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学教育发展新趋势
与人才培养思路

内蒙古大学

杨持



生物
科学

二级学科
生态学

（本科生教育）

（研究生教育）

环境
科学

二级学科
生态学

（本科生教育）

20世纪90年代教育部
的专业调整？？？

回顾历史



生物学一级学科

生态学
一级学科

环境科学
一级学科

研
究
生
教
育

本
科
生
教
育

重新调整后的回归

从学科层面上看



从管理层面上看

生态学
一级学科

研
究
生
教
育

本
科
生
教
育

教育部 国务院
学位办



 我国的生态学教育面临两个新
情况，一是，21世纪生态学的突出
特点就是更加紧密地结合社会和生
产中的实际问题，不断突破其初始
时期以生物为中心的学科界限，未
来的环境是以人类为主体的，向解
决社会当前面临的社会问题发展，
并在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起着
越来越重的作用。



二是，2011年初，生态学被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正式调整为一级学科，标志着生

态学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显示

了国家对生态学学科的高度重视和对生态

学专门人才的强劲需求。

考虑到上述两点，生态学一级学科应

该如何建设？



学科范围

在新的形势下，如果不改变现有的专业

设置，生态学学科就不能适应现代科学发展

的需求，因此，生态学一级学科下应该建立

三个二级学科（即三个专业）：

生态科学

生态工程与技术

生态规划与管理



学科方向
生态科学：

基础生态学；理论生态学；污染生态学

生态工程与技术：

应用生态学；工业生态学；恢复生态学

生态规划与管理：

生态规划学；生态经济学；社会生态学



培养目标：

生态科学：
以生物学和数学、物理学、化学、地学等

学科为基础，侧重于培养基础生态学、理论

生态学、污染生态学和保护生态学等领域所

需要的专门人才。 培养具有一定的科学思辨

能力及研究创新能力的研究型人才（生态学

专家）。



生态工程与技术：

侧重于培养农业、林业等领域从事企业

的生态化改造与建设，生态设计以及生态

修复等所需要的专门化人才。这一专业的

生态人才将是具有良好的生态学基础、兼

备生态学知识与技术相结合的实用型人才

（生态工程师）。



生态规划与管理：

侧重于培养生态系统管理、自然资源管理、

区域尺度或流域尺度的生态规划以及生态经济等

领域所需的专门人才。这类生态人才具有广博的

生态学及相关学科知识，以及各种相应专业管理

能力，并且能够将生态学思维运用于管理中的

（生态管理专家）。



课程体系的变化

生态科学的核心课程是：
种群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景观生态学等。

生态工程与技术的核心课程是：
生态工程设计、生态工程学、地区特色课等

生态规划与管理的核心课程是：
环境生态学、生态规划、生态经济学等



要使新的一级学科兼

有理科、工科和文科的三

重属性



对于实践教学的改革

过去的教学实践，实际上是相当
于生态科学专业的课程实践教学，主
要有野外的综合实习，通过路线考察
和试验基地的实验，完成各种生态学
研究方法的训练，学习样方法、样线
法、生物量测定、土壤取样和元素测
定等等。





由于有了新设专业，原来已经很成熟的
实践教学方法和所积累的教学经验，不能满
足新发展的需求，因此，需要做出新的改革。

（1）针对不同的专业，要有不同的实践
教学方案。

（2）由理科向工科延伸与拓展。

（3）学习便于学生毕业后能够较快的融
入社会的技能。



生态工程与技术专业

组织学生考察与参与各类生态工程的
设计与技术方案的制定

1、公路护坡工程设计与技术规范的制定；

2、沙漠治理工程设计与技术规范的制定；

3、湿地治理工程设计与技术规范的制定；

4、小流域治理工程设计与技术规范的制定；

5、等等





生态规划与管理专业

组织学生考察与参与各类建设项目
的生态规划设计与管理方案的制定，如：

1、城市建设规划与管理

2、区域建设规划与管理

3、自然保护区建设规划与管理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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