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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高等院校进行课程改革，在课程的教学模式上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尝试与探索。PBL教学法作为一种

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法，当前在国际教学领域中被广泛应用。为进一步提高教学效果，本文将PBL教
学法应用在《果树栽培学实验》教学中，包括优化实验内容、改革教学程序、完善课程评价体系等。通

过PBL教学法可以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培养学生科学探究精神，更好地促进当前

果树栽培学实验教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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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curriculum refor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course of teaching mode has more 
and more attempt and exploration. PBL teaching method as a kind of taking the student as the 
main body, is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t present.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this paper applied PBL teaching method in the fruit cultivation expe-
riment teaching, including the optimization of experiment contents, reform the teaching proce-
dure, perfect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etc. PBL teaching method can improve the students’ 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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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mous learning ability and the team cooperation ability, train students’ spirit of scientific 
inquiry to bett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rrent fruit cultivation experiment teach-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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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果树栽培学实验是园艺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是巩固果树栽培理论知识和掌握基本技能的重要环

节，对于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将理论知识落实到实际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果树栽培学实验涵盖了果

树栽培生产中所需要的各项关键技术，课程在学生学习、掌握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通过实践操作，进一步转

化理论知识为实践技术，从而达到调控果树与环境、平衡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统一生物学性状与经济学性

状的目的，使之符合果树生产栽培的需要，优质、丰产、高效，为三农经济发展与果树产业发展服务。 
传统的果树栽培学实验课程主要是根据教学大纲和实验指导书安排教学内容，以教师讲授为主，注

重实验原理的讲解和学生实验操作环节的训练，往往忽视了学生自主发现问题、制定方案的能力培养。

果树栽培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是多样而复杂多变的，因此，为了取到更好的教学效果，使学生能够真正理

解、掌握果树生产中所需要具备的相关技术，亟需在教学方法上进行改进与尝试。 
PBL (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学法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强调以学生的主动学习为主，

让学生在自主的任务引导下进行学习。PBL 起源于美国，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几十年的

发展，现已广泛应用于高等教育教学中，最初在医学领域应用最为广泛，现在在植物生产类专业课程中

也逐渐得到推广应用[1]。PBL 教学模式的基本流程包括创设情境、提出问题，引导学习、组织讨论，结

果分析、总结评估等阶段[2]。从目标问题开始，学生针对问题查阅资料、自主探究、交流合作，在自主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在实验操作和教师指导下掌握实验技能及其综合应用的能力。 

2. PBL 教学法在果树栽培学实验中应用的可行性 

2.1. PBL 教学法能够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传统的授课方式以教师为主体，以教师的讲授为主，教师按照实验指导书进行授课，操作流程一般

为：教师讲解实验目的和实验原理→讲解或播放教学录像展示实验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学生进行实验

操作→教师归纳总结并分析实验结果→学生完成实验报告。而 PBL 教学法是以学生为主体，以任务为导

向，以解决问题为目标[3]，侧重于学生自主解决问题，主动搜索查阅资料，因此可以很好地提高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避免传统教学对学生造成的“惰性”影响。徐丹[4]等将 PBL 教学

法应用到无机化学实验教学中发现，PBL 能够提高学生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强化学生综合知识的运用

能力。陈国户[5]等将 PBL 教学法应用到园艺植物组织培养教学中发现，学生的平均成绩显著提高，优秀

段人数明显增加，该教学方法能够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谭德新[6]等将 PBL
教学法引入到化学实验设计与实施过程中，在激发学生学习内驱力上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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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PBL 教学法更注重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 

PBL 教学法以学生自我学习和讨论为主，将学习置于有意义的问题情境中，采用小组协作方式，共

同交流、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为学生的自我反省和自我评价提供充足的时间和方法[7]。在 PBL 实施

过程中，获取信息的渠道，信息的筛选、整合，都需要学生协作完成，学生在合作过程中，充分表达自

己的观点，同时又能够比较容易地接收其他同学的观点，可以很好地提高团队协作能力。周娜[8]在 PBL
教学模式对学生综合学习能力的影响研究中表明，PBL 教学模式中的小组讨论环节促进了学生之间的合

作与互助，提升了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与自我表达能力。苏靖[9]等将 PBL 教学法应用到食品生物化学课

程中发现，PBL 教学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交流能力，培养团队互作精神。 

2.3. PBL 教学法能够强化学生思维 

PBL 教学法区别于传统教学方法被动接受知识和实验操作的模仿–重复，更有利于锻炼学生思维、

提升创造力。孙剑奇[10]等将 PBL 教学法引入到分析化学实验教学中，结果表明，PBL 强化了学生的实

验操作基本技能、提高了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实验开发设计能力，取得了良好的实验教学效果。郭萍[11]
在营养学基础实验课的授课中运用 PBL 教学法和传统教学法对比发现，PBL 能够明显提高学生的思维能

力。张梦萌等[12]将 PBL 教学法应用到“聚合物改性”实验教学中发现，PBL 能够激发学生的科研热情，

强化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发散性思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3. PBL 教学法在果树栽培学实验中的具体实践 

3.1. 对象 

授课对象为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18 级园艺专业 1，2 班，1 班 33 人，2 班 30 人，分班开展实验，每班

5 个小组，每组 5~6 人，进行果树栽培学实验的 PBL 教学。每小组选 1 名组长，组长主要负责本组组内

的工作开展。 

3.2. 教学案例 

如表 1 所示，实验项目为验证性实验和综合性实验。验证性实验旨在加强学生的理解，掌握实验方

法与技能。综合性实验旨在增强学生对知识的系统运用能力，综合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Table 1. The fruit cultivation experiment teaching content 
表 1. 《果树栽培学实验》授课内容 

实验名称 类型 课时 

实验项目一：主要果树树种的识别 验证性 2 

实验项目二：果树种子生活力的测定与层积处理 验证性 2 

实验项目三：果实分类与构造观察 验证性 2 

实验项目四：果实品质的测定 综合性 2 

实验项目五：果树树体结构和枝芽特性的观察 验证性 2 

实验项目六：果树根系的观察 验证性 2 

实验项目七：苹果的整形修剪 综合性 2 

实验项目八：果树树势的判断与估产 验证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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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实验项目九：果园施肥 综合性 4 

实验项目十：果园管理工作历的制订 验证性 2 

实验项目十一：草莓无土栽培 验证性 2 

 
果园施肥是果园管理的重要环节，合理的施肥方式和施肥量可以有效地促进果树的生长发育，提高

果品质量和产量。果园施肥这一实验开展时间正值秋季，本文以秋季施肥为例，探讨 PBL 教学法的应用。 
1) 课前布置任务 
教师授课前一周，在超星学习通上发布关于秋季果园施肥的生产实践案例和相关思考题。结合我国

果树产业背景，以实际生产案例为基础，抛出问题，可以引发学生兴趣，激发学生的探索精神，增加学

生对果树产业的了解，拓展学生的知识面。 
问题设置如下： 
① 我国果园大多数是 80 年代建立的老果园，传统的化肥施用方式虽然使果实产量增加，但是也带

来了很多问题。对比我国和果树生产发达的国家，我国果园土壤存在哪些问题？ 
② 针对存在的问题，结合果树的营养利用与转换规律，秋季施肥时应施用哪些肥料？ 
③ 结合具体案例和参考资料，分析果园施肥可以采用什么样的施肥方式？ 
④ 针对实验基地果园的树龄树势，小组采用什么样的施肥方式？ 
⑤ 施肥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根据课前任务，各小组成员利用教材、文献和图书馆馆藏资源等查阅相关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分析、

归纳、总结，每个学生自主设计出实验方案。然后以小组为单位，在组长的组织和协调下，组内交流、

讨论，全方位整合信息，寻求最优实验方案。这种先独立制定实验方案，再经小组讨论、整合信息后，

确定最终实验方案的方式，既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又能够很好地提高团队协作能力。 
2) 教学环节 
实验操作之前，以小组为单位进行 20~30 分钟的方案汇报。大多数同学就①③④等基础性问题总结

较为准确，但是对于综合分析性问题②⑤回答不够全面。如学生们都知道秋季应该施入腐熟的有机肥，

并配合一定量的复合肥和中微量元素肥，但是对于氨基酸类肥、土壤改良剂的应用基本上都没有提到。

施肥方式上，各小组都选择沟施或者穴施，但是不能很好地结合实验基地中果树的树龄、树势来确定施

肥沟的深度、宽度。小组汇报结束后，针对方案中存在的问题，教师要做适当的引导，最终经过班级讨

论，使各组实验方案得到进一步优化。 
在实验过程中，教师在小组间巡视。对于学生在操作中出现的不规范现象，教师适时地引导而非直

接教授，要善于启发学生发现和解决问题。虽然通过预习和讨论汇报环节，学生对于具体操作已经有了

清楚的认识，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会出现一些问题，如挖沟或挖穴时遇到果树根系不知道怎么处

理，有的同学遇到细根不敢继续挖施肥穴。出现这种问题时，教师可以提出引导性问题，如“果树根系

有几次发根高峰期？分别是在什么时间？在发根高峰期果树根系有什么特点？”引出秋季是果树发根高

峰期的知识点，此时伤根容易愈合，切断部分细根，还可促进新根的发育，增加吸收根的数量，提高肥

料的利用率。 
实验结束后，学生对自己及小组其他成员作出真实、客观的评价，并对其他组作出整体评价，具体

可以从课堂参与度、细节完成度、汇报方案完善度来进行。对于实验操作中，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教

师可以进一步讲解，但仍要以引导启发为主。课后，学生根据实际操作撰写实验报告，做出总结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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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评价 
课程评价的作用是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总结，指出各小组成员的优缺点，使学生在以后的学习过

程中能够长善救失，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果树栽培学实验课程成绩包括学期实验成绩和期末考试实验

成绩两部分，见表 2。 
 
Table 2. Grade distribution table in the fruit cultivation experiment 
表 2. 《果树栽培学实验》成绩分布表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得分 总得分 

一、学期实验成绩(60%) 

1. 方案汇报(10%)   

2. 课堂表现(10%)   

3. 实验操作(20%)   

4. 实验报告(20%)   

二、期末考试实验成绩(40%) 
1. 实验操作部分(20%)   

2. 数据结果及分析(20%)   

总得分    

 
果树栽培学实验课程评价体系重过程，方案汇报、课堂表现、实验操作、实验报告都是学期实验成

绩的考查部分，过程性考核要点具体见表 3。同时加入自我评价、小组内评价、小组间评价，这种多元

评价主体的评价方式使 PBL 教学模式对教学过程的评价更加客观。学生和教师分别发表对教学过程的意

见和看法，能够集思广益使学生和老师都得到更好的发展。而传统的实验课程评价模式往往唯结果论，

实验报告、实验结果占的权重过大，忽略了学生在整个实验环节的综合表现，不利于培养学生自主探究、

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够客观全面。 
 
Table 3. Procedural appraisal points in the fruit cultivation experiment 
表 3. 《果树栽培学实验》过程性考核要点 

考核要点 考核内容 考核目的 

方案汇报 汇报方案是否详细、完整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小组协作能力、问题探索能力 

课堂表现 出勤、回答问题、积极讨论、认真参与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实验操作 操作环节正确、熟练 学生对实验各环节的掌握程度 

实验报告 报告结构完整、书写认真 学生的总结、分析、反思能力 

4. 结论 

果树栽培学实验是园艺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它的开设对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相比较于传统的讲授法，PBL 教学法的学习目标明确，学生更能明确学习目标[4]。学生在任务导

向下，查阅、分享学习资料，在讨论过程中相互学习，充分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学习自主性，更有利于

掌握基础知识和实验技能，增强对实验的理解，拓宽知识面，同时也有利于培养团结协助精神和创造能

力。通过 PBL 教学法，结合果树生产中实际问题、果树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必将会提高学

生综合实践能力，为其进一步学习有关专业课程和将来从事相关的科研、生产、管理工作奠定扎实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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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但不可否认的是，PBL 教学法在果树栽培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尚处于探索阶段，如何将 PBL 教学法

同其他多种教学方法相融合，更好地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将是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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