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有秦岭 吾心往之

作者：外语系 黄靓（2017 年学员）

7月 7日至 14 日，我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由学校教务处主办，人文社会发

展学院承办的秦岭生态文明教育活动。该活动旨在通过开展生态文明教育，使学

生学到生物科学与生态环境知识，提高学生自然与生态环境的认知能力，牢固树

立生态文明观念。此次活动的参与者主要为非农专业的大一学生，我有幸报名通

过，并前往火地塘林场进行体验与学习。

好山好水好草甸

校车在盘山公路上蜿蜒前行，车窗外延绵不绝的小溪和望不见顶的山峦引得

同学们发出阵阵惊叹，纷纷迫不及待地拿出手机给美景拍照。

盼望着、盼望着，我们终于抵达了火地塘林场基地。火地塘是我校重要的教

学实验实习基地，同时也是重要的科学研究基地。此前就从其他专业来此实习的

朋友们口中得知这个“空气特别好，气温特别怡人，风景特别赞”的神奇地方，

心里一直充满了向往。真正踏在这一方土地的时候，我不得不为自己选择了来此

学习窃喜不已。

参观了楼观台，感受了这里丰富的道家文化后，我们出发前往了高山草甸。

校车将我们送到半山腰，我们便扬起“秦岭生态文明行”的旗帜徒步登山了。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一路欢声笑语斗志昂扬，许多很久没登山的同学感叹

道：“虽然不怎么登山，但是高山草甸还是吸引着我努力往上爬。”行至一半，大

家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还有多久”的问题也回荡在山谷里。幸运的是，尽管

不知道前方还有多远，路还有多难走，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相互鼓励、扶持，让我

很是感动。几个小时后，我们终于登上了草甸，见到草甸绝美的风景的那一刻，

爬山的劳苦瞬间烟消云散。一个草甸还没玩儿够，老师又带领我们前往了另一个

草甸。路上碰见了很多有意思的“驴友”，他们对我们的登山行为赞叹不已。当

被问到我们是哪个学校的时，大家骄傲地答道：“西农的！”驴友们笑道：“西农

是 985啊！985的学生走路都不一样，一个个这么神气！”我们的心里甭提多自

豪了。越往上走路越窄，身子也越累，很多人都选择了停在半山腰。我和一群兴

致相投的小伙伴一鼓作气继续往上爬，终于在更高的地方看见了美丽的云海，也

望见了更雄伟壮阔的群山。下山的时候，路更难走了，但同学们互相提醒，互相

照顾，即使身体疲乏，心中却暖暖的。

草甸之行让我们实地感受到了秦岭的自然美，也见识到了很多稀有的植物。

爬山的革命友谊也在队员之中萌了芽。



专家讲座，名师荟萃

为了使我们非农专业的学生更好地了解秦岭，该活动特意邀请到了来自社会

学、林学、植保等各专业的知名教授为我们开展讲座。

据悉，很多教授都只给研究生上课，所以我们的学习机会十分珍贵，大家也

听得相当认真。在这里，我几乎看不到“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玩手机”的

尴尬的教学现象，也许是大家对秦岭都充满了好奇和兴趣，才会如此投入，但我

觉得，教授们的人格魅力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且不说每一位教授都悉心备

课，PPT制作精美，讲课严谨认真，他们也都与时俱进，不断用幽默的小故事和

时代热词抓着我们的心，使我们不至于觉得枯燥无味。

比如，有个教授告诉我们，杨凌是个三面环水的地方，五台山所在的纬度也

是埋葬王侯较多的纬度。这个知识点让我们瞬间对杨凌刮目相看，对西农的喜爱

又增添了不少。

秦岭既然是山，那么必然离不开树。林学院的教授告诉我们，秦岭最常见的

树木有：油松、华山松、红桦、锐齿栎。还教了我们怎么识别和区别一些植物，

虽然是一些基础知识的介绍，却也足以吸引我们文科生了。印象最深的是老师介

绍的红桦。这种树木的树皮可以写字，是一种优良阔叶树，登山口渴时，还可以

用石头砸取树汁解渴。不得不感叹大自然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现场教学，寓教于乐

7月 10日，张硕新教授亲自带领我们前往秦岭火地沟实地教学。沿着秦岭

的大马路往上走，张教授手持对讲机作为扩音器，细心地详细地给我们介绍火地

沟的具体情况。走到一个地方，张教授问道：“同学们，你们看这边树木的树枝

树叶有什么特点？”大家抢答道：“一边长了枝叶一边没有，好神奇呀！”张教授

解释道：“这种现象叫做‘偏怪现象’，是由于阳光等因素分配不均引起的。”大家

恍然大悟。

秦岭的林地分为天然次生林和人造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造林的长势

越来越不乐观，且有些树树龄只有六七十岁还没有后代，因为我们在大树周围没

有看见小树苗。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人们不能对它们进行破坏，唯一能做的就

是等它们老死，然后种上新的植物。同学们很是好奇，问道：“可是这些树木看

起来还很健康健壮啊！”教授说道：“只是外表好看罢了，树心有些已经死了。”

说到这我不禁想：俗话说：“人靠一张脸，树靠一层皮。”这些粉饰的外壳究竟能

维持多久，我们无法预测，但树要活，心得是活的，人要活得有意思，还得有些

内涵。大自然有时候也能教给我们一些人生道理，不是吗？

张教授还给我们解答了大量的问题。比如有同学问道：“我们在学校会发现，



路灯下的树叶在秋天凋落得晚些，这是为什么呢？”老师笑，“这个同学还是很

细心观察生活的嘛！路灯下的树叶为什么凋落得晚呢？”大家都陷入了思考。思

维敏捷的同学开始发表自己的见解，张老师对大家爱动脑的习惯给予肯定，然后

补充道：“刚刚有同学已经回答了。灯光下的树叶光合作用相比于其他地方时间

更长，积累的有机物也更多，因此不易凋落。”

在最后，张教授还跟我们聊了一些他的故事，教我们要学会提高两个技能：

演讲与口才和 PPT制作技能。老师说，这两个能力对于我们的学习乃至今后的

工作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尽早学习，积累经验，才能在今后的竞争中更

胜一筹。他还跟我们讲到，中外教育各有利弊，我们不能盲目崇洋媚外，要学会

辩证地看问题。

火地沟之行，不仅让我们对于生态文明及自然资源利用有了更深的认识，更

对于自己未来的发展有了更清晰的规划。火地沟之行，提高了同学们自然与生态

环境的认知能力，同时，也提升了我们的生态文明意识。

社会调查，投入实践

为了了解农民的生态保护意识，同时提高我们的专业社会调查能力，我们在

火地塘进行了关于如何开展社会调查的学习，并和教授互动，通过问答的形式明

确了调查的目的、手段等。

教授的讲课方式独树一帜。他一开讲就邀请同学们上去回答“你心目中的对

象具有哪些特征”这个问题。不得不说，教授还是很懂学生的心思的。回答完后，

他还请我们做了一个自我评测，即“贝姆性别基模测量表”。他告诉我们，人们

对于不同的性别有着不同的期许，但是不同文化的期许不一样，比如有些地方崇

尚男人在家带孩子做家务，女人出去挣钱养家。测量表算出来后，教授随机问了

几个同学，出乎意料的是，有些看似温柔的女生的测量结果竟然偏中性化。同时，

他还说，一般情况下，测量表中偏中性的人在职场上更得心应手，偏女性化的人

更加温柔体贴。同学们热烈地讨论着自己的结果，对于这个测试也是兴致勃勃。

接下来我们就积极投入实践了。小组兵分几路后，我们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发

放调查问卷，采访当地人。眼疾手快的队友在吃饭的时候就邀请到了饭店老板帮

助填写问卷，可惜老板忙于炒菜婉拒了。而我则将目标锁定在了一个笑眯眯地打

量了我们好久，看起来不怎么忙的一个叔叔身上。首先，我微笑着和他打了招呼，

然后介绍了自己的西农人身份，以及此行的目的，同时诚恳地邀请他帮助填写问

卷，告诉他他的配合对我们非常重要，最后向他表示了感谢。听完我的话，这个

叔叔爽快地说：“好呀！你拿给我吧，我去给你填好送来。”

邀请别人填写调查问卷说难不难，说易不易，需要我们多方面的努力。在队

员们分享填写问卷的过程中，有队员心酸地说道：“跑了好几个地方都不帮我填。”



我深知，这种实践，对我们的益处是一言难尽的。

短暂的秦岭生态文明行历时 8天就结束了。在这里，我们增长了知识，开拓

了眼界，交到了朋友，也锻炼了自己。非常感谢这个活动，让我们相聚在火地塘，

收获了很多。希望这个项目越做越好，成为西农的一大亮点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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