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生态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药学与生命科学学院；何正盛）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 程 名 称 生态学 课程性质 专业必修

学 分 2.5 学 时 48

开 课 专 业 生物科学 授课对象 A2211/2 班

二、课程思政建设总体思路

本课程为生物科学专业的专业核心课。教授生态学的主要基础内容，包括有

机体与环境、种群生态学、群落生态学与生态系统生态学等不同层次生态学中的

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与基本规律，以及生态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等方面的内容。 坚

持将我国丰富的生态资源、国家生态发展战略等融入教育教学过程中。注重将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其实践成果融入课程教学。

生态学原理中蕴含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如种群增长率可挖掘

出“党和政府持续优化人口政策是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种群在有

限环境中的增长可挖掘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以及“绿水青山即是金山银山”、

“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发展理念；从生态学课程中深刻挖掘

出各种思政元素，启发和激励学生不断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增强强烈的民

族自豪感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

三、课程思政典型教学案例

（一）案例名称

党和国家持续优化人口生育政策——种群统计学

（二）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能准确陈述种群统计学指标及含义；掌握种群的年龄结构和性

比的概念及对种群增长的意义；掌握生命表和 K-因子分析、存活曲线、种群增

长率和内禀增长率以及生殖价的概念与原理。

2.能力目标：基于对种群统计学相关概念和原理的理解，挖掘其中所蕴含的

思政元素，通过讲授与师生互动交流，培养学生科学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表达

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3.思政素养目标：通过种群统计学的相关理论挖掘我国持续优化人口政策是



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基本人力保障，持续增强学生的法治意识，树立生态

文明思想。

（三）教学设计与组织实施

1.课程的导入（5min）：复习回顾种群的概念及种群的密度和分布，通过提

问学生，引导分析其中的生态文明思想。

2.新课展开与课程思政介入（35min）

2.1 种群统计学参数：主要包括种群密度、种群的初级参数和次级参数，老

师讲授为主。

2.2 种群的年龄结构、时期结构和性比

介绍种群年龄锥体及 3 种类型，某些生物的时期结构，以及性比的基本知识，

实时展示中国人口在 1982 年、1990 年、2000 年、2010 年和 2020 年的年龄

锥体，展示我国人口的性比变化，引导分析我国的人口生育政策的持续优化调整，

独生子女（1979 年）双独二孩（1984 年）单独二孩（2013 年）全面二

孩（2015 年）三孩（2021 年）。可持续发展的概念、理论的介绍，人口对于

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人口结构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2.3 生命表、存活曲线和种群增长率

2.3.1 生命表：介绍生命表的概念，展示藤壶的动态生命表和树木调查的静

态生命表，以及褐色雏蝗的综合生命表，引导学生观察并分析生命表中各参数的

意义，特别指出生命期望 ex 的计算，e0 即为种群的平均寿命。展示新中国人口

的预期寿命的变化，强化学生爱党爱国的思想情感。讲授指出综合生命表中 kx

和世代净增值率 R0 及其生态学意义。以鳟鱼生活周期的 K 值图，通过师生互动

讲解并使学生理解关键因子分析。

2.3.2 存活曲线：从生命表的存活率讲到存活曲线，展示 3 种基本类型，介

绍人类的存活曲线是比较典型的 I 型曲线，当然大多数生物只是表现出接近某一

类型的存活曲线。

2.3.3 种群增长率 r 和内禀增长率 rm

引导分析讲解种群增长率及其计算公式 r=lnR0/T，种群的内禀增长率的概

念及意义，生殖价的概念及意义。

通过师生互动，引导学生分析种群增长率的计算公式的生态学意义，并实时

提问我国的人口生育政策的生态学理论基础，再次展示我国几次人口普查时的数

据，引导学生思考当初（1979 年）为什么我国要实行“每对夫妇只生一孩”的

计划生育政策，而通过持续优化人口生育政策，直至今天（2021 年后）鼓励一

对夫妇可生三孩。通过相关生态学原理的讲解，并与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相结合，

学生应树立历史的观点，学会结合实践分析和解决问题，并增强法制观念，善于



逻辑地历史地分析问题。

3.小结（5min）：总结本节课的重要生态学概念和理论，并再次通过师生互

动阐述给我们的思政启示。

课后作业：1）说明我国在不同时期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种群生态学基础；

2）1992 年我国人口大约 12 亿，出生率为 2.2%，死亡率为 0.7%，其每年的增

长率为多少？若以该增长率增长，则人口何时加倍？

（四）教学效果及反思

《生态学》课程几乎所有专业内容中都可以挖掘思政元素，实施课程思政，

传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但生态学专业概念、原理和理论都极多，授课课时非

常有限，难以保证学生达到生物科学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中规定的全部内容，

同时又不断开展思政教育，提高学生的思政素养。

本节课可以联系的思政元素包括社会主义法治、可持续发展、人口结构调整、

人口生育政策的持续优化等，从实际授课情况看，学生对相关思政内容很感兴趣，

参与热情高，既掌握了相关生态学原理，又学会了成功运用理论解决和分析人口

可持续发展问题。总体上，感觉通过合适的教学活动，的确可以使学生同步达成

提升专业素养和思政素养的目标。

四、课程思政建设特色与创新（总结课程思政建设的特色、亮点和创新点，

凝练可供同类课程借鉴、共享的经验做法。



《生态学》课程将专业知识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密结合，学生在理解和

掌握了生态学基本概念、原理和理论的同时，深刻领会与自觉践行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真正将生态学理论应用于建设美丽新中国的实践中。

本课程不断更新、深度挖掘蕴藏于专业理论知识中的思政元素，注重将思政

教育有机融合于专业教育中，使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受到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不会感觉是专业学习中生硬插入了思政教育，因而

这种课程思政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力，成为专业思政教育的强力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