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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have gradually strengthene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theory that “clear waters and green mountains are golden mountains and silver mountain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also begun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ecological practice education, through the orga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lassroom 
teaching, practice projects and other activities, to improve students’ awareness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ricultural	ecology	is	a	comprehensive	applied	discipline,	which	is	a	branch	of	ecology	applied	in	the	field	of	agricul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wo mountains theory”,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reform the teaching of agricultural ecology cours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eaching reform path of agricultural ecology cours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wo mountai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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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山理论”背景下农业生态学课程教学改革路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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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来，中国政府部门逐步加大了生态文明建设力度，并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各大高校也开始重
视生态实践教育，通过课堂教学、实践项目等活动的组织与开展，增强学生的生态环保意识。农业生态学是一门综合类应
用型学科，是生态学在农业领域应用的一个分支。在“两山理论”的提出背景下，对农业生态学课程教学进行改革，显得
尤为重要。基于此，论文探讨了在“两山理论”引领下的农业生态学课程教学改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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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

展成为了国家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为应对这一挑战，中国

政府提出了“两山理论”，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平衡的

重要性，以及推动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在这一背景下，农业

生态学成为了关键的学科领域，需要适应新的要求和挑战。

但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农业生态学课程教学过程中

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提

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才能够加快农业生态学课程教学的改

革，提高农业生态学课程教学质量，为“两山理论”的实施

提供支持。

2 “两山理论”的概念与背景

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力度不断加大的背景下，习近平

总书记早在 2005 年就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论 [1]。这一理论对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资源之间的平衡发

展进行了充分强调，希望可以通过科学合理的生态环境保护

措施和生态文明建设措施，实现美丽中国和幸福中国的愿

景，促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两山理论”背后的理论背景是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

系统威胁的不断恶化。无论是日益复杂的气候变化、日益严

重的空气污染以及日益丧失的生物多样性问题，都已经引起

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 [2]。中国过去几十年不合理的经济发

展战略，使得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只有以“两山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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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为指导，组织开展各种生产生活活动，才能够为中国提

供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

3 “两山理论”与农业生态学之间的联系

“两山理论”与农业生态学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首

先，农业生态学课程教授学生如何在农业生产中应用生态学

原则，以实现生态优先和可持续发展。这些原则包括生物多

样性原则、有机耕作原则、水资源管理原则、能源效率原则

和土地保护原则等，与“两山理论”的核心原则相吻合。其次，

农业生态学课程强调生态农业原则，鼓励学生采取环保友好

的农业方法，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降低水资源浪费，提

高能源效率 [3]。这些实践与“两山理论”的理念一致，即通

过保护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态要素来实现可持续农业。最后，

农业生态学课程教授学生如何理解和维护农业生态系统的

平衡。这些生态系统包括土壤、作物、水资源、害虫和野生

动植物等。学生了解这些生态系统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在农

业生产中维护它们。

4 “两山理论”背景下农业生态学课程教学
过程中的常见问题

4.1 教学实践性较差
在“两山理论”背景下，农业生态学课程教学过程中，

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实践性较差。课程教学以理论性内容的传

授为主，并没有将农业生态学课程与农业生产实际紧密地结

合在一起，没有重点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另外，在实际的

理论知识传授过程中，教师引用的实际案例数量也非常少，

学生很难结合实际案例，对理论知识进行融会贯通。

4.2 教材内容更新速度慢
在“两山理论”背景下，农业生态学课程的教材内容

更新速度过慢，也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首先，农业生态

学课程的教材内容以农业生态理论知识的传授为主，提及的

农业生产典型案例非常少。所以，虽然学生能够接触到大量

的理论知识点，但是一旦脱离了教材课本和课堂，来到农业

生产真实场景中，将表现出茫然无措的状态，无法将自己所

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活动的指导当中。部分教师也没

有形成强烈的实践教学意识，在传授学生相关知识点的过程

中，并没有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久而久之，不仅降低了

学生对农业生态学课程的学习兴趣，还严重降低了农业生态

学的课堂教学质量。

4.3 优质教学资源匮乏
在“两山理论”背景下，农业生态学课程教学活动的

开展，还面临着优质教学资源匮乏的问题。如果不能对这一

问题进行妥善的处理与解决，不仅会对农业生态学课程教学

活动的有效开展产生影响，还会降低农业人才的培养质量。

首先，部分高校并没有创建足够的实践教育基地，再加上教

育经费的欠缺，教师很难保证实践教学的质量与数量。其次，

部分高校中现有的农业生态学专业教师较少，且存在着优秀

教师向外流失等问题。教师教育能力偏低，专业素养不够高，

都会对农业生态学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产生影响。最后，部

分学生的综合素质偏低，无法对农业生态学课程中的专业知

识进行正确、准确的学习与理解。

4.4 教学模式单一
在传统应试教育理念的影响下，部分教师依然占据着

课堂主体的地位，依然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学生只能被

动地学习各种知识，主观意识被压制，学习兴趣也不高。另

外，虽然信息化教学模式已经引入课堂当中，但是教师对于

信息化教学模式的应用却非常有限，只是将原本写到黑板上

的内容转移到电子设备上，并没有突出信息化教学模式在激

发学生主观能动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等方面的作用。

5 “两山理论”背景下农业生态学课程教学
改革路径

5.1 加强社会实践的组织与开展
在“两山理论”背景下，要想推进农业生态学课程教

学的改革，需要重点加强社会实践活动的组织与开展，并借

此机会推进实践教学进度。要想提高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发展

水平，就必须储备大量既掌握大量理论知识，又具备较强实

践能力的农业技能型人才。所以，农业生态学课程的教学，

必须对相关社会实践活动的组织与开展，实践教学进度的推

进予以高度重视。首先，对农业生态学的课时进行合理的安

排，适当减少理论课时，增加实践课时，并借助教师的指导

作用，提高学生在校内实践基地中的农业实践学习质量。例

如，可以让学生在春种、秋收期间，进行田间管理（如图 1

所示），并借此引导学生将课堂所学理论知识与农业生产实

践结合在一起，实现综合能力的提升。其次，鼓励学生参加

校外实习活动，并安排专业教师，对学生的实习情况进行指

导，及时发现学生在校外实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进行及

时的发现和指正，提高学生的实习质量，确保学生能够通过

高质量的实习活动，实现实践能力的提高。例如，在寒暑假

期间，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参加实习活动，让学生深入真实的

农业环境当中，进行农业生态环境的调研与分析，获取大量

的农业生态资料。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对农业生态学理

论知识的理解能力，还可以从整体上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图 1 田间管理实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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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对教学内容进行更新
在“两山理论”背景下，需要对农业生态学教材课本

进行持续更新和完善。首先，对教材课本中的理论知识进行

优化和调整，将过于陈旧的知识点剔除，并将生态学领域和

农业领域中最新的科研成果、技术和理论，借助农业生态学

的研究热点进行充实。其次，结合地域资源环境特征、社会

热点、生活常识和新闻热点等内容，对农业生态学的理论知

识进行调整，并将农业生态学的理论知识与“两山理论”结

合在一起。

5.3 加强线上学习资源的建设
在“两山理论”背景下，要想推进农业生态学课程教

学的改革，还需要对线上学习资源进行重点建设。在社会经

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今天，农业生态学领域理论知识的更

新速度也越来越快。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使用传统的教学模

式和教学资源，根本无法让学生接触到现阶段农业生态学领

域中最先进的科研成果和发展趋势。而只有加强线上学习资

源建设，并鼓励教师利用线上教学平台，将专业知识传授给

学生，才能够从整体上提高农业生态学的教学质量，促进学

生的综合发展。首先，教师要在备课环节，对农业生态学的

教材内容、教材大纲进行深入、全面分析，并结合农业生态

学领域的发展现状，对相应的教学提纲进行科学合理的设

计，为在线教学的高效性与有序性提供保证。其次，对线上

学习资源的丰富性特点加以利用，将其作为经典农业生态学

教学案例的补充，为学生开展更加充实、丰富的学习活动提

供支持。最后，将在线学习资源和教材资源、文献资料结合

在一起，借助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的互动与融合，提高农业

生态学课程的教学质量。

5.4 加强教学模式的改革
在“两山理论”背景下，要想推进农业生态学课程教

学的改革，还需要加强教学模式的改革，并在此基础上对农

业生态学课程的教学方式？进行丰富，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

度。首先，将信息化教学模式应用到实际的农业生态学课堂

教学过程中。在正式开始教学活动之前，利用在线教学平台

为学生布置预习任务；在完成课堂教学任务之后，再利用在

线教学平台，为学生布置课后作业任务。然后再以电脑学生

利用在线学习平台，对各种学习资料进行收集和整理，增强

学生的主动学习意识。之后，再利用在线学习平台，对学生

进行单元测试，帮助学生巩固课堂所学。其次，组织开展多

样化的学习活动，将学生对农业生态学的学习兴趣激发出

来。例如，教师可以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应用到课堂教学过

程中，并对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进行突出，调动学生的学习

主动性。或者教师还可以引入探究式教学模式，让学生围绕

农业生态学课程中的某一知识难点进行讨论和研究，然后通

过小组形式做好知识点的梳理、分析与总结。这样，不仅可

以提高农业生态学课程的教学质量，还可以增强学生的团队

合作能力和探究实践能力。

翻转课堂的应用优势见表 1。

表 1 翻转课堂的应用优势

传统课堂 翻转课堂

教师 知识传播者、课堂管理者 学习指导者、促进者

学生 被动接受者 主动研究者

教学形式 课堂讲解 + 课后作业 课前学习 + 课堂研究

课堂内容 知识讲解传授 问题研究

技术应用 内容展示
自主学习、交流反思、协

作讨论工具

评论方式 传统纸质测试 多角度、多方式

6 结语

综上所述，“两山理论”与农业生态学之间的联系极

为紧密。为了保证“两山理论”的正常实施，需要对农业生

态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予以高度重视。但是，受到多方面因素

的影响，实际的农业生态学课程教学现状并不理想。要想推

进农业生态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为国家和社会提供大量优秀

的专业人才，不仅要对农业生态学的教学内容进行更新，还

要加强线上学习资源的建设，加强社会实践的组织与开展，

并对现有的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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