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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称 副教授 使用教材 《生态学》李博主编 

课

程

教

学

目

的  

１．通过生态学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２．了解生态学的常用研究方法。 

3．通过人类生态学知识的介绍，使学生清晰地认识到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

地位。使学生树立起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良好意识。 

４．使学生了解当前生态学的发展趋势，拓宽知识面，培养能力。 

 

 

 

 

学 
 
 
 
时 
 
 
 
分 
 
 
 
配 

章 节 章   节   名   称 理论 实验 

  绪论――生态学的基本任务 3  

１ １ 适应与进化 4  

１ ２ 生物与环境 3  

３ ２ 种群及其基本特征 5  

２ １ 种群生活史 5  

２ ２ 种内、种间关系 2  

２ ３ 群落的组成与结构 3  

２ ４ 群落的演替 3  

３ １ 生态系统的一般特征 2  

３ ２ 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 2  

３ ３ 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 3  

４ １ 景观生态系统 4  

４ ２ 生态学调查方法 1  

４ ２ 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 5  

５ １ 外来种入侵生态学 5  

５ ２ 学生实验结果汇报 4 18 

     

合  计  54 18 

 



周 次：  1                                         

教  学 
目  的 

了解生态学及其分支学科，熟悉现代生态学的研究热点，以及生态学中的十

大规律，了解生态学的发展史，生态学的研究目的以及生态学的学习方法 

了解生物与环境间的相互关系，生物适应与进化 

教 
 
学 
 
内 
 
容 

引言 

生态学及其分支学科 

现代生态学的研究热点 

生态学中的十大规律 

生态学的发展史 

生态学的研究目的 

生态学的学习方法 

环境的概念及其内含 

适应与进化 

 

教学重 

点、难 

点及教

学方法 

重点，难点：现代生态学的研究热点，生态学中的十大规律 

 

方法：多媒体教学，双语教学，讲授法 

 

 

 

作  业
思考题

讨论题

阅  读
材  料 

 

 

 

 

题 
后 
记 

直观的语言，直观的多媒体教学手段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引入了本学科研究的前沿性问题，使学生触摸到了世代发展的脉搏，激

发起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注：课后记包括学生课堂纪律、教学内容完成情况及教学体会等。                  第 1  页 

 



周 次： 2                                          

教  学 
目  的 

1 了解生物与其生存环境间的相互关系 

2 掌握生态因子对生物的限制作用以及生物的适应性 

教 
 
学 
 
内 
 
容 

环境的概念 

生态因子的概念 

生态因子对生物的限制作用以及生物的适应性 

 

 

 

 

 

 

 

教学重 

点、难 

点及教

学方法 

重点：生态因子对生物的限制作用以及生物的适应性  

 

难点：生态因子与环境因子的区别与联系 

 

 

 

方法：多媒体教学，双语教学，直观教学 

 

作  业
思考题

讨论题

阅  读
材  料 

 

 

 

 

题 
后 
记 

课堂气氛好，圆满完成教学任务 

 

 

 

注：课后记包括学生课堂纪律、教学内容完成情况及教学体会等。                  第 2  页 



周 次：3                                             

教  学 
目  的 

1 掌握种群的基本特征 

2 了解影响种群动态的参数 

教 
 
学 
 
内 
 
容 

种群的定义 

种群的统计学特征 

影响种群动态特征的参数 

种群的空间格局 

种群增长模型及其生物学意义 

种群的调解 

 

 

 

 

 

 

 

 

教学重 

点、难 

点及教

学方法 

重点：1  种群的统计学特征 

2  种群的空间格局。 

难点：种群增长模型及其生物学意义，生命表的构建 

方法：双语教学，多媒体教学 

 

 

作  业
讨论题

阅  读
材  料 

 

 

 

题 
后 
记 

本次课内容多，需理解和记忆的知识点多 

课堂气氛好，课下依然讨论热烈 

注：课后记包括学生课堂纪律、教学内容完成情况及教学体会等。                  第 3 页 

 



周 次： 4                                            

教  学 
目  的 

1 掌握生物种内与种间的相互关系 

 

教 
 
学 
 
内 
 
容 

生物种内的相互关系 

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生态位的概念 

 

 

 

 

 

 

 

 

 

教学重 

点、难 

点及教

学方法 

重点： 生物种内与种间的相互关系 

 

难点：生态位的概念 

方法： 多媒体，双语教学 

留出时间就同学感兴趣的生态学问题进行课堂讨论 

 

作  业
思考题

讨论题

阅  读
材  料 

 

 

 

 

题 
后 
记 

复杂多样的生态学“关系”使学生对生态学的兴趣倍增 

在课堂讨论中，同学积极参与，热情高涨。有利于教师及时地发现问题，不

失为一种很好的教学手段 
 

注：课后记包括学生课堂纪律、教学内容完成情况及教学体会等。                  第 4  页 



周 次：  5                                         

教  学 
目  的 

1 了解生活史的概念 

2 掌握研究种群生活史的方法及研究意义 

教 
 
学 
 
内 
 
容 

生活史的定义 

描述生活史的主要参数 

生活史的类型 

生活史的进化 

研究种群生活史的方法及意义 

 

 

 

 

 

教学重 

点、难 

点及教

学方法 

重点与难点：描述生活史的参数，生活史的类型 

方法：通过一系列实例导入新课 

      多媒体，双语教学 

 

 

 

 

 

作  业
思考题

讨论题

阅  读
材  料 

 

 

 

 

题 
后 
记 

课堂上留时间给同学讨论，气氛热烈，拓宽了学生的思维，加深了对理论 

知识的理解 

学生对生态学课程的兴趣日益浓厚 

注：课后记包括学生课堂纪律、教学内容完成情况及教学体会等。                  第 5  页 



周 次：  6                                             

教  学 
目  的 

1 了解生物群落的组成与结构 

2 掌握群落的时空格局与群落结构的研究方法 

教 
 
学 
 
内 
 
容 

群落的概念 

群落的数量特征：密度，频度，盖度，多度，丰富度，优势度，重要值 

群落的水平结构：优势种，建群种 

群落的垂直结构 

群落的时间结构 

群落物种多样性与稳定性间的关系，关键种，冗余种 

生境片段化与岛屿化生境 

岛屿生物学与保护区设计 

教学重 

点、难 

点及教

学方法 

重点与难点：群落的结构 

            岛屿生物学与保护区设计 

            群落物种多样性与稳定性间的关系 

教学方法：多媒体双语教学 

          理论联系实际 

 

 

 

 

作  业
思考题

讨论题

阅  读
材  料 

 

 

 

 

 

题 
后 
记 

圆满完成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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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次：  7                                        

教  学 
目  的 

了解群落演替的概念 

掌握群落演替的基本特征及其现实意义 

教 
 
学 
 
内 
 
容 

群落演替的概念 

群落演替的类型 

 

 

 

 

 

 

 

教学重 

点、难 

点及教

学方法 

重点与难点：群落演替的类型，群落演替的过程 

 

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 

          理论联系实际 

 

 

 

 

 

作  业
思考题

讨论题

阅  读
材  料 

 

 

 

 

题 
后 
记 

课堂纪律好，学生学习热情高，积极思考的同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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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次：  8                                        

教  学 
目  的 

1 掌握动植物群落的演替过程，了解有关演替顶极的学说 

2 掌握群落的多样性与稳定性之间的关系 

教 
 
学 
 
内 
 
容 

群落演替过程 

演替顶极学说 

群落的多样性与稳定性 

 

 

 

 

 

 

 

教学重 

点、难 

点及教

学方法 

重点：群落的多样性与稳定性之间的关系              

 

 

难点：群落演替的顶极学说 

       

 

作  业
思考题

讨论题

阅  读
材  料 

 

 

 

 

 

题 
后 
记 

圆满完成教学任务 

 

 

 

注：课后记包括学生课堂纪律、教学内容完成情况及教学体会等。                  第 8 页 



周 次：  9                                            

教  学 
目  的 

1 掌握生态系统生态学的概念，  

2 掌握生态系统的组成与结构。 

 

教 
 
学 
 
内 
 
容 

生态系统生态学的概念 

生态系统的组成与结构 

 

 

 

 

 

 

教学重 

点、难 

点及教

学方法 

重点和难点：生态系统的组成与结构 

 

 

 

方法：多媒体讲授，讨论  

 

 

 

 

作  业
思考题

讨论题

阅  读
材  料 

 

 

 

 

 

题 
后 
记 

教学效果好 

学生学习热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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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次：  10                                        

教  学 
目  的 

掌握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教 
 
学 
 
内 
 
容 

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教学重 

点、难 

点及教

学方法 

重点和难点： 生态系统中几种重要物质的循环 

 

方法： 多媒体 

 

 

 

 

 

作  业
思考题

讨论题

阅  读
材  料 

 

 

 

 

题 
后 
记 

课堂纪律好 

 

 

 

注：课后记包括学生课堂纪律、教学内容完成情况及教学体会等。                    第 10 页 



周 次：  11                                             

教  学 
目  的 

掌握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 

 

 

教 
 
学 
 
内 
 
容 

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 

 

 

 

 

 

 

 

 

 

 

教学重 

点、难 

点及教

学方法 

重点难点：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 

 

 

                     

方法： 多媒体讲授，讨论 

 

作  业
思考题

讨论题

阅  读
材  料 

 

 

 

 

题 
后 
记 

讨论课效果好 

 

 

 

注：课后记包括学生课堂纪律、教学内容完成情况及教学体会等。                  第 11  页  



周 次： 12                                 

教  学 
目  的 

掌握生态系统的功能 

 

教 
 

学 
 

内 
 

容 

生态系统的生产功能 

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教学重 

点、难 

点及教

学方法 

教学重点：生态系统的功能 

      

教学难点：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 

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      

 

 

 

 

作  业
思考题

讨论题

阅  读
材  料 

 

 

 

 

 

题 
后 
记 

学生学习热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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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次：13                                             

教  学 
目  的 

１．了解景观及景观生态学的定义 

２．了解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内容，掌握景观生态学中的重要概念 

教 
 

学 
 

内 
 

容 

景观 

景观生态学 

景观生态学的研究内容 

斑块，廊道，尺度，式样，本底 

景观生态学中的一些重要理论 

景观生态学的应用 

 

 

教学重 

点、难 

点及教

学方法 

教学重点：景观生态学中的重要概念 

教学难点：景观生态学的定义 

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 

 

 

 

 

 

 

作  业
思考题

讨论题

阅  读
材  料 

 

 

 

 

 

题 
后 
记 

景观生态学是一个较新的学科领域，有一整套独特的知识体系，对学生来 

讲比较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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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次：14                                       

教  学 
目  的 

了解当代生态学常用的野外调查方法 

了解植物群落的密度与产量间的关系，了解群落的边缘效应 

教 
 

学 
 

内 
 

容 

非生物因子的调查方法 

植物、两栖类动物、爬行类动物、鸟类、哺乳类动物的野外调查方法 

实地调查：了解植物群落的密度与产量间的关系，了解群落的边缘效应 

 

 

 

 

 

教学重 

点、难 

点及教

学方法 

教学重点：生态系统中生物及非生物因子的调查方法 

教学难点：野外实验设计 

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实地观察 

课堂互动 

 

 

 

 

 

作  业
思考题

讨论题

阅  读
材  料 

 

 

 

 

 

题 
后 
记 

学生对此部分内容非常感兴趣 

课堂气氛好 

讨论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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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次：15                                           

教  学 
目  的 

学习和掌握生态因子的调查方法 

掌握植物群落的调查方法 

教 
 

学 
 

内 
 

容 

测定光、温、湿、风等生态因子的野外测定方法，以及 GPS 定位 

植物群落中样方、样带的制做 

植物群落中“样方面积——物种数”关系曲线的绘制 

 

 

 

 

 

教学重 

点、难 

点及教

学方法 

教学重点：野外生态学的调查方法  

教学难点：样方、样带的制做 

      

教学方法：野外生态学实验 

 

 

 

 

 

作  业
思考题

讨论题

阅  读
材  料 

 

 

 

 

 

题 
后 
记 

通过实验教学实现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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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次：16                                 

教  学 
目  的 

了解自然资源生态学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了解外来入侵物种的定义，生物入侵的概况，生物入侵的途经 

教 
 

学 
 

内 
 

容 

自然资源的定义，类型 

全球自然资源的现状 

我国自然资源的概况 

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 

本地种、外来种、入侵种 

生物入侵的概况 

外来生物成功入侵的途经 

 

教学重 

点、难 

点及教

学方法 

教学重点：全球自然资源的现状，本地种、外来种、入侵种、生物入侵 

教学难点：本地种与外来种的区别，外来种与入侵种的区别 

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 

实例教学 

 

 

 

 

 

作  业
思考题

讨论题

阅  读
材  料 

了解有关入侵生态学的内容 

 

  

 

 

题 
后 
记 

圆满完成教学任务 

课堂气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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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次： 17                                         

教  学 
目  的 

了解外来种成功入侵的机理，生物入侵的后果，对外来种的管理 

了解由于转基因技术引发的安全性问题 

教 
 

学 
 

内 
 

容 

外来种成功入侵的机理 

外来种入侵的后果（环境后果、经济后果、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对外来种入侵的风险评估 

对外来物种的管理 

转基因技术与生物安全 

生物安全的内含 

对转基因生物的管理 

 

教学重 

点、难 

点及教

学方法 

教学重点：外来种成功入侵的机理；生物安全的内含 

教学难点：外来种成功入侵机理的剖析 

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 

实例教学 

课堂互动 

 

 

 

 

作  业
思考题

讨论题

阅  读
材  料 

 

 

  

 

 

题 
后 
记 

 

 

 

 

注：课后记包括学生课堂纪律、教学内容完成情况及教学体会等。                  第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