工作与实践教学联系最为紧

密，因此应加强实践教学与大学生科

技创新项目（“大创”）相结合，实现

实践教学与大学生科技创新相互促

进。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

学院对本科生实行“本导制”，即每

位大学生需选择一名指导老师进实验

室，完成一定量的科研实验任务。目

的是让学生在本科阶段就参与科研活

动，在具体实践中学会基本的科研思

路，培养查阅文献、撰写论文等科研

创新能力。

为了让学生更有信心申请和完成

“大创”，在课程设置中有意识地带领

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进行“大创”调研

活动，如分组带领学生就某一动物分

布集中的区域进行前期调查，积累相

关数据，同时引导学生查阅相关文献

资料，完成文献综述部分的写作，明

确开展科学调查研究的目的、意义，

逐渐理顺“大创”的调查步骤和预期

结果。

2.4 改革动物学实践教学考核评价

体系

根据动物学实践教学特点，建立

了相关评价体系，该体系从学习准

备、专业能力和学习效果3方面一级

指标出发，为学生、小组和指导教师

3个评价主体分别赋予一定的权重，

注重实践学习过程与结果，成绩得分

由学生自评、同学之间互评、小组成

绩以及教师评价组成，定性与定量

相结合，加强对实践过程的管理和评

定，更能体现对培养学生基本素质、

提高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的考察。通

过以上改革，调动了学生学习积极性

的同时，让学生更加注重学习过程，

收效良好。 
近年来，信息技术对传统教学方

法产生一定冲击，手机、平板电脑等

电子产品早已走进日常生活，智能手

机的功能越来越齐全，特别是拍摄

效果和质量方面不断改善，在动物学

实践教学中引导学生利用手机或平板

电脑的GPS定位、摄影录像等功能，

在收集数据和佐证材料（照片和视频

等）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同时，网

络资源如识别昆虫的“见虫”、识别

鸟类的“懂鸟”“爱鸟”等，可为动

物学野外实习提供极大便利。另外，

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电子书资源，引

导学生实习前先下载《中国昆虫生态

大图鉴》《鸟类图鉴》《中国兽类野外

手册》等电子图鉴，方便其野外实习

中边查边学。

当前，将网络教学带入实践教学

也是大势所趋。师生之间通过网络无

障碍地进行实时数据和照片的传输交

流，方便教师在课前通过群共享上传

实验课相关的预习资料和图片，在实

验课堂上学生可以利用手机及时保存

并上传实验结果，为让每个学生参与

进来，可以通过匿名打分等方式给各

组同学评定成绩，评分结果为同学之

间交流相关实验内容提供了空间，也

方便后续上课的班级能够在此基础上

不断完善实验，每次实验课结束之前

教师对上课情况进行总结，分析实验

操作的关键环节和实验失利的问题所

在。此外，实验报告的收集采取电子

化，让学生将完成的实验报告以图片

形式发给教师，成绩评定后的实验报

告上传云端存储。因此，顺应时代潮

流，利用多种智能产品，可以充分发

挥其在实践教学中的作用。

3 动物学课程实践教学改革成效

采取以“学生为教学主体”的改

革措施后，学生变被动为主动，成为

授课、准备实验材料的主体，通过让

他们自己思考、准备、收集和分类

资料等过程，大大增强其责任感。同

时，有利于同学之间相互督促、团结

协作、共同进步。既锻炼了学生的独

立思考问题能力，又能在自我查找、

想办法解决问题过程中强化对知识的

梳理和消化。开展在学校农博馆开展

课程实践，增强了学生对专业的认同

感；通过组织校园观鸟，提高了大家

的野外识鸟能力的同时，让他们深刻

体会动物学与生活息息相关。期末考

试显示，学生们及格率100%，优良

比例超过80%。

在动物学课程实践教学中，指导

学生们对广州帽峰山森林公园的野生

动物、广东三水云东海国家湿地公园

等地的调查结果为下一年的“大创”

申报提供了前期基础数据，学生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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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倍增，踊跃报名。同时，鼓励学生

积极参加各种相关的比赛活动，如在

2020年第二届粤港澳三地观鸟大赛

中，2019级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

管理专业参赛4名同学全部获奖。教

师们积极推荐学生参加各种奖项的

申报，如参加 2021年华南农业大学

“丁颖杯”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自

然科学类学术论文专项赛中，本专业

参赛论文获得了一等奖。这些活动都

极大增强了学生的积极性和自信心，

使其学习充满挑战与乐趣，通过参加

竞赛，学生能不断地认识自己、检验

能力，提高水平，也为低年级的学生

树立了好榜样。

动物学的实践教学非常重要，但

如何因地制宜安排好实验内容，使之

与理论教学相呼应，让学生学有所

获，乐在其中，更需要任课教师根据

实际情况，特别是学校本身的特点及

学生的专业，针对性地设计实践教学

形式。如北京林业大学动物学教学团

队选择北京百花山自然保护区和松山

自然保护区作为该校动物学的实习基

地 [13]。钦州学院利用所在沿海地区海

洋生物资源丰富的特点，选择以海洋

生物作为实验材料 [14]。有些高校在

经费紧张和疫情的影响下，甚至取消

实践教学环节；有的高校动物学实践

教学以参观动物园、救护站等为主；

有的则采用观光式实习，带学生到风

景名胜区或海边旅游，根本谈不上培

养和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 [15~16]。华南

农业大学动物学教学团队则利用校园

地理位置优越、范围大，鸟类多样性

高，自然资源丰富等特点进行教学，

取得更好的实践教学成效。

通过以上改革措施，学生们的学

习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动手做实

验的信心大大增强，有几位学生利用

课余时间参加了“粤港澳大湾区生

态修复”科考大赛，并获得了“优秀

奖”的好成绩。自 2008年开始，笔

者团队指导的“大创”每年都有项目

获得资助。十几年来，经过师生共同

努力，所有课题一一顺利结题，并在

学术期刊上发表了科研论文。

本文在新林科建设背景下，积极

探索动物学课程实践教学对提高学生

的科研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等方面行

之有效的方法，着力培养具有一定

的批判思维、创新能力、科学研究能

力、沟通表达能力、组织管理能力、

团队合作精神，能解决实践问题的高

素质复合应用型人才。从华南农业大

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专业学

生对动物学课程的学习效果来看，收

效显著，极大提升了学生的创新意

识、创新能力和科研素养，符合高校

培养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所需应用

型人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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