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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作物形态观察课程教学质量的对策 ①

赵　强，徐文修，石书兵，张巨松
（新疆农业大学 农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８３００５２）

摘　要：针对“作物形态观察”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授课周期不完整、授课时间点与作物生育进程难吻合及考核
方式不科学等问题，应该采用“实地观察＋实物样本＋植物标本 ＋多媒体图片”四结合的方式，多渠道多方式地丰富教
学内容，在考核方式上采用“平时成绩＋实验报告＋多媒体答辩或多媒体讲解汇报”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评判学生成绩，
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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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对人才的综合素质的要求不断
提高，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专业技

能是近些年来高等院校的一个教学改革方向［１４］，而如何

提高实践类课程的教学质量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５７］。

农学类专业为了扩充专业基础知识，在加强实践教学方

面的需求更是迫切。“作物形态观察”是一门实践性较强

的专业课程，旨在提高学生对作物的感性认识，熟悉常见

作物的植株与器官形态特征及其生长发育过程，进而为

学习其他相关专业课程打好基础，是完善实践教学体系

的重要专业课程之一。本课程适用于植物保护、遗传育

种、种子科学、园林园艺、资源与环境等专业大中专学生，

但由于课时数较少且课程内容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尚缺

乏权威教材，在授课形式上也具有多样性，授课效果无疑

存在差异。因此，如何提高“作物形态观察”的教学质量

值得关注，本文分析了该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常见

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对策，以期为提高教学质量和规范化

程度提供参考。

１　“作物形态观察”课程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１．１　授课周期不完整且无固定教材

小麦、棉花、玉米等常见大田作物生育期一般在１００
天以上，从播种期到收获期持续时间更长。多数作物在４
月中旬开始播种，９月方可成熟。作物形态观察课程一般
在每学年的第二学期（２月下旬—７月上旬）开设，４月底
５月初出苗时可进行一次课程教学，当进入７月作物生长
盛期时，学生进入考试周，随后遇暑假，课程必须停止，而

７月～８月（暑期）正值作物生长发育、器官分化的关键时
期，此阶段作物形态特征变化明显，有诸多重要知识点在

此期体现，例如，棉花在７月～８月正处于花铃期，此期棉
花由营养生长转向以生殖生长为主，棉花的生殖器官大

量分化形成，将呈现由蕾到开花再到结铃等重要形态特

征上的变化，可观察的内容丰富，但暑假无法正常授课，

只能错过。即便是开学后进入下一学年接着进行教学，

也只能观察一些作物收获期的形态特征。因此，田间进

行形态观察的时间段仅限于５月初～７月初，远没有覆盖
作物的生长周期，可实地教学的内容较少。另外，作物形

态观察课程属于专业课小课程，缺少直接相关教材，学生

没有自学的机会，难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１．２　授课时间点与作物生育进程难吻合
除了前述问题外，即使５月初～７月初可以进行田间

实物观察教学，仍然存在每周上课时间节次固定的问题，

学生需要按照课表上课，而作物生育进程并不是固定的，

进入关键生育时期适合开展作物形态观察课程时，往往

不是课程表上所预订的时间。而且高校教学管理体制较

为严格，靠调课、补课来协调上课时间在正常情况下是行

不通的。所以，授课时间点与作物生育进程难吻合是本

课程的又一直接问题，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

１．３　教学用地难保障
高校多在城市，在当前寸土寸金的市内难有土地可

供种植作物，即便在郊区也很少有土地供教学之用，难以

种植足够的作物种类，也难以保证足够的种植面积。因

此，缺少可耕种土地是开展作物形态观察课程的常见问

题。若要做到大田实地观察，需组织班级包车前往市外

农作区，致使课程教学的代价提高，而且在路上花费的时

间往往超过授课时间，还需要考虑交通安全因素，因此大

田实地观察难以持续、多次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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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影响作物生长的不定因素多
作物形态观察课程的目的是让学生辨别常见作物及

其器官等的形态特征，而种植业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影响

作物生长发育的因素较多，种植管理水平、气候变化、病

虫草害等均会对作物生长造成影响，有时甚至出现长势

异常现象，导致课程难达预期效果。另外，作物本身具有

生态适应性要求，同一地区适宜种植的作物种类相对有

限，为便于学生实地观察，同时保证作物种类丰富，应将

经济作物、粮食作物等观察对象放在同一农区，最好是同

一块农田。然而，不同作物自身对水肥运筹等常规管理

的要求不尽相同，如棉花、玉米、小麦等的水肥需求规律

不同、种植模式各异，所以较难将不同类型作物种植于同

一农田。为保证教学质量只能前往不同地块甚至不同农

区进行分散观察，无疑给教学带来了难度。

１．５　考核方式的科学程度低
由于作物形态观察课程的课时数少，因此不采用考

试的方法进行考核，多是根据学生平时成绩（考勤）和实

验报告两部分综合来判定成绩，平时成绩一般占３０％左
右，实验报告占７０％左右。其中实验报告部分，主要是为
了强化学生对作物形态特征的理解与记忆，要求学生在

课后绘制作物整株或器官等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形态

图。鉴于学生本身绘画水平的差异，有的画图形象美观

便可得高分，有的学生绘画能力欠佳，画图效果欠佳，得

分便低。因此，依靠学生提交的实验报告判分欠缺科学

性，往往考核的是学生的绘画功底，这就背离了我们的课

程宗旨。

１．６　学生重视程度和积极性不高
作物形态观察课程作为小课程，课时数少且不进行

考试，加之教学材料为作物，有些常见作物学生们平时已

有印象，而且在其他专业课教学过程中可能也有提到。

部分学生可能对本门课程不重视，影响了学习的积极性。

２　对策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建议作物形态观察课程在教学

方法和考核方式两方面进行改进。

２．１　教学方法四结合
“实地观察＋实物样本＋植物标本 ＋多媒体图片”四

结合，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首先进行实地的观察，毕竟

田间观察可以了解到作物群体到个体再到器官的特征；

不具备实地观察条件的，如果可及时以采回作物植株，便

用实物样本进行教学；若无法及时获得作物植株，就采用

植物标本进行教学，这就要求针对本门课程的教学目的，

提前做好标本采集与制作工作，标本应涵盖整株、器官和

解剖三类；如果标本仍不具备或没有制作全面，可以采用

多媒体图片的方法，向学生展示需要讲解的作物形态

特征。

以棉花的形态观察为例，５月棉花苗期处于学生在校
期间，若有就近的棉田即可组织进行实地观察；６月棉花
现蕾后可以通过采回的实物样本进行观察；暑期出现的

蕾、花、幼铃、成铃等的观察可以采用多媒体图片进行；而

９月收获期的棉花整株及吐絮铃、棉纤维、种子等可以通
过上一年提前制作标本的方法在６月或７月初即进行教
学观察。

可见，通过以上四方面结合，授课内容可以覆盖作物

全生育期，解决授课周期不完整、授课时间点与作物生育

进程不吻合等问题；同时因为教学方法灵活，对教学用地

的硬性要求相对降低，且可以排除影响作物生长的诸多

不定因素，保障了教学内容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无疑可提

高教学质量。

２．２　考核方式三结合
采用“平时成绩 ＋实验报告 ＋多媒体讲解汇报或多

媒体答辩”三结合的方法，综合评判学生成绩。这样便可

增强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而且多媒体汇报的方法还可

以锻炼学生自我组织学习能力以及表达能力，不但能展

示自我，更增加了教师与学生间的互动交流。因此，采用

多途径结合的考核方式，不仅提高了考核科学性，也能增

加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对提高教学效果大有益处。

３　结　语
“作物形态观察”课程的特殊性给教学质量的提高带

来了诸多难题，可针对教学过程中的常见问题，结合实际

情况，灵活对待，多渠道多方式地丰富教学内容，在教学

方法上采取“实地观察 ＋实物样本 ＋植物标本 ＋多媒体
图片”四结合的方式，同时在考核方式上采用“平时成绩

＋实验报告＋多媒体讲解汇报或多媒体答辩”三结合的
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达到提高教学质量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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