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级植物学实验教学中心 

《植物学实验》教学改革的总结报告 

一、立项依据 

按照《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

工程的意见》（教高〔2007〕1 号）和《教育部关于示范中心建设和

评审工作的补充通知》的指示精神和我校制定的“国家级植物学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建设与发展规划”的建设目标，根据“以学生为本，知

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提高协调发展的教育理念和以能力培养为核

心的实验教学体系”的指导原则，植物学实验教学中心开展了《植物

学》课程实验教学的改革，旨在进一步强化实践教学，培养学生严谨

的科学素养和实践基本操作技能，提高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摸索出符合现代教育培养目标，适合我校实际教学需要的实验教

学模式。 
二、现状分析 

植物学课程是高等农林院校诸多专业重要的基础课。其课程特点

是教学内容多而繁琐，系统性强而庞杂，形象直观而精细入微。 

植物学一般开设在第一学期，课程教学包括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

两部分，独立完成；根据专业要求的不同授课学时一般设置为：农学

类 64 学时，生态类 56 学时，林学类 48 学时，管理类 40 学时，其中

理论课与实验课的学时比例为 3-2.5：1。课程学时不足，实验课比

例偏低，有些实验内容无法开设或难以在有限的课时内完成是长期制

约而影响教学效果的现实问题，而实验内容陈旧、方法简单而缺乏创

新性是其必然结果。以往实验项目类型基本上以验证型为主，即便有

少数的综合型项目也多是内容的综合，设计型实验基本空白，实验技

能的训练也很薄弱，从而制约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基本实验技能的培

养。这些问题长期困绕着既要传授植物学知识，同时肩负着为后续课

程开设而培养具有良好科学素养和掌握基本实验操作技能的本科新

生的植物学课程教师们。 

 



 

植物学的授课对象是刚入学的一年级大学生。这些刚步入大学校

门的学生面对一切都备感新鲜而又陌生，新的教学环境、新的教学内

容、新的教学方式和手段，使得他们激情澎湃却又无所适从。特别是

面对植物学这门既感熟悉又觉深奥的的课程更是不知如何应对，加之

众多基础课，如数学、化学、外语等课程的同时开设以及中学时期传

统意识——重主科、轻副科的思想残留作祟，使得植物学这门重要的

基础课往往被束之高阁而忽略一旁。植物学实验课因其实物的直观教

学和实际动手操作往往易于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重视，但由于课程

的性质和内容，传统而经典，简单的验证性实验不可或却但缺乏学生

实际动手操作过程，不利于学生基本实验技能的培养和掌握，必然导

致学生对课程学习兴趣的索然下降。如何调整学时比例，设计适宜的

综合设计型实验，合理安排验证型实验和综合设计型实验项目，激发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兴趣，达到实验教学的最终目的，以提高课程的

整体教学效果是每位任课教师长期思考的问题。 

三、改革与效果 

根据教育部全面开展实践教学改革的指示精神和我校的实际教

学情况，结合各开课专业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要求，将植物学课程的实

验教学改革结合到本科生的具体实验教学中。自 2009-2010 年从开设

该课程的 3 个教学模块（64 学时、56 学时、48 学时）、16 个专业、

35 个班级中分别选取了 7 个班级作为教学改革试点，同时兼顾蒙汉

双语授课，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 

改革中，认真分析以往实验教学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对原有的实

验教学计划、实验教学大纲进行了重新设计和优化调整，将理论课与

实验课的学时比例由原来的 3:1 或 2.5:1 调整为 1.5:1 或 1:1，即

32:24，36:28，28:20，增大了实验学时数的比例；同时，着重从培

养学生基本实验技能的掌握入手，根据实验内容对实验项目进行了重

新设计，确定了验证型、综合型、设计型实验的开课比例和项目内容，

拟定了植物学实验规范项目 20 余项，并依据专业需要具体应用到相

应的植物学实验教学中。 

 



 

为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素养和基本实验技能，新增了强化学生实

验动手操作能力和自主设计、独立完成的综合大实验。例如，依据植

物个体发育和器官的建成规律，将植物各器官形态结构的静态观察与

动态的植物个体发育结合起来，在指导教师的建议和提示下，从种子

开始，由学生自主设计实验方案并准备相应的实验用具，自主选择不

同的种子类型，从种子的形态结构观察与类型分析入手，然后按照设

计方案栽种在自备的器皿中，独立完成从种子萌发、幼苗形成到植物

营养体发育全过程的试验观察，期间适时浇水，并对植物生长的环境

条件、生长进度进行观察、测量，并随时记录，切身体会种子萌发所

应具备的环境条件，幼苗生长的过程与不同幼苗类型发育过程的区别

所在，各器官的建成规律。其培养植株的各营养器官还是后续观察根、

茎、叶解剖结构的实验材料，使学生进一步了解植物器官建成与结构

发育的相关性。该实验可利用学生的空闲时间和自主空间灵活安排，

教师提供必须的实验条件。实验完成后每位学生提交一份实验报告。

实践证明，这种类型的实验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对学生的

实验设计能力进行了初步培养，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同时使学生对植物的生长发育和器官建成规律有了深入、全面、

细致的了解，不仅验证了课堂讲授的理论知识，更培养了学生的实际

动手操作能力和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深受学生欢迎。经过实验教

学改革，实验教学效果有了明显提高。试点班的学生对相关问题解答

的准确性好与往届学生。课程成绩均分为 74 分。优良人数占 29.2%；

中等和及格人数占 52.58%；不及格人数占 18%。从学生的整体基础出

发分析，教学效果高于其他对照班级（如同期同时任课的其他非试点

班）。 

通过实验教学改革，不仅学生的学习成绩有所提高，也更加丰富

了教师们的实践教学经验，同时取得了一系列实验教学改革成果： 

（1）重新调整了教学计划，拟订了新的教学大纲，特别是实验教学

大纲； 

（2）根据实验内容对实验项目进行了重新设计，确定了验证型、综

合型、设计型实验的开课比例和项目内容，确定了内蒙古农业大学实

 



 

验教学中心植物学实验规范项目 20 项。目前，设计的“内蒙古农业

大学实验教学中心植物学实验报告”已上传到实验教学中心网站上，

旨在为学生的业余自主学习和教师实践教学的开展提供参考资料，也

为其他高校实验教学的开展提供参考资料，实现资源共享。 

（3）根据新的实验教学大纲和实验内容，重新编写了《植物学实验

指导》，并于 2011 年由中国林业出版社正式出版； 

（4）发表相关教改论文 1篇：赵杏花,燕玲,蓝登明.植物学实验教学

改革与探讨.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1，32（1）：22-26。 

四、问题与思考 

    通过本次实验教学改革，获取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和体会，需要认

真总结经验在今后的实验教学中予以借鉴，同时也发现在我校现行的

教学管理中存在不少问题是值得思考并加以改进的： 

（1）在实验内容设计和安排上，应从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

入手，集中植物学各实验基本技能，作为独立的实验项目内容（实验

基本技能的实训），开设在其他实验项目之前，为综合型、设计型实

验项目的开展铺垫基础。 

（2）每课次的实验学时应由 2 学时调整为 3 学时，便于综合设计型

实验项目的开展。 

（3）数码互动实验教室以其一对一的人机互动功能，更有利于综合

设计型实验教学的开展，为创新性实验教学改革创造了条件，如：组

织细胞的识别；植物营养器官结构的认知等。因此，应合理安排，充

分发挥这一现代实验教学手段的作用，并创造条件改造其他教学实验

室，使实验教学手段提升到新的水平。 

（4）根据实验授课对象的专业性质，拟定实验项目规范，其内容涉

及实验项目类型、实验目的、实验材料与用具、实验内容与方法、作

业与思考，于课前发给学生，其作用（1）督促学生预习实验内容，

特别是综合型、设计型实验，为学生自行设计实验方案留出足够的时

间；（2）减少课堂板书内容，增加学生实际动手的时间；（3）规范实

验报告形式，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4）丰富了实验课堂的考核

内容，强化了学生的学习意识。 

（5）根据学生课堂反映，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比较扎实，但理论

联系实际的能力较差，二者存在着一定的脱节现象，这在以往的实验

教学中有感觉但缺乏印证，说明（1）以往采用的实验方法收效不理

想；（2）学生动手的机会太少，缺乏锻炼；（3）学生用专业术语进行

 



 

描述的语言组织能力欠缺，在课程考试中对论述题阐述不清便于其具

体的表现。 

（6）实验材料的准备对于实验项目的开设至关重要，需要有计划提

前做好准备工作，才能保证各项实验内容的顺利开展。如根尖的培养、

花药的取材、种子类型的准备、观摩教学材料的补充等。 

（7）学生对增加实验课程内容反映良好，从教学效果来看，学生的

动手能力明显提高，特别对自主性实验项目内容兴趣浓厚，从材料培

养、切片制作、内容观察、知识认知、问题解答形成完整的一套自主

性实验学习流程，活跃了课堂气氛，提高了学习自觉性。 

（8）从实验效果分析，以目前的教学计划根本无法实现在保证教学

内容和效果的前提下实现理论课与实验课以 1比 1 的比例分配，建议

有必要将实验课单独设立，单独考核，增加实验课时。为缓解实验课

时和教学资源的不足，建议可将部分实验内容进行网络转移，通过开

辟虚拟实验教学平台弥补这一不足，同时，还可加大学生自主学习的

机会，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最终目的。 

 

 

 

 

 

 

 

 

 

      “植物学实验教学改革” 

课题组：燕玲、王立群、李红 

                                  2010 年 7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