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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内蒙古大学生物学野外综合实习基地的建设、生物学野外综合实习课程的改革、对外开放实习的

实践等进行了介绍；探讨了与相关单位合作共建实习基地和对传统实习内容、方式改革的经验，以及建设自主管

理实习基地的模式；对实习基地面向全国开放、实习基地网站建设、生物学野外综合实习教学资源网上共享等问

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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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野外综合实习”课程是动物生物学、植

物生物学、微生物学、生态学等生物学专业基础课教

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是培养学生自理能力、吃

苦能力、科研能力、团队精神、创新意识的重要途

径。选择自然性、典型性明显，生态环境基本维持原

有自然状态的地区建设实习基地，是完成生物学野外

综合实习教学任务的基本条件。本文就内蒙古大学生

物学野外实习基地的建设、生物学野外综合实习课程

改革及实习基地对外开放的经验和体会总结如下。

1 生物学野外综合实习基地的建设

1. 1 探索与相关单位合作共建生物学野外综合实习基

地的模式

内蒙古大学历来十分重视生物学野外实习和实习

基地的建设。早在建校初期的1957年，我国著名植物

生态学家李继侗学部委员，就为内蒙古大学生物学系

设计了人才培养方案，并选择自然性、典型性明显，

地貌和植被类型多样，生态环境基本维持原有自然状

态的内蒙古高原中部偏东地区的锡林郭勒草原建设了

生物学实习基地。自1994年内蒙古大学生物科学专业

被批准为“国家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

地”以来，我校先后与锡林郭勒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达里诺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中国

科学院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站等7家单位签订协议并共建

实习基地，到2008年，建成一个以1条线路、5个基

地、5个考察点，辐射周边的固定的生物学野外实习基

地。实习基地包括锡林郭勒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

习基地、达里诺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习基地、赛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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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习基地、白银库伦自然保护

区实习基地、白音敖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习基地。

在实习路线上和基地附近选择了5个具有代表性的地区

作为实习考察点，包括大青山山地草原考察点、赛罕

塔拉荒漠草原考察点、哈尔查布淖尔古湖盆荒漠植被

考察点、西乌珠穆沁草甸草原考察点、黄岗梁山地森

林考察点。建立和完善了定点实习的条件，实现

了“点—线—面”相结合的生物学综合实习的技术路

线理念：即通过路线考察，使学生实地了解生物与环

境的相互关系，如地形、地貌、气候、土壤等因子对

生物的作用，更好地理解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复杂

性；在实习基地和考察点实习，使学生掌握生物学研

究的基本技术和方法，如样方法、样线法、样带法、

样点法等取样技术，认识我国北方各主要生态系统类

型的生境、物种组成、群落结构等特征；通过面上实

习，感受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和主要受损生态

系统类型，包括放牧、割草、农业开垦、油田和煤矿

开发、城市化过程等。

1. 2 建设自主管理的生物学野外综合实习基地

2009年，学校利用“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经

费，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建立了

自主管理的实习基地。建设宿舍500 m2、实验室160

m2、餐厅80 m2，配置了实验设备、仪器和室内用品，

使实习基地的软硬件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为本“基

地”生物学综合实习、教师科研、研究生学位论文、

本科生创新研究项目、本科生毕业论文及面向全国其

他高校“基地”学生开放实习提供了基本条件。该实

习基地主要植被类型为典型草原，总面积366 hm2，由

133 hm2大针茅典型草原样地、100 hm2羊草杂类草草原

样地、100 hm2退化草原样地及33 hm2控制实验样地组

成。自主管理的实习基地的建设不但能为学生实习提

供植物标本、昆虫标本采集及生态学野外调查、群落

测定的场所，而且为建立长期定位观测的生态学实验

样地提供了条件。

2 生物学野外综合实习课程建设与改革

2. 1 改革传统实习模式，突出学生创新和研究能力的

培养

2000年以前，我校的生物学野外实习以课程实习

为主，包括植物学实习、动物学实习和生态学实习，

由相关任课教师指导，指导教师较少，实习内容较单

一。从2001年开始，我们将传统实习改为生物学综

合实习。实习内容除传统实习的常见动植物种类识

别、动植物标本的制作和保存等外，增加了地形、地

貌、土壤、植被、生物保护、环境污染治理、动物行

为学观察、动植物数量及群落结构调查等内容。加

强了学生生物学调查研究方法的学习。增加小专题

研究。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设计题目，突出学

生独立思考、协作精神、创新精神和研究能力的

培养。

2. 2 建设人才培养实践教学服务平台，实现资源共享

在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内蒙古大学生物

学综合实习基地”建设项目的支持下，本课程教师制

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内容丰富的生物学综合实习数

据库，内蒙古大学生物学综合实习基地网站，编写出

版生物学综合实习指导教材（《生物学综合实习指

导》，《内蒙古常见动植物图鉴》），制作实习指导

多媒体课件等。内蒙古大学生物学综合实习基地网站

（网址：http://202.207.4.3）的建立，为生物学野外综

合实习教学资源网上共享提供了平台。

2. 3 教学团队建设

本课程教学团队现有指导教师13人，其中教授5

人，副教授1人，研究员1人，高级实验师4人，讲师2

人。教学团队中46～59岁中年教师9人，45岁以下青年

教师4人。本团队学历层次高、年龄结构优化，具有丰

富的指导生物学综合实习、实习基地建设、实习基地

对外开放的实践经验。2009年该课程教学团队被评为

校级教学团队，2010年被评为自治区级教学团队。本

教学团队由植物学、动物学和生态学专业承担生物学

综合实习的教师组成，是一个具有多专业背景交叉融

合的团队。每一个专业的教师由不同研究方向的教师

组成，例如动物学专业的教师有鸟类学、两栖爬行动

物学、昆虫学及土壤动物学研究方向的教师。

2. 4 实习仪器和设备建设

2000年以来，内蒙古大学生物学综合实习基地得

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教育部、内蒙古教育厅

等单位多个项目的资助，2006年和2011年分别获得国

家基金人才培养项目“内蒙古大学生物学综合实习基

地”建设项目的资助，先后购置价值120多万元的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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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和设备，为本实习基地学生实习和对外开放提供

了先进的仪器和设备。

3 对外开放实习的实践

经过多年建设，内蒙古大学野外实习基地的软硬

件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大大提升了人才培养与对外

开放的范围和规模，发挥了示范辐射作用。2007年以

来，该实习基地面向全国开放，每年接待并完成外校

近200人的实习任务。2007年7月，举办师资培训班及

研讨会，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18个

生物学“基地”院校的教师来我校生物学野外实习基

地实习、考察，交流实习经验；2008—2011年，来自

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

学、中国农业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

学、华中农业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等35所院校

的132位教师和学生参加了本实习基地的开放实习。参

加我校开放实习的学生和教师对我校生物学综合实习

给予较高评价并提出宝贵建议。如中山大学王英勇老

师在参加了我校生物学综合实习后来信写到：“内蒙

古大学生物学综合实习计划周详，内容丰富，特点鲜

明，值得兄弟院校学习；实习行程超过2300公里，在

国内本科教学实习绝无仅有；本次实习包括8个地点，

亦为国内本科教学实习绝无仅有；在完成全面实习内

容的同时，安排了15个研究专题，学生按自己兴趣或

意愿自由选择，是对教学实习成果的提升和检验，值

得推广。”南开大学石福臣教授在对我校基地开放实

习的评价中写到：“内蒙古大学生物学综合实习内容

丰富，极大地满足了同学们对生命科学的兴趣，对今

后的专业学习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带队的老师均

具有丰富的野外实习经验，我们从中确实学习到了很

多业务知识和野外实习的带队经验，相信会对我校今

后的实习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华中农业大学何华

斌同学在实习总结中写到：“贵校出色的组织与精心

的安排保证了此次野外综合实习的圆满完成，而我们

显然是最大的受益者；内蒙古高原有着十分丰富的生

境类型，如荒漠草原、典型草原、草甸草原、山地草

原、森林、湿地等等，在短短十二天时间里，我们考

察了上述所有类型，这在其他地方实习是不可能的。

通过这次实习，大开眼界，对学到的理论知识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对今后的学习也有了更多的思考。”四

川大学龙吟在内蒙古大学实习基地实习结束后的实习

感想中写到：“内蒙古大学的实习安排无疑是科学而

细致的，处处体现着对学生能力的提升和对学生的人

文关怀。”

4 认识和体会

在“生物学野外综合实习”课程的改革建设过

程中，我们认识到，与传统的以单一课程为主的实习

相比，生物学综合实习是一种创新、是一种高层次的

实习。

在“生物学野外综合实习”课程教学团队建设过

程中，我们体会到，生物学野外综合实习课程的指导

教师应由各学科学历层次高、科研基础好、宏观生物

学功底厚，具有丰富的生物学实习指导、实习基地建

设经验的教师组成，能为生物学野外综合实习在“综

合性”上提供保障；植物生物学、动物生物学、生态

学、植物分类学等理论课程的主讲教师和实验课程的

指导教师应构成团队的主体，可避免理论课与实践性

教学环节的脱节。

生物学综合实习基地网站的建设，能使生物学综

合实习数据库内容、多媒体课件、学生实习收获和体

会、精品课程等实习教学资源及时上网，为生物学野

外综合实习教学资源网上共享提供平台。

在生物学野外实习基地建设过程中，我们体会

到，既要与当地政府合作共建生物学野外实习基地，

也要建设自主管理的实习基地。与当地有关单位合作

共建生物学野外实习基地，不仅能够充分利用相关合

作单位的资源，而且能够促进共建单位各方面的发

展，为基地学生提供更好的实习条件，对共建双方都

有益处；建设自主管理的实习基地，可以建设长期观

察的实验样地，建设实验设备和仪器完善的实验室、

标本室，有利于实习基地软硬件条件的建设，有利于

实习基地规范化管理，有利于充分发挥实习基地的教

学功能、研究功能及创新人才培养功能，有利于扩大

基地开放实习范围和规模。

在生物学野外实习基地对外开放实习实践过程

中，我们深刻体会到，开放实习不但使学生在团队精

神、野外实践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科研能力

以及交际能力等方面得到锻炼和提高，而且能促进实

习基地的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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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存在的问题

本实习基地经过多年建设，虽取得了一些成果和

经验，但仍有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①进

一步探索和完善有效的生物学野外综合实习模式，解

决实习内容多，学时少，小专题研究占用时间较长等

问题；②进一步建设和改善开放实习的实验条件，如

自主管理的实习基地的基础条件建设，长期观察实习

样地的建设等；③协调好与自然保护区共建的实验室

和标本室的建设等；④增加开放实习经费，延长实习

时间，为外校实习学生留出更多时间整理和鉴定动植

物标本；⑤持续投入经费，加大实习基地建设力度，

不断扩大开放范围和规模，以便更好地发挥本实习基

地示范辐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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