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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植物学是一门内容十分广博的学科，在生物学领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因此它是高等院校生物学及相关
专业学生必修的专业基础课。针对植物学理论与实践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更新教学过程、改进教学手段和调

整教学时间等具体教学改革措施，为植物学课程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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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义的现代植物学是一门研究植物各类群的形态结
构、分类和有关生命活动、发育规律以及植物和外界环境

间多种多样关系的科学，课程具有教学内容多、涉及面

广、地域性强、概念抽象、理论知识难记忆而又极具实践

性的特点。

在当今知识膨胀、课时压缩的形势下，植物学教学一

直被固定的旧模式所束缚，实践教学难以使理论与实践

有效地结合起来，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很难调动。

因此，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减少教学资源的浪费，高校植

物学理论与实践教学亟待改革。关于植物学理论与实践

教学，许多在教学一线的工作者也做了很多有益探

索［１－５］，将理论与实践课同时搬到实习基地进行的探索

和尝试，以期对植物学理论与实践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１　传统教学的弊端
目前在各大院校课时大幅压缩、经费不足的形势下，

植物学理论与实践教学存在以下弊端。

１．１　理论教学形式问题
多数院校的植物学理论教学采用的还是传统的教学

模式，即在学校老师用较短的时间给学生将理论知识讲

授完毕。由于学生没有实际接触大自然中形形色色的各

科属植物，因此纯粹的课堂教学显得非常呆板，造成了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教学效果不理想。

１．２　理论教学时间问题
在当今知识膨胀、课时大幅压缩的形势下，植物学系

统分类部分仅有３２课时或更少，尤其是在讲到被子植物
分类部分时，老师只能挑几个重要的科来给学生讲解，而

且由于时间仓促，也只能介绍其重点识别特征，更形象、

更深入的内容不能展开来阐述，这样使得这部分内容的

教学显得非常肤浅，因此在短时间里向学生灌输大量的

知识，学生无法很好地学习和掌握。

１．３　实践教学方法问题
传统的实践教学方法是老师带领学生到达实习基地，

沿着固定的路线采集、识别标本，回到驻地整理标本、适当

地讲解及完成后续工作，整个实习内容基本完成，物种识

别成为实习的主体。学生得到的知识是表面的、零散的，

知识面狭窄、层次肤浅、技能训练有限。实习就成为了短

期的植物名录记忆比赛，时间久了就成了过眼烟云。

１．４　理论与实践教学环节问题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在学校将理论知识全部讲授完毕

后再由教师带领学生去野外实习，更有甚者是理论知识

学完之后下一年再去实习。在这种模式中我们发现存在

理论与实践难以衔接的问题，例如：学生在课堂上由于缺

乏对大自然的观察使得对理论知识的学习缺乏兴趣，而

且掌握程度很低，去了实习地之后又难以将书本上学到

的理论知识（比如简单的科属特征）和大自然中的植物对

应起来，认植物只能靠死记硬背。理论和实践的脱节不

仅造成了大量教学资源的浪费，同时教学效果也不理想，

使教师尤其是学生不堪重负。

１．５　实践教学经费问题
随着物价不断上涨，多数招待所、交通工具等实习费

用不断提高，但人均野外实习经费没有大幅度增长，因此

多数高校面临着经费不足的困扰。因此许多学校只能中

断野外实践教学环节或将实践教学时间缩短，使得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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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得不到保障，根本谈不上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实

践能力［６－１０］。

２　教学改革探讨
２．１　教学过程

将课堂（高等植物系统分类部分）搬到实习基地，让

理论与实践教学同时进行。

教学过程如下：在实习基地，首先讲解某几科的识

别；然后带领学生去实地辨认、采集、记录和制作；最后再

回到实习基地讲解各种植物的详细特征，同时附上当天

所见植物的照片。

这种情境教学法既节省了教学时间，而且也能解决

学生理论课知识和实践衔接不起来的矛盾，使原本抽象

复杂的理论有了较为简单和生动的表达，提高了学生对

课程学习的直观性和趣味性［１１］。通过这种有别于传统的

教学模式能够大大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加深学生

对专业知识的掌握。

２．２　教学手段
将先进的教学设备带到实习基地，如电脑、投影、音

响、数码相机等。因为随着高校招生的扩大，每年的学生

人数在急剧增加，而由于经费等条件所限，指导教师人数

不够，老师疲惫不堪，学生指导不够。通过这些先进的教

学手段，不仅可以使实地的课堂教学更加生动，信息量更

大，同时也能明显因指导教师不足而造成教学效果不理

想的现象［１２］。

２．２　教学时间
传统的植物学高山实习一般是在六月初进行，但由

于北方山区气候寒冷，这个季节很多植物的重要识别特

征如花、果实等都未出现，因此教学和实践质量不高。

改革后将教学时间设在８～９月份，这样可以更清楚
地掌握各类植物的重要识别特征，同时对上册花及果实

的类型、结构等内容也得到了很好地掌握和复习，提高了

教学质量。

３　结　论
总之，在植物学理论与实践教学的过程中，通过由传

统的教学模式向新型教学模式的转变，深化教学改革，正

确处理了植物学这门课程在传统教学模式中所存在的诸

多问题与矛盾，建立和完善了一套植物学教学体系，取得

了初步的成果，在此基础上，经过不断完善，提高植物学

课程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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