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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总结了甘肃农业大学草业科学专业依托稳定的野外实习基地,开展综合性野外教学实习的创新与实践.从

综合教学实习的目标定位、实习课程的关联性分析与系统设计、综合性实习项目的筛选及综合实习的过程管理等

方面进行了阐述.通过草业科学综合性野外教学实习模式的构建,实现了实习课程、实习内容与教学资源的有效

整合,以综合性、系统性与研究性实习项目为主体,提高了野外教学实习的效率,使学生的实践能力与综合素质得

到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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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业科学是以草地农业生态系统为对象,从事

资源保护与利用,通过植物、动物生产及其产品加工

经营,获取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产业[１].从畜牧

学科分离出来的草原学,随着对草地生态服务功能

的不断认识和研究,发展为基于草地农业系统理论

的草业科学本科[２Ｇ３].相对于农业教育的其他学科,
草业科学属于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甘肃农业大学

于１９８９年成为我国首个草业科学国家级重点学科,

２００７年获教育部第一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支

持,现为我国３３所草业科学本科招生高校中规模最

大的本科人才培养基地.因学校地处西北,基础设

施和信息相对落后,随着学科和相关产业的不断发

展,人才培养体系与行业及社会需求不够匹配.从

２０１０年开始,开始调整和优化草业科学专业培养计

划,从课程建设[４]、实践教学及其教学模式等方面进

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尝试.
野外教学实习是实践教学中最贴近生产的关键

教学环节[５Ｇ６],但受教学经费及实践基地等条件的限

制[７],成为农业院校教学中的薄弱环节.教学实习

是在指导教师的现场讲授和引导下,通过学生的观

测与生产体验,巩固课堂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综合分

析和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工作能力.草业科学专业

教学实习[８Ｇ９]是多种教学要素互作的集中体现,改革

和提升的空间大.
“综合教学实习”是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素

质的重要途径[１０],也可成为提升教师综合指导能力

的有效手段.现就甘肃农业大学依托任继周院士始

建于１９５６年的我国第１个草原定位研究站———甘

肃农业大学天祝高山草原试验站,就开展草业科学

综合教学实习改革的经验,与同行进行交流和探讨,
旨在切实提高草业科学专业本科野外教学实习效

果,在促进学生技能培养、综合素质提升等方面发挥

更好的作用.

１　草业科学专业综合教学实习的定位

１．１　传统教学实习面临的问题

由于经费和环境条件的限制,教学实习的时间

相对较短.１９７７―２０００年期间,甘肃农业大学的

草业科学课程体系基本稳定,草原学野外教学实习

保持在１个月以上.２０００年后,虽然课程门数增

加,但课程总学时逐渐压缩,实验与实习时间也呈下

降趋势,草原学野外教学实习也缩短至１５~２０d.
每门课的实习时间相应缩短到２~３d,这么短的时

间很难将所学的主要理论知识和草原生产实际有效

结合起来,要熟悉草原生产的全部过程和环节几乎

不可能.
传统教学实习的课程管理模式面临挑战.长期

以来,草业科学教学实习以课程实习为单元,教学内

容更新也不及时,实习方法与过程管理不科学,对学

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不系统.以课程为体系开展的教

学实习,在设置上呈条块分割状态,系统性差,学生

的思维也局限于教师事先制定的固定模式内[１１],严
重制约着学生实践能力与综合素质的培养.综合课

程或综合性实习项目的开设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

途径,如 沈 阳 农 业 大 学 开 设 “草 业 专 业 实 践”课

程[１２Ｇ１３],在天然草地完成生态系统调查方面的综合

性实验项目.

１．２　草业科学专业野外教学实习的目标与任务

草业科学产生于传统的草原学,随着产业的不

断壮大和理论的逐步完善,草原学已由最初的土－
草－畜系统,扩大提升为具备４个生产层的草地农

业生态系统[２,１４].草原学因其产业结构相对完善,
仍为草业科学课程体系中的主体[１５Ｇ１６],但教学内容

从传统的畜牧生产为主逐步转向生态与生产并重的

草地系统可持续产业模式[１７Ｇ１８].内容涉及草原资源

的调查、分类、规划、监测、管理、利用、培育、生态功

能评定等内容[１９],实践性极强.野外教学实习是在

校内牧草生产实习基础上,在更为广阔的草原进行

的“实战与演练”,是更完整的实践教学环节.

１．３　野外综合教学实习的定位

“综合教学实习”成为有效解决野外实习经费不

足、实习时间偏短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提高的有效

方法,同时也成为提高实习效率的重要途径.通过

实习内容的综合设计与创新整合,使各实习课程有

效衔接,协同推进,在有限的实习期内实现设定的实

习目标[２０].对实习过程各环节的比重进行合理分

配,适当减少验证性实践活动的比例,合理增加综合

性、设计性、研究型等创新性的实践内容,使野外实

习更趋科学合理.甘肃农业大学高山草原试验站所

处区域天祝藏族自治县金强河地区代表性强,有海

拔４０００m 以上的马牙雪山,区内草地类型多样,植
被垂直分布特征鲜明,植物资源丰富,试验站基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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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完善.近些年,甘肃农业大学依托该站先后完成

了３０多个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是开展草业科

学野外综合教学实习的理想场所.相对没有条件进

行驻点实习的院校[２１],有开展综合教学实习的优势

与便利条件.

２　草业科学综合教学实习中的课程关联与实习内

容整合

２．１　综合教学实习中的课程关联

甘肃农业大学综合教学实习以草地农业生态系

统为基本体系[２２],进行由“草地植物分类学”(校级

精品课)、“草地资源调查与规划学”(省级精品课)、

“草地培育学”(省级精品课)、“土壤学”、“草地保护

学”(省级精品课,包括“牧草病理学”、“草地昆虫

学”、“草原啮齿动物学”３部分)构成的草原学课程

群综合实习(图１).通过寻找几门课程实习内容中

的有机联系,科学组织和整合实习内容,实现课程的

联合与协同.课程既相对独立,又融成一体,并把

“综合”的理念贯穿在实习的整个过程中.在传承传

统草原学科教学实习内容的同时,根据专业的培养

目标,紧密结合学科的发展趋势,在有限的教学时数

内,对实习内容做了严谨周详的取舍.草业科学综

合教学实习的内容围绕着“草地生态系统自然属性”
与“草地放牧系统生产过程”两个模块进行实习课程

的关联组织与实习内容的整合(图１).

图１　草业科学专业综合教学实习课程的关联与综合模型

Fig．１　CoursecorrelationandintegratedmodelfieldteachingpracticeforPrataculturalScience

２．２　综合教学实习的内容整合与协同推进

草地生态系统特征模块(图１)的实习内容涵盖

了“草地植物分类学”中的高山草地植物分布、草地

植物调查、植物鉴定与标本的制作等.“草地昆虫

学”、“草原啮齿动物学”和“牧草病理学”中的草原昆

虫、啮齿动物及牧草病害微生物的种类、数量、危害

程度调查、标本制作与鉴定等内容.这４门课程协

同进行,涉及草地植物、动物、微生物,既有共性,也
有差异,通过全面系统地训练与比较,可更好地掌握

草地生物多样性的相关调查技术与分析方法.并通

过土壤学中土壤剖面特征、草原土壤类型分布与植

被的关系等内容的实习,从生态系统层次理解土壤、
植被及其他生物类群间的互作适应与土壤改良等问

题.模块内不同课程的内容互补,协同推进,如“植
物分类学”与“牧草病理学”实习中要求学生除采集

规范的植物标本,还要采集带有明显病斑的病理学

标本,不让学生重复往返奔波于同一地点,提高了实

习效率,体现了综合实习的特点.
草地牧业生产与资源管理模块(图１)包括“草

地资源调查规划学”与“草地培育学”中的利用传统

方法与３S技术进行草地调查和制作草地资源分布

图的方法;通过不同退化程度草地的样方调查及放

牧家畜采食行为的观测,分析放牧退化的演替规律,
提出草地管理与退化草地培育的措施与建议.两门

课程整合进行,首先让学生掌握不同草地的监测技

术,草地放牧利用与管理方面的综合知识与技能,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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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完成当地草地畜牧业生产现状的调查与分析等,
体现了综合实习的特点与生产的贴合.

在完成模块内课程协同推进和综合技能实训的

同时,还要加强两个模块间的顺利过渡和衔接.比

如在为期３d的“植物分类学”实习中,既要指导学

生掌握经典植物分类学中以生殖器官为主进行的植

物识别与鉴定方法,还要引导学生采集同一种植物

不同生育期的标本,进行形态特征辨识,保证“草地

资源调查”与“草地培育学”中样方内所有植株的准

确识别和调查结果的客观性.要求相关课程指导教

师间的沟通与积极参与,实现教学实习内容的整合

与衔接.对草地样方中出现频率比较高且不易区别

的优势植物要求学生制作“识别小本”,比如８种常

见的委陵菜属(Potentilla)草本植物易混淆,让学生

制作复叶标本进行区别,在草地群落调查时将“识别

小本”带在身边,便于随时查阅,这样既可节约时间,
提高实习效率,也可培养学习的主动性与动手能力.

２．３　“综合”思维模式下的教学实习形式与设计

２．３．１　综合性教学实习项目的筛选组合与系统化

　将“草地资源调查”课程中不同草地类型的调查与

“草地培育学”的牧草分蘖类型调查重点进行调整,
整合成了综合性更强的实习项目,既要调查不同的

草地类型,还要调查同一类草地不同退化程度的草

地,将群落优势种作为分蘖类型的重点调查对象.
除可获知草地的成因,还可深入理解草地退化演替

进程中植物、家畜及环境间的互作与因果关系等深

层次机理.通过强化项目的综合性及系统性设计,
在验证基本现象的同时,加深对草地生态学相关理

论知识的应用,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２．３．２　提升综合性教学实习项目的研究性　相关

课程的指导教师共同设计研究型“小课题”,还可充

分考虑学生自己主持的科研训练项目,甚至是自设

项目,以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参与意识,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创造力.如贴近生产的项目“南泥沟村

草地畜牧业生产系统调查与优化设计”,或“气候变

化背景下金强河地区高寒草甸草原退化及面临的新

挑战”等较宏观的选题.要求学生在几门课程实习

的过程中进行调查访问和有效信息数据的收集,经
过小组成员的积极参与,充分准备和不断讨论,综合

应用所学多门课程的相关知识,在教师指导下,于相

关实习结束后,完成质量不错的调查报告或生产设

计.研究型的实习项目让学生在实习过程中进行探

索,使产、学、研成果和学科前沿知识得到应用,提高

学生从发现问题、应用已有知识研究问题到解决问

题的综合思维能力.

２．３．３　综合教学实习中新理论和新方法的传授和

应用　充分利用３S技术,进行野外考察点的导航和

定位,对照地图、卫星图分析不同草地资源分布状

况、环境特征与利用情况.邀请学院“柔性引进”的
澳大利亚专家实地讲解演示“步测法”、草地优势种

与生物量快速估测法等(图２),让学生与所学传统群

图２　野外教学实习现场图

Fig．２　Fieldphotoofteachingpractice
注:图 A和图B分别使用“样方法”和“步测法”测定草地植物分盖度.

Note:Plantcoveragemeasuredby“quadratmethod”(A)“footstepＧway”(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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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测定方法进行比较.在草地放牧与群落演替实习

项目中,训练学生以空间尺度代替草地植被演替时

间尺度的研究模式.因受围栏格局和距畜圈远近的

影响,长期以来试验站不同地段的草地受到不同程

度地藏羊采食和践踏,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利用梯度

特征,依次设置了不同放牧强度的试验样方,进行草

地群落演替的实习,并作为学生每年的必选实习项

目,进行连续监测.该实习项目的综合性体现在应

用“草地资源调查”课程中的草地“四度一量”方法研

究草地放牧利用演替问题.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

科研思维能力,还可让学生真切感受草地一旦因随

意开垦或超载过牧遭到破坏,其恢复将是一个漫长

与复杂的过程,提高学生的草原生态保护意识.

２．３．４　综合型实习体验活动　马牙雪山是实习基

地所在区域内的标志性山脉,北坡草地植被垂直分

布特征鲜明,是当地牧民的夏季牧场.通过组织爬

山体验活动,一方面完成了“草地资源调查”课程中

草地类型分布与 GPS样点的实测等实习内容;还可

亲身感受山地牧场的季节划分与暖季型草地牦牛的

放牧利用情况,完成“草地培育学”的实习任务;还可

欣赏水母雪莲(Saussureamedusa)等高海拔区特色

植物及昆虫等,拍摄照片或适量采集一些标本,完成

“植物分类学”等课程的实习内容.爬山体验活动还

可锻炼学生的意志,增强学生的团队意识.

３　综合教学实习的过程管理与实现

３．１　实习前的准备与组织

实习前,对各门课程的实习任务与实习内容进

行汇总.除召开常规的实习动员大会,还要召开野

外教学实习指导教师的集体备课会.除对实习时

间、路线选择、讲解方式及考核方式等进行精心策

划,重点就相互关联的课程与实习内容进行有效衔

接或整合设计,形成综合型的实习项目,完善实习方

案,落实实习过程中的每个关键环节.将实习项目

与方案下发学生实习小组,结合进行相关文献资料

的查阅和准备,复习储备相应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

术.指导老师通过邮件及课程网站等为学生提供实

习指导、金强河地区植物名录、植物及草地昆虫图谱

等实习参考资料.每门课程配备２~４名经验丰富、
专业面较宽的教师组成实习指导教师团队,通过分

工合作,负责讲解、答疑及检查、考核学生实习效果

等.

３．２　综合教学实习过程的管理

在每个实习项目外出前,先在试验站内进行室

内培训.指导老师简要讲授实习内容,通过知识回

顾与思维点拨等方式引导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相关知

识,明晰相应的实习目标和基本思路.还要请驻站

老师介绍实习基地的历史背景和当地的民俗民情

等,强调野外实习期间的安全注意事项.学生野外

实习以６人为１小组,设组长１名,成员分工合作,
共同完成观测记录、数据分析和报告撰写.团队成

员必须积极参与,通力合作,才能圆满完成实习任

务.指导教师根据实习课程及实习项目实行交叉配

合指导.强调指导老师对学生的启发,通过学生的

自身体验,变被动的“听”和“记”为主动的“看”和

“想”,通过观察和思维推断得出结论,获得深刻的印

象.在野外实习中,学生也要根据自己的观察,随时

向教师提出感兴趣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单纯的

某一课程的问题,也可以涉及到植物分类学、草原管

理、土壤学、昆虫学,甚至是民俗方面的相关问题.
因此,指导教师不仅应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同时

还要有很强的野外工作经验和人文社科方面的基本

知识.

３．３　综合教学实习的总结与拓展

返回试验站后,指导老师还要根据相关课程的

关联性,举办“样地植物群落调查与数据统计分析”、
植物(或昆虫、啮齿动物、植物病害)标本制作与鉴定

等内容的专题讲授,并跟组答疑,指导学生完成实习

数据记录的整理与报告撰写.学生通过阅读相关资

料,结合野外实际,对已经获得的数据资料进行合理

推断与分析,将不同课程的知识有机地联系起来,使
知识得以巩固和系统化.指导老师还要利用空闲或

雨天等时间,组织相关老师从不同课程交叉的角度

及学生感兴趣的内容,设计讲授如藏区草原文化专

题,组织学跳藏族舞等感受草原民族风情的趣味活

动等,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２３].
按学分制的要求,学生的实习成绩仍按传统的

课程模式进行考核管理.课程的考核成绩由个性化

实习面试考查、实习报告成绩和实习表现成绩３部

分(不同课程老师选择６∶２∶２或７∶２∶１)构成实

习课程的鉴定成绩(优、良、中与不合格).但综合实

习的相关课程涉及多名指导老师,均不同程度参与

实习表现、面试等个性化考试的考核,指导老师都要

将综合型实习项目的完成情况作为成绩评定(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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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重要方面,确定学生的实习成绩.

４　结语

甘肃农业大学在目前的草业科学实践教学体系

中,推行综合野外教学实习的实践与创新探索,获得

了以下几方面的显著效果:在丰富实习内容、优化教

学资源配置,提高教学实习效率,促进理论知识与生

产实践的有机结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调动学

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系统能

力和创新意识也有积极意义;还在加强广泛交流、培
养良好的师生关系、提升教师的综合指导能力方面

发挥着良性作用.今后,综合教学实习依托稳定的

野外教学实习基地,在教学过程中进一步完善综合

性实习内容,不断优化综合野外教学实习模式,为实

现具备生态和人文视野的草业科学专业“复合型”人
才的培养目标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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