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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目标与规格 

生态学专业(071004)：培养基础和应用型人才。具有宽

厚的生物科学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系统掌握生态学与生态

工程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通过科学研究训练，具备良好

的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成为生态研究、生态保护及生态学

教学、管理方面的专业人才。 

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健全人格，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备良好的人文社科基础知识和人

文修养；具有较强的自然科学基础，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受到

严格科学思维的训练、掌握生物科学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

和基本技能，受到良好的专业技能训练；具备进一步攻读硕

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良好潜质，能够运用所掌握的理论

知识和技能，从事生物科学基础理论及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

技术开发、教学及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二、培养能力 

（一）专业基本情况 

生态学专业优化情况，2014 年根据《山东大学关于修订

本科专业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山大教字〔2014〕18 号）》，

坚持本科教育“质量、特色、内涵”发展，推进学科大类培养，

对本专业培养方案进行完善性修订，主要体现在大力推进通

识教育、优化课程体系框架推进学科大类培养、减少课内必



修学时增加自主选择空间、发挥学科优势规范特色人才培养

等方面。 

生态学专业属于国家级特色专业，同时，也是 2014 年

山东大学启动的 25 个国际化建设专业之一。 

生态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建设涵盖高中

生、大学生到研究生预培训三个阶段，分别为高中生生物学

培训计划、生命科学取向“泰山学堂”的拔尖人才培养。 

生态学专业的科教协同育人行动计划方面，与中国科学

院进行联合培养优秀拔尖人才。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设立了联合培养本科生的“戴芳兰”班、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

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设立了联合培养本科生菁英班。 

（二）在校生规模 

截止 11 月底，共有本科在校生 29 人。 

在校生数（人） 转专业 

总计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及以上 转入人数 转出人数 

29 0 0 19 10 0 0 0 

（三）课程体系 

1、培养方案学时与学分 

 

 



课程性质 课程类别 学分 学时 占总学分百分比 

必修课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113 

29 

2195+16 周 

739 

76.13% 

25.63% 

学科基础平台课程 28 544 18.87% 

专业基础课程 42 912 31.63% 

实践 

环节 

不含实验课程 2 2 周  

含实验课程 12 14 周  

选修课 

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40 

10 

688 

160 

23.87% 

5.56%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3 48 1.66% 

专业选修课程 27 480 16.65% 

毕业要求总合计 153 2883 100% 

2、实验 

有实验的

课程（门） 

独立设置的实验课程

（门） 

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教学课

程（门） 
实验开出率 

1 12 1 100% 

实验课程一览表 

实验类型 课程名称 实验开出率 

有实验的课程 生态学研究技术 100% 

独立设置的实验课程 大学物理实验 100%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100% 

有机化学实验 100% 

物理化学与胶体化学实验 100% 

植物生物学实验 100% 

动物生物学实验 100% 

微生物学实验 100% 

生物化学实验 100% 

细胞生物学实验 100% 

遗传学实验 100% 

分子生物学实验 100% 

生态学实验 100% 

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教学课程 趣味生物学 100% 



3、精品课程、精品视频公开课、精品资源共享课、双语

课程、慕课等课程建设情况 

《生态学与人类未来》先后入选国家精品课程、国家精

品资源共享课、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生物化学课程》入

选“山东省精品课程”，《微生物学》入选“山东大学精品课程”。  

全英语课程有 3 门，分别为：《高级遗传学(英语)》、《分

子生物学（基地班）》和《普通生物学（基地班）》。 

双语课程有 9 门，分别为：《遗传学》、《分子生物学》、

《生物化学 I》、《生物化学 II》、《生态学》、《微生物学》、《产

业生态学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环境微生物工程》、《植物激

素(双语)》。 

4、课外科技文化活动 

项目 数量 

文化、学术讲座数（个） 

总数 41 

其中：校级 5 

院级 36 

本科生课外科技、文化活

动项目（个） 

总数 58 

其中：国家大学生创新性试验计划项

目 

8 

省部级项目 4 

学校项目 21 

说明：统计时间为 2015 年 12 月-2016 年 11 月 



（四）创新创业教育 

组织学生参加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中，一直

走在学校的前列。2016 年,有 54 个项目活动立项资助，其中

院级 25 个，校级 21 个，国家级 8 个。2016 年组队参加第五

届山东省生物化学实验技能大赛，两队获一等奖，两队获二

等奖。 

三、培养条件  

（一）教学经费投入 

2016 年度生命学院教学经费总投入 260 万元，生态学

专业投入 23 万元，生均经费 7931.03 元。 

（二）教学设备   

生命学院生物专业大类共享教学在用仪器设备共计

1885 件，尚有生物科学专业归属仪器设备 218 件，设备基本

信息见下表清单。 

仪器编号 仪器名称 分类号 
型号 

购置日期 
投入变

化情况 
备注 

02106159 温湿度计 03010108 ZJ1-2B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60 温湿度计 03010108 ZJ1-2B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61 温湿度计 03010108 ZJ1-2B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62 温湿度计 03010108 ZJ1-2B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63 温湿度计 03010108 ZJ1-2B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64 温湿度计 03010108 ZJ1-2B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66 温湿度计 03010108 ZT 1-2A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67 温湿度计 03010108 ZT 1-2A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68 温湿度计 03010108 ZT 1-2A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69 温湿度计 03010108 ZT 1-2A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70 温湿度计 03010108 ZT 1-2A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71 温湿度计 03010108 ZT 1-2A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801998S 
数显土壤紧湿度

仪 
03010108 SC900 2008/4/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217049S 空气温湿度记录03010108 HOBO 2012/12/20 在用 生态学专业 



仪 U12-011 

1217050S 
空气温湿度记录

仪 
03010108 

HOBO 

U12-011 
2012/12/20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217051S 
空气温湿度记录

仪 
03010108 

HOBO 

U12-011 
2012/12/20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217052S 
空气温湿度记录

仪 
03010108 

HOBO 

U12-011 
2012/12/20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217053S 
空气温湿度记录

仪 
03010108 

HOBO 

U12-011 
2012/12/20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217054S 
空气温湿度记录

仪 
03010108 

HOBO 

U12-011 
2012/12/20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217055S 
土壤湿度检测系

统 
03010108 H21 2012/12/20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217056S 
土壤湿度检测系

统 
03010108 H21 2012/12/20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47 便携式温湿度计 03010132 HM34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48 便携式温湿度计 03010132 HM34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49 便携式温湿度计 03010132 HM34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50 便携式温湿度计 03010132 HM34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51 便携式温湿度计 03010132 HM34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0175A 环境植物传感器 03010508 RS-SF-5PR 2005/1/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0176A 环境植物传感器 03010508 RS-SF-5PR 2005/1/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0177A 环境植物传感器 03010508 RS-SF-5PR 2005/1/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0178A 环境植物传感器 03010508 RS-SF-5PR 2005/1/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0179A 环境植物传感器 03010508 RS-SF-5PR 2005/1/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0180A 环境植物传感器 03010508 RS-SF-5PR 2005/1/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0181A 环境植物传感器 03010508 RS-SF-5PR 2005/1/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0182A 环境植物传感器 03010508 RS-SF-5PR 2005/1/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0183A 环境植物传感器 03010508 RS-SF-5PR 2005/1/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0184A 环境植物传感器 03010508 RS-SF-5PR 2005/1/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0185A 环境植物传感器 03010508 RS-SF-5PR 2005/1/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0186A 环境植物传感器 03010508 RS-SF-5PR 2005/1/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0187A 环境植物传感器 03010508 RS-SF-5PR 2005/1/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0188A 环境植物传感器 03010508 RS-SF-5PR 2005/1/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0189A 环境植物传感器 03010508 RS-SF-5PR 2005/1/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802000S 
土壤三参数速测

仪 
03010531 WET 2008/4/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802001S 
农药残毒快速检

测仪 
03010531 1412V-V 2008/4/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10502S 便携式土壤原位03030101 美 国2015/11/5 在用 生态学专业 



电导率测定仪 SPECTRU

M EC 110 

1510503S 
便携式土壤原位

电导率测定仪 
03030101 

美 国

SPECTRU

M EC 110 

2015/11/5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10504S 
便携式土壤原位

电导率测定仪 
03030101 

美 国

SPECTRU

M EC 110 

2015/11/5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802004S 离子计 03030115 ION6 2008/4/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802005S 离子计 03030115 ION6 2008/4/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4590A 手提式溶氧仪 03030119 
CYBERSC

AND0310 
2005/12/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4591A 手提式溶氧仪 03030119 
CYBERSC

AND0310 
2005/12/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10507S 电泳仪 03030151 
君 意 东 方

JY600C 
2015/11/12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10508S 电泳仪 03030151 
君 意 东 方

JY600C 
2015/11/12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10509S 电泳仪 03030151 
君 意 东 方

JY600C 
2015/11/12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10510S 电泳仪 03030151 
君 意 东 方

JY600C 
2015/11/12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10511S 电泳仪 03030151 
君 意 东 方

JY600C 
2015/11/12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10512S 电泳仪 03030151 
君 意 东 方

JY600C 
2015/11/12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908402S 根部取样系统 03030189 PB0401A 2009/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3106071 植物冠层分析仪 03030900 C1-110 2003/3/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3106188 PCR 仪 03030973 梯 96 2003/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88 水分快速测定仪 03031107 Sh10A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89 水分快速测定仪 03031107 Sh10A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3106031 手持测距仪 03040209 
DISTO 

LITE 
2003/3/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3106032 手持测距仪 03040209 
DISTO 

LITE 
2003/3/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217058S 林分速测镜 03040227 
SpiegelRela

skop 
2012/12/20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3106035 GPS 全球定位仪 03040234 e.trx 2003/3/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3106036 GPS 全球定位仪 03040234 e.trx 2003/3/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3106037 GPS 全球定位仪 03040234 e.trx 2003/3/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09917S GPS 测量系统 03040262 Garmin佳明2015/11/2 在用 生态学专业 



621sc 

1509918S GPS 测量系统 03040262 
Garmin佳明

621sc 
2015/11/2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09919S GPS 测量系统 03040262 
Garmin佳明

621sc 
2015/11/2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3106152 分光光度计 03040425 722S 2003/6/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3106153 分光光度计 03040425 722S 2003/6/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10496S 
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 
03040425 

上 海 元 析

UV-5500 
2015/11/17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211825S 色度计 03040625 SD-9011 2012/11/9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211826S 色度计 03040625 SD-9011 2012/11/9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908031S 数字树木卡钳 03051210 322M 2009/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908032S 数字树木卡钳 03051210 322M 2009/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908033S 数字树木卡钳 03051210 322M 2009/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908034S 数字树木卡钳 03051210 322M 2009/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211823S 超声波测深仪 03052302 HSW-1000 2012/11/9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211824S 超声波测深仪 03052302 HSW-1000 2012/11/9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90 电子天平 03060116 FA/1004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74 面积测量仪 03060200 
WDY-300

型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75 面积测量仪 03060200 
WDY-300

型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76 面积测量仪 03060200 
WDY-300

型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77 面积测量仪 03060200 
WDY-300

型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78 面积测量仪 03060200 
WDY-300

型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79 面积测量仪 03060200 
WDY-300

型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05228S 超低温冰箱 03060602 
TSE240-UL

TS 
2014/12/22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10479S 
植物人工气候培

养箱 
03060901 

宁 波 乐 电

RDN-500j-2 
2015/11/3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10480S 
植物人工气候培

养箱 
03060901 

宁 波 乐 电

RDN-500j-2 
2015/11/3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10481S 
植物人工气候培

养箱 
03060901 

宁 波 乐 电

RDN-500j-2 
2015/11/3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10488S 种子低温储藏柜 03061003 
浙 江 托 普

CZ-300FC 
2015/11/5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0172A 土壤参数仪 03061600 HHZ 2005/1/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0173A 土壤紧实度仪 03061600 指针式 2005/1/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211829S 土壤水份速测仪 03061607 TPY-6PC 2012/11/9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259 土壤分析仪 03061624 TFY-Ⅱ 2002/11/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3106203 低速离心机 03061701 LD4-2 2003/11/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3106204 低速离心机 03061701 LD4-2 2003/11/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401420A 离心机 03061701 GL-20GII 2004/6/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10495S 
台式高速冷冻离

心机 
03061704 

长 沙 平 凡

TGL-16M 
2015/11/2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10505S 手摇式切片机 03061815 
科 迪

KD-202AB 
2015/11/4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82 风速计 03080319 N962E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83 风速计 03080319 N962E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84 风速计 03080319 N962E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85 风速计 03080319 N962E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86 风速计 03080319 N962E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87 风速计 03080319 N962E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53 自动量程照度计 03080505 ST-85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54 自动量程照度计 03080505 ST-85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55 自动量程照度计 03080505 ST-85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56 自动量程照度计 03080505 ST-85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57 自动量程照度计 03080505 ST-85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58 自动量程照度计 03080505 ST-85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65 紫外辐照计 03080505 UV-B 型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80 辐射热计 03080513 MR-3A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2106181 辐射热计 03080513 MR-3A 2002/10/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801989S 手持气象站 03080901 NK 2008/4/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801990S 手持气象站 03080901 NK 2008/4/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211827S 旋浆式流速仪 03090313 LS25-3C 2012/11/9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211828S 旋浆式流速仪 03090313 LS25-3C 2012/11/9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4593A 叶绿素仪 03100102 
SPAD-502D

L 
2005/12/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4594A 叶绿素仪 03100102 
SPAD-502D

L 
2005/12/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4584A 笔试温度/湿度计 03100113 3049 2005/12/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4585A 笔试温度/湿度计 03100113 3049 2005/12/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4586A 笔试温度/湿度计 03100113 3049 2005/12/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4587A 笔试温度/湿度计 03100113 3049 2005/12/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4588A 笔试温度/湿度计 03100113 3049 2005/12/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4589A 笔试温度/湿度计 03100113 3049 2005/12/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05226S 植物水势测定仪 03100126 PMS 2014/12/22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05D-EXP 

0501823A 光合测定系统 03120604 CB-1101 2005/6/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4592A 
树木蒸腾流测定

系统 
03120604 CHF 2005/12/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09922S 照相机 03170100 

佳 能

PowerShot 

D30 

2015/10/29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09923S 照相机 03170100 

佳 能

PowerShot 

D30 

2015/10/29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09924S 照相机 03170100 

佳 能

PowerShot 

D30 

2015/10/29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09925S 照相机 03170100 

佳 能

PowerShot 

D30 

2015/10/29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09926S 照相机 03170100 

佳 能

PowerShot 

D30 

2015/10/29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09927S 照相机 03170100 

佳 能

PowerShot 

D30 

2015/10/29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09928S 照相机 03170100 

佳 能

PowerShot 

D30 

2015/10/29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09929S 照相机 03170100 

佳 能

PowerShot 

D30 

2015/10/29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09930S 照相机 03170100 

佳 能

PowerShot 

D30 

2015/10/29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09931S 照相机 03170100 

佳 能

PowerShot 

D30 

2015/10/29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09932S 照相机 03170100 

佳 能

PowerShot 

D30 

2015/10/29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09933S 照相机 03170100 

佳 能

PowerShot 

D30 

2015/10/29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09934S 照相机 03170100 
佳 能

PowerShot 
2015/10/29 在用 生态学专业 



D30 

1509935S 照相机 03170100 

佳 能

PowerShot 

D30 

2015/10/29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09936S 照相机 03170100 

佳 能

PowerShot 

D30 

2015/10/29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09937S 照相机 03170100 

佳 能

PowerShot 

D30 

2015/10/29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09938S 照相机 03170100 

佳 能

PowerShot 

D30 

2015/10/29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1824A 数码相机 03170101 PSC-F828 2005/6/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1825A 数码相机 03170101 CX7330 2005/6/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1827A 数码相机 03170101 CX7330 2005/6/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1828A 数码相机 03170101 CX7330 2005/6/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801988S 
植物协迫便携测

量仪 
03210108 OS3OP 2008/4/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4582A 
电锤式树木质地

探测仪 
03210120 IML 2005/12/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4583A 
电锤式树木质地

探测仪 
03210120 IML 2005/12/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1822A 光谱辐射计 03210129 IS1921VF 2005/6/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10506S 全站仪 03230209 

南 方

NTS-362R6

L 

2015/11/3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0174A 
环境植物监测系

统主机 
03260000 DC-B 2005/1/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06610S 水下照度计 03260000 
ZDS-10W-2

D 
2015/9/3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06611S 水下照度计 03260000 
ZDS-10W-2

D 
2015/9/3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06612S 便携式电导率仪 03260000 DDB-303A 2015/8/25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217057S 
电动背包式昆虫

采样器 
03260117 

1412 电动昆

虫吸气采样

器 

2012/12/20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217047S 
多参数水质分析

仪 
03260201 PHARO300 2012/12/20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10483S 种子低温储藏柜 04070703 
浙 江 托 普

CZ-300FC 
2015/11/5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3106019 东洋空调 04070704 KFR-32GK 2003/3/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3106020 东洋空调 04070704 KFR-32GK 2003/3/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3106021 东洋空调 04070704 KFR-32GK 2003/3/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3106022 东洋空调 04070704 KFR-32GK 2003/3/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3106023 东洋空调 04070704 KFR-32GK 2003/3/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3106024 东洋空调 04070704 KFR-32GK 2003/3/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801451S 美的空调 04070704 
KER-35GW

/DY-J(E5) 
2008/3/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801452S 美的空调 04070704 
KER-35GW

/DY-J(E5) 
2008/3/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401419A 冰箱 04070710 340-86 2004/6/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09921S 
大疆 DJI Inspire1

悟变形机 
04160400 

大 疆 DJI 

Inspire1 悟

变形机 

2015/11/2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217048S 负氧离子测试仪 04400114 AIC-2M 2012/12/20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100060S 专用服务器 05010104 
*IBMX3500

M3 
2011/1/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100061S 小型电子计算机 05010104 

HP 

COMPAQ 

8100 CMT 

2011/1/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302958S 台式电脑 05010104 AMC605 2013/4/23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302959S 台式电脑 05010104 AMC605 2013/4/23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302960S 台式电脑 05010104 AMC605 2013/4/23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302961S 台式电脑 05010104 AMC605 2013/4/23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302962S 台式电脑 05010104 AMC605 2013/4/23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302963S 台式电脑 05010104 AMC605 2013/4/23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302964S 台式电脑 05010104 AMC605 2013/4/23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302965S 台式电脑 05010104 AMC605 2013/4/23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302966S 台式电脑 05010104 AMC605 2013/4/23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302967S 台式电脑 05010104 AMC605 2013/4/23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302968S 台式电脑 05010104 AMC605 2013/4/23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302969S 台式电脑 05010104 AMC605 2013/4/23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302970S 台式电脑 05010104 AMC605 2013/4/23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302971S 台式电脑 05010104 AMC605 2013/4/23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302972S 台式电脑 05010104 AMC605 2013/4/23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302973S 台式电脑 05010104 AMC605 2013/4/23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302974S 台式电脑 05010104 AMC605 2013/4/23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302975S 台式电脑 05010104 AMC605 2013/4/23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302976S 电脑 05010104 X51 2013/4/23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302977S 电脑 05010104 X51 2013/4/23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06686S 专用服务器 05010104 dell R730 2015/9/7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3106040 联想电脑 05010105 天骄 8020 2003/3/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600444A 计算机（图形） 05010105 A5600 2006/1/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901319S 微型电子计算机 05010105 真爱 V9580 2009/3/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901320S 微型电子计算机 05010105 真爱 V9580 2009/3/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403091A 图型工作站 05010109 KD112 2004/11/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403092A 图型工作站 05010109 KD112 2004/11/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403093A 激光打印机 05010549 7600 2004/11/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403094A 激光打印机 05010549 6200l 2004/11/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403095A 激光打印机 05010549 C900 2004/11/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1819A GPS 接收机 05031001 ProMark 2 2005/6/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1820A GPS 接收机 05031001 ProMark 2 2005/6/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0501821A GPS 接收机 05031001 ProMark 2 2005/6/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06607S 手持 GPS 05031024 
Garmin佳明

621sc 
2015/7/10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06608S 手持 GPS 05031024 
Garmin佳明

621sc 
2015/7/10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06609S 手持 GPS 05031024 
Garmin佳明

621sc 
2015/7/10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10436S 对讲机 05031504 
摩 托 罗 拉

CP1300 
2015/11/6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10437S 对讲机 05031504 
摩 托 罗 拉

CP1300 
2015/11/6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510438S 对讲机 05031504 
摩 托 罗 拉

CP1300 
2015/11/6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100064S 照相机 05080109 
CANON 

60D 
2011/1/1 在用 生态学专业 

生命科学学院 2015 年 12 月以后购置的可用于生态学

专业本科教学的价值 1000 元以上的仪器设备（包括生物学

大类共享设备）共有 34 台，设备基本信息见下表清单。 
 

仪器编号 仪器名称 分类号 型号 购置日期 

投入

变化

情况 

备注 

1600034S 显微镜 03040100 CX41 2016/1/4 在用 生物专业大类共享 

1601287S 
倒置式生物显

微镜 
03040107 XD-202 2016/3/23 在用 生物专业大类共享 

1601532S 体视显微镜 03040112 XTL-208 2016/4/5 在用 生物专业大类共享 

1601533S 体视显微镜 03040112 XTL-208 2016/4/5 在用 生物专业大类共享 



1601534S 体视显微镜 03040112 XTL-208 2016/4/5 在用 生物专业大类共享 

1601535S 体视显微镜 03040112 XTL-208 2016/4/5 在用 生物专业大类共享 

1601536S 体视显微镜 03040112 XTL-208 2016/4/5 在用 生物专业大类共享 

1601537S 体视显微镜 03040112 XTL-208 2016/4/5 在用 生物专业大类共享 

1601538S 体视显微镜 03040112 XTL-208 2016/4/5 在用 生物专业大类共享 

1601539S 体视显微镜 03040112 XTL-208 2016/4/5 在用 生物专业大类共享 

1601540S 体视显微镜 03040112 XTL-208 2016/4/5 在用 生物专业大类共享 

1601541S 体视显微镜 03040112 XTL-208 2016/4/5 在用 生物专业大类共享 

1601542S 体视显微镜 03040112 XTL-208 2016/4/5 在用 生物专业大类共享 

1601543S 体视显微镜 03040112 XTL-208 2016/4/5 在用 生物专业大类共享 

1601544S 体视显微镜 03040112 XTL-208 2016/4/5 在用 生物专业大类共享 

1601545S 体视显微镜 03040112 XTL-208 2016/4/5 在用 生物专业大类共享 

1601546S 体视显微镜 03040112 XTL-208 2016/4/5 在用 生物专业大类共享 

1601547S 体视显微镜 03040112 XTL-208 2016/4/5 在用 生物专业大类共享 

1601548S 体视显微镜 03040112 XTL-208 2016/4/5 在用 生物专业大类共享 

1601549S 体视显微镜 03040112 XTL-208 2016/4/5 在用 生物专业大类共享 

1601550S 体视显微镜 03040112 XTL-208 2016/4/5 在用 生物专业大类共享 

1601551S 体视显微镜 03040112 XTL-208 2016/4/5 在用 生物专业大类共享 

1601552S 体视显微镜 03040112 XTL-208 2016/4/5 在用 生物专业大类共享 

1601553S 体视显微镜 03040112 XTL-208 2016/4/5 在用 生物专业大类共享 

1601554S 体视显微镜 03040112 XTL-208 2016/4/5 在用 生物专业大类共享 

1601555S 体视显微镜 03040112 XTL-208 2016/4/5 在用 生物专业大类共享 

1601556S 体视显微镜 03040112 XTL-208 2016/4/5 在用 生物专业大类共享 

1601557S 体视显微镜 03040112 XTL-208 2016/4/5 在用 生物专业大类共享 

1601558S 体视显微镜 03040112 XTL-208 2016/4/5 在用 生物专业大类共享 

1601559S 体视显微镜 03040112 XTL-208 2016/4/5 在用 生物专业大类共享 

1601560S 体视显微镜 03040112 XTL-208 2016/4/5 在用 生物专业大类共享 

1601561S 体视显微镜 03040112 XTL-208 2016/4/5 在用 生物专业大类共享 

1601458S 稳态气孔计 03100128 SC-1 2016/4/5 在用 生态学专业 

1601459S 稳态气孔计 03100128 SC-1 2016/4/5 在用 生态学专业 

（三）教师队伍建设 

1、师资队伍数量及结构 

截至 2016 年 11 月底生命学院在职专任教师共 140 人。 

 



（1）职称结构 

 高级 中级 初级及以下 

总数 116 24 / 

所占比例 82.9% 17.1% / 

 

（2）学历结构 

 研究生 本科 专科及以下 

总数 140 / / 

所占比例 100% / / 

 

（3）学位结构 

 博士 硕士 其它 

总数 138 2 / 

所占比例 98.6% 1.4% / 

 

（4）年龄结构 

 34 岁及以下 35 岁-50 岁 51 岁及以上 

总数 21 78 41 

所占比例 15.0% 55.7% 29.3% 

本年度新增教师 5 人，其中高级职称 1 人，中级职称 4

人，全部为博士和 34 岁以下。 

2、人才队伍建设情况 

生命科学学院专任教师中，国家级教学名师 1 人，教育

部生物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和山东省生物科学教学指

导委员会委员 1 人，省级教学名师 2 人，校级教学名师 1 人，

教学能手 8 人。 

拔尖人才方面，国家“千人计划”特聘教授 2 人、“青年千

人计划”特聘教授 4 人、973 首席科学家 1 人，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获得者 2 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 2 人、享受国务院

政府津贴 6 人、山东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4 人、泰山学

者 2 人、泰山学者海外特聘专家 3 人、山东省自然科学杰出



青年 7 人、新世纪优秀人才资助计划 11 人。 

2016 年度武大雷教授入选齐鲁青年学者。 

3、教师获奖情况 

2016 年 11 月，“2016 年全国高校生命科学类微课教学

比赛”颁奖中，山东大学林浴霜副教授“果蝇的性别决定”荣获

二等奖，凌建亚教授“显微镜下的小人国及酸奶的自制”荣获

三等奖，张伟教授“植物逆境胁迫响应”荣获最佳风采奖，张

燕君教授“诱变因素的微核检测”荣获最佳制作奖，山东大学

在 2016 年全国高校生命科学类微课教学比赛中，荣获优秀

组织奖。 

在 2016 年春季开展的‚山东大学 2015-2016 学年青年教

师课堂教学比赛‛中，生命学院获得了一个一等奖、两个二

等奖、两个三等奖、两个优秀奖的好成绩。获奖教师名单如

下：  

 

 

 

 

 

 

 

 

 

序号 姓 名 学  院 奖 项 

1 钟耀华 生命科学学院 一等奖 

2 王书宁 生命科学学院 二等奖 

3 胡玮 生命科学学院 二等奖 

4 苏乐 生命科学学院 三等奖 

5 苏海楠 生命科学学院 三等奖 

6 王勐骋 生命科学学院 优秀奖 

7 徐志刚 生命科学学院 优秀奖 



根据‘学校将同时授予获得一、二等奖的教师‚山东大

学第八届青年教学能手‛称号’的决定，生命科学学院钟耀

华和王书宁以及胡玮三位年轻教师荣获‚山东大学第八届

青年教学能手‛荣誉称号。 

4、教学研讨及研修活动 

2016 年 7 月 5 日至 6 日，“高校生物信息学骨干教师研

修班”在南昌举行，旨在进一步促进各高校专业课程和高水平

师资队伍建设，提高骨干教师教学和学科水平，探讨教学改

革规律，交流教学经验，创新“互联网+”时代教学理念、教学

模式和教学方法。山东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王禄山教授参加了

研修班，与来自全国各高校的一线教师就课程建设、教学内

容、教学模式与方法、教材与教学资源建设、教研互动等方

面，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交流，并做了题为“山东大学《生物信

息学》教学与实践”的专题报告。王禄山教授还作为主持人主

持了第二天下午的学术讨论会议，并提议建立了“全国生物信

息学骨干教师”的交流微信，不断推送相关信息与心得，扩大

了山东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生物信息学课程建设等方面的

影响，推动了教学研究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2016 年 9 月 21 日至 24 日，“VR 技术特色与教学资源

共享-2016 年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巡回交

流会”在昆明举行。山东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张怀强教授参加了

会议，围绕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管理办法、虚拟仿真前

沿技术、示范中心和虚拟仿真中心建设宏观政策、实验教学



经验、文科虚拟仿真建设、虚拟仿真技术共享探索、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资源共享机制等多方面议题与来自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吉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全国

100 多所兄弟院校的 700 余名教师代表进行了充分交流和研

讨。本次会议学习与交流，对完善山东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基

础生物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以及申报省级和国家级虚拟

仿真中心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6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2 日 “第四届高校细胞生物学

前沿技术及基础实验示范骨干教师研修班”在安徽合肥举办。

苏玲副教授和张尚立高工参加了研讨班，苏玲副教授代表山

东大学进行了“细胞生物学小班化教学研究”的汇报，不仅与

兄弟院校交流了教学经验，得到了来自同行的鼓励，同时也

认识到山东大学细胞生物学教学尚有提升的空间，对教学实

验室的充分利用也有了新的思路。 

2016 年 10 月 8 日至 9 日，“成为从 A 到 A+的教师：

有效教学设计与教学研究之道”工作坊在济南大学举行，生命

学院教学咨询员时永香副教授前往学习和交流，带回了教学

与科研融合良性循环的新思路。 

2016 年 11 月 11 日至 13 日，“高校生命科学课程教学系

列报告会 2016（第十一届高校生命科学课程报告论坛）”在

合肥举行，主题为“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教学模式改革创

新”，山东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郭卫华教授等一行七人参

加了本次论坛并取得多项荣誉。本届报告会集聚了来自全国

各高校的 600 多位生命科学领域专家、领导和一线教师，大



家围绕 1）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教学方式方法改革，2）

基于在线开放课程的新形态教材建设，3）在线开放课程群

建设的创新与实践，4）实践实验教学改革与教学资源共享

应用等专题，在已有的国家精品课程、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

和以“慕课”为代表的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成果基础上，以

构建中国特色的在线开放课程体系为核心，广泛交流课程建

设成果和经验，研讨在线开放课程和在线开放课程群的建设

与应用，探索课程体系重塑和课程内容改革，创新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凝聚共识、集聚优势，构建生物类在线

开放课程和在线开放课程群共建共享的新方法、新模式、新

机制，切实提高新形势、新阶段、新特征下的课程教学质量。

本届报告会期间，山东大学生命学院王仁卿教授参加了《高

校生物学教学研究（电子版）》编委会；张淑萍副教授做了

题为“生态学系列通识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专

题报告，扩大了山东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在通识课程群建设等

方面的影响。 

（四）实习基地建设 

序号 基地名称 建立时间 实习专业方向 容量 

1 昆嵛山实习基地 2012 年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生物工程、生态学 
150 

2 正棋山实习基地 2012 年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生物工程、生态学 
77 

3 威海市海滨实习基地 2013 年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生物工程、生态学 
150 

4 烟台围子山实习基地 2016 年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

生物工程、生态学 
20 

    2016 年度新增烟台围子山实习基地，可容纳 20 人。 



（五）信息化建设 

信息化建设方面，生命科学学院在校园网和多媒体课程

资源平台方面高度重视，近年来取得了显著进步，“生命在线”

网站、多媒体、数字化文献资源建设等均居全校前列。 

为了加强本科教学课程平台建设，深化本科教学改革，

生命学院高度重视课程中心平台建设，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

学院课程网站建设。《生态学与人类未来》、《细胞：一个和

谐的社会》、《细胞生物学》、《生命和谐与健康管理科学》、《生

物化学 I 生物化学 II》、《发酵生理学》、《植物生理学》七门

课程网站先后被评为山东大学年度优秀课程网站。截至 2016

年 10 月 10 日，生命学院课程网站建设数量已达到 254 个，

课程网站总数为全校第二位，课程网站学生访问量位居学校

前列。 

为加大课程网站建设力度，生命科学学院建设了高清视

频录播教室，目前全程录像的课程有 67 门。 

四、培养机制与特色 

（一）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 

为开拓本科生学习实践机会，深入了解地方经济发展和

企业运行情况，目前已在德州禹城市和乐陵市设立了‚山东

大学学生实践基地‛，先后组织多批次共计 200 多生物相关

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实地考察和实践，建立起了稳定的

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2015 年 12 月，山东大学学生实践基



地学生与山东星光糖业集团研发人员共同开发的‚废糖蜜生

产低聚果糖‛项目合作成果，获得‚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奖‛。 

（二）合作办学 

我院积极探索与中科院和地方多种方式联合培养人才。 

以协同育人方式，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微生物研究所联合

设立‚戴芳兰班‛。目前已经试运行 3 年，中科院每年多位

专家学者来校讲座，并有多名同学借助联合培养方式进入中

科院进行学习深造。 

与国外多所名校建立起稳定的联合培养平台，积极推进

人才培养国际化。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生物教育中心签署了

交流协议，选拔三年级优秀本科生和一年级优秀硕士生赴瑞

典乌普萨拉大学（UU）生物教育中心学习其进化生物学/分

子生物方向 2016 年春季课程。并将本科生合作培养扩展到

泰山学堂生物取向的同学，泰山学堂也与乌普萨拉大学签订

了单独的教育合作协议。目前有 20 余名同学参加了乌普萨

拉大学举办的“Swedish Nature”暑期课程，学生从该课程收获

很多，也给对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2015 年底，在双方领导

和项目参与老师的共同努力下，将本科生合作培养拓展到

“3+1”双学位模式，即学生在山大学习三年，到乌普萨拉大学

学习一年，同时获得两个学校的学士学位。目前，泰山学堂

5 名同学作为第一批双学位联合培养学生正在瑞方学习。 

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签署了“2+2”联合培养本科生计划，



选拔大三学生到曼大进行后两年学习。目前已有多名本科生

和研究生申请并出国学习深造，取得了良好的合作培养效果。

2016 年以来，曼彻斯特大学生命科学院副院长 Robert Ford

教授等两次来访山东大学。双方就 “2+2” 联合培养本科生、

暑期学校培训以及拔尖人才培养等合作事宜进行了深入探

讨，达成多项合作意向。并决定比原协议提前一个学期给山

大候选学生发放 offer；同时就暑期学校合作问题进行了探讨，

双方计划进一步做好宣传，扩大在山大招生人数；另外，就

山东大学泰山学堂生命取向拔尖人才培养的合作达成初步

合作意向。目前生命科学学院已有两名本科生在英联合培养，

两名本科生参加了曼彻斯特大学的暑假学校，还有一名学生

将赴曼彻斯特大学进行深造攻读博士学位，并且有四名学生

正在提前选修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为申请联合培养积极做

准备。 

（三）教学管理 

生命科学学院为了把‚以学生为本‛的理念落到实处，

切实为全体学生成长成才服务，营造奋发向上、安全文明、

团结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实现‚寓教育于服务，寓管理于

服务‛的宗旨，学院建立起从学生入校、学籍管理等日常服

务到毕业课题设计的全程学生服务体系。 

首先给予大学新生入校‚衔接帮扶‛，帮助尽快适应大



学生活。具体措施包括：加强入学初的认识；深入学生，细

心观察；加强专业前景的教育；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 

本着全程以学生为中心的服务精神，对学生在大学期间

的学习、教育和活动进行全方位细致服务。具体措施包括：

确保各个年级学生的学籍管理、成绩管理、各类竞赛、校内

外考试以及暑期学校的顺利实施；为学生服务的重要体现是

直接面对学生的具体教学相关问题，这一方面学院努力做到

教室调度合理、课程分配科学、选课退改选及时得当、国内

外学生交流的课程学分顺利衔接；学院在学生的具体事务性

需求上也协助学校提供良好的服务；在特色教育和国际化合

作培养方面，学院为学生提供周到的指导和服务，确保联合

培养的每一名学生按期完成合作培养。 

坚持高质量标准和严格的要求，对本科毕业设计工作全

程把关，确保每位学生顺利完成毕业设计。具体措施包括：

召开专门的毕业设计指导会，进行前期引导和具体部署；提

前一个学期进行选题情况汇总；中期检查和优秀论文审核工

作，加强对指导学生的要求，从选题、试验到完成论文做到

全程指导。 

2016 年山东大学青岛校区正式招生，试点“社区书院制”

管理模式，本科生分属“一多书院”“从文书院”，并按师生不

低于 1∶10 的比例配备导师，实行全员导师制。生命学院通

过导师自愿报名、学院择优聘用的方式，为 156 名本科新生



配备了 22 名导师，着重在专业学习、科学研究和职业发展

等方面给予学生专门指导。聘用的 22 名导师中，学院党政

领导 6 人，教授 12 人，副教授 6 人，讲师 3 人。目前各个

导师都与学生建立起了联系各自前往青岛校区进行了师生

见面会。11 月 19 日晚，生命学院四十余名教工党员在青岛

校区从文书院宿舍内与 2016 级新生举行了座谈会。 座谈会

采取小组制，每组包含 2 位老师及 6 至 7 名同学。18 时，同

学们带领老师们参观了青岛校区学生宿舍，随后在学生宿舍

内开始融洽地交谈。老师们首先了解了同学们在青岛校区的

生活和学习情况，并询问了同学们对未来人生的想法和定位，

对此提出了一些建议。还向同学们分享了自己的求学和工作

经历，鼓励同学们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方向，用兴趣带动学习。

并认为同学们还应从多方面发展自己，让自己的大学生活充

实而精彩。在交流中，同学们提出关于基地班、专业分流以

及考研、考博方法等各种问题，老师都做出了详细地解答。

通过这次座谈会，同学们都表示自己受益匪浅，对相关专业

有了更深的了解，对大学生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对个人未

来的发展方向有了更明确的选择。本次师生座谈会通过师生

间近距离的交谈，增进了师生间的感情，让同学们感受到了

来自学院老师的关怀，对同学们更好地度过大学生活、规划

未来有着重要意义。 

 



（四）‚三跨四经历‛人才培养模式 

项目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合计 

本校学 

习经历 

招收人数 / / / / / / 

具有双学位背景 / / / / / / 

第二校 

园经历 

派出 / 9 2 7 / 18 

接收 4 1 1 1 / 7 

海外学 

习经历 

派出 / / / 3 / 3 

接收 / / / / / / 

社会实 

践经历 
社会实践团队 0 1 16 14 0 31 

（五）暑期学校 

2015 年生命科学学院开创了《趣味生物学综合设计实验》

暑期学校课程，2016 年继续面向全校学生开放。 

（六）校园文化建设 

1、让学术大家走近学生，让学生走进科研 

我院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思辨能力，组织开展了

‚生命领航‛教授讲座、‚山海生风‛学术讲座、‚生命经纬‛

学术论坛等品牌活动，让学术大家走近学生，使学生走进科

研。院长谭保才、微生物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友明、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曲音波等知名教授都曾应邀为本科生做讲

座。 

2、生态校园，美丽山大，凝练品牌校园文化活动 

我院现有学生会、研究生会、社团联合会、网络文化中

心四个院级学生组织，由学院团委统一管理，成为学生骨干



成长、学生互动交流的稳健平台。举办了 ‚梦想之家‛宿

舍文化节、‚心海扬帆‛话剧比赛、‚生物大讲堂‛知识竞赛、

‚爱鸟周‛活动、‚落叶思绪‛粘板比赛等各种类型的校园

文化活动 100余场，为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丰富校园文

化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 

3、发挥网络育人功能，打造宣传新平台 

我院在网络文化建设工作中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工作

模式，即：组建一支队伍，组建学院学生网络文化中心；依

托一个阵地，做好学院学生工作门户网站‚生命在线‛；实

现一种提升，实现网络文化育人功能，借助网络对学生进行

全方位的发展指导。 

4、筑梦青春，凝聚榜样的力量 

经过多年探索实践，我院形成了具有本院特色的人才

培养体系，其中‚生院之星‛——生命科学学院十佳学子评

选系列活动是我院最具特色、影响力最大的评优活动，评出

生院之星、科创之星、文体之星、志愿之星、自强之星五项

荣誉，激励青年学子全面发展，为实现 ‚中国梦‛努力奋

斗。此外，我院还制定出台了《生命科学学院学生干部选拔

培养制度》等规章制度，形成了培养、选拔优秀学生的长效

机制。 

五、培养质量 

（一）毕业生就业率 



 

表：2016 届毕业生就业率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1. 本专业应届毕业生就业率 专业就业学生总数 5  

已就业学生人数 4 80.0% 

实际就业率 0 0 

其中灵活就业人数 0 0 

灵活就业率 0 0 

2.本专业应届毕业生升学基本情况

（人） 

免试推荐研究生 3 60.0% 

考研录取 14 20.0% 

出国留学 12 20.0% 

（二）就业专业对口率 

2016 届毕业生就业专业对口率 

专业对口情况 人数或百分比 

基本对口 0 

有些关联 0 

非常对口 4（升学）+1（出国）=5 

毫不相关 0 

不清楚 0 

（三）毕业生发展情况 

截至 2016 年 11 月底，2016 届生态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的

0 人。 

（四）就业单位满意率 

     无。 

（五）社会对专业的评价 

通过问卷调查，开展生物科学大类毕业生追踪回访发现，

大部分省内用人单位认为我校毕业生与其它重点大学毕业

生在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上相比有一定优势，而大部分省外



用人单位认为我校毕业生与其它重点大学毕业生在专业知

识和技术能力上相比各有所长。综合知识与专业水平较扎实，

动手能力强。继续学习能力、创新能力需进一步提高。同时，

在就业跟踪调查中，我们也发现一部分毕业生未能及时进行

知识更新、“充电”与再学习，有些毕业生已改行，部分毕业

生一直从事基础性的业务工作，没能较好的提升自己的专业

能力。尤其在创新能力方面，68%的用人单位表示“基本满意”，

还有 6.3%的单位表示不满意和比较不满意。 

（六）学生就读该专业的意愿 

表：2016 年本科招生一志愿满足率 

录取人数 第一志愿录取人数 一志愿录取率 调剂人数 调剂率 报到率 

156 108 69.2% 47 30.1% 99.4% 

（备注：山东大学生物大类统一招生，包括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物工程

和生态学四个专业） 

（七）学习成果 
2016 届毕业生学习成果 

项目 内容 

学科竞赛获奖（项） 总数 1 

其中：国际级 0 

国家级 1 

省部级 0 

本科生创新活动、技能竞赛获奖 总数 1 

其中：国际级 0 

国家级 0 

省部级 1 

文艺、体育竞赛获奖（项） 总数 0 

其中：国际级 0 

国家级 0 

省部级 0 

学生发表学术论文（篇） 1 

学生发表作品数（篇、册） 2 

学生获准专利数（项） 1 

英语等级考试 英语四级考试累计通过率（%） 91 

英语六级考试累计通过率（%） 82 



六、毕业生就业创业 

生态学专业毕业生，主要以升学继续深造为主，同时也

有相当部分毕业生直接出国深造，直接就业的毕业生数量较

少，但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和重用。 

2016 届生态学专业毕业生目前尚无创业案例。 

七、专业发展趋势及建议 

生态学专业发展趋势：生态学是研究生物界动态平衡的

过程、机制和制约条件，以生物为主要研究对象，属于生物

系的一个学科。随着本世纪 70 年代以来，保护环境、保护

野生动物的呼声越来越高，生态学更注重研究动物、植物、

生态系统的环境协调性。生态学逐渐发展成为生物学与环境

工程相结合的学科。本专业要求学生具备生态学专业扎实和

宽厚的理论基础知识、系统的研究方向专门知识和坚实的实

验技能，熟悉所从事研究方面的科学理论和技术的最新发展

和动向；具备独立申请、主持科研项目和独立解决科研问题

的能力；熟练掌握计算操作技术与先进的生态学实验技能。

本专业学生主要到城市建设、园林、林业部门和花卉企业从

事风景区、森林公园、城镇各类园林绿地的规划、设计、环

保、城市规划、园林、农林、水利、施工、园林植物繁育栽

培、养护及管理的工作；还可以到科研机构、高等学校、企

事业单位及行政部门等从事科研、教学和管理等工作；或到



政府机构从事生态监测和动物保护工作。 

生态学专业发展建议：生态学专业是一门新兴的、多学

科交叉渗透形成的、与人类、生物生存现代工业发展和城市

建设息息相关的前沿学科，其知识体系涉及现代科学的各个

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在专业发展上，要着重强调生

态保护的任务，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之间寻找一个最

佳平衡方案。另一方面，通过研究在一定范围内开发生物产

品，培育企业致力于野生动植物的人工养殖、产品开发等。

生态学专业的学生在这一领域将充分发挥其专业特点，在未

来几十年内，成为新兴生态产品行业的佼佼者。尤其是经济

转型期，今后国家对生态保护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强，无疑将

大大地促进该行业的发展。通过全社会的关注和经济发展需

求，生态学专业的人才必将大展宏图。。 

八、存在的问题及拟采取的对策措施 

山东大学生物科学大类专业存在的共性问题，主要体现

在：标志性教学成果少，在国内同类高校、专业位次靠后；

本科教学课时不均衡，科研优势没有很好地转化为教学优势；

理念观念存在偏差、重科研轻教学；缺少好的顶层设计和有

效的组织；缺少有力的支持政策、办法、激励机制。 

整改措施： 

1、高度重视和加强标志性教学成果建设。培育 1～3 门

课程进入国家或省级精品课程资源共享课建设行列；完成



2～3 门视频公开课建设；根据教育部和学校项目实施计划，

以教学团队为主力，编写精品教材，重点培育《发育生物学》、

《分子细胞生物学》等教材，争取 1～2 部教材列入国家规

划教材，公开出版 1～2 部新教材（包括修订版）；积极准备

并鼓励申报国家和省部级教学成果奖。 

2、加强师资队伍和教学团队建设。加强课程负责人制

度及助讲制度，完善教学团队；引进和培养一批中青年教师，

充实主讲教师队伍；鼓励和支持年轻教师顺利接过课程建设

的重担；鼓励和支持教师进行教学改革，保持优良的教学效

果，提高教学质量。 

3、进一步完善课程和教学基地建设。落实课程平台建

设激励政策，进一步推进课程建设平台系统建设，使重要课

程的相关教学活动与课程平台建设紧密结合，提高教学水平；

做好国家人才培养基地、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工作；充分

依托学院的师资队伍、学科、教学和科研优势，搞好国家生

物学理科基地、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建设；做

好省级生物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建设工作，改善仪器设备

和环境条件，深入开展实验教学创新改革；加强校外各类实

践教学基地建设；积极申报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条件

建设及野外实践基地基地建设项目。 

4、进一步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实践教学与毕

业论文、科技创新能力等研究能力的培养；为学生创造良好

的实验条件，继续做好实验课程教学改革；加大科研训练的

力度，争取更多科研训练项目进入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计划，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根据国家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

养计划实施方案，进一步完善泰山学堂学生遴选程序，采取

多项措施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创新能力；努力探索高校与

科研院所、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加强国内合作，吸

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为本科生提供学科前沿的教学环境；深入

推进人才培养国际化合作，加强与曼彻斯特大学、乌普萨拉

大学人才培养合作工作，拓展国际合作规模，逐步推进国际

化办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