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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牧草与草坪草种子学实验”课程是高校草业科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该课程理论和实践结合紧密，

是锻炼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创新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环节。本文对该实验课程的传统教学现状进

行了分析，从更新实验课程内容、提升实验教学手段、加强课程思政融入和优化实验考核机制等方面探

讨教学改革，以提高实验教学效果，强化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锻炼，从而为新形势下高

素质、创新型农学类专业本科生人才培养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 

种子学，牧草与草坪草，实验课程，教学改革 

 
 

Reformation and Exploration on Teaching of 
“Experiments in Forage and Turfgrass Seed 
Science”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Yingjun Chi, Jing Zhang, Xinbao Liu, Bin Xu* 
College of Agro-Grassland Science,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Aug. 6th, 2023; accepted: Sep. 5th, 2023; published: Sep. 13th, 2023 

 
 

 
Abstract 
“Experiments in Forage and Turfgrass Seed Science” is one of the core courses of the grassland 
science major in universities. This course bridges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in seed science tha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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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for students to exercise their hands-on, innovative and self-learning abilities. In this 
study,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process of the course were analyzed, and re-
forms were carried out by redesigning course contents and teaching methods, integrating the cur-
riculum’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optimizing course evaluation methods to im-
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to enhance students’ practical and innovative abilities. The course 
reformation supports educating high-quality, innovative agricultural undergraduate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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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牧草与草坪草种子学实验”是高等院校草业科学专业开设的一门重要的专业核心课，是“牧草与

草坪草种子学”理论课程的配套实验课。该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能够识别常见的牧草和草坪草种子，

掌握基本实验操作技术，建立起种子质量与种子的形态特征、生理特性密切相关且受多种因素影响的概

念，培养科研严谨态度和逻辑思维能力，在实验操作过程中进一步巩固理论课所学的知识，具体化所学

理论知识的感性认识，提高学生的实验技能和解决实际生产中技术问题的能力，为学生将来从事牧草和

草坪草种子科学研究、质量监测和种子生产、经营、管理打下良好的专业技术基础。 
在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下，2018 年，教育部提出了“新农科”建设，即围绕乡村振兴和生态文

明建设等国家战略，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传统涉农专业的课程体系、实践环节以及协同育人等方面进行

改革创新，为新时代背景下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更强有力的人才支撑[1]。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新农

科”人才的重大使命，满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人才需求[2]，建设线上教学资源，优化混合式教学设计，

实现“线上 + 线下”教学的有机结合，已成为实验课程教学改革的发展趋势。在新时代和“新农科”建

设背景下，“牧草与草坪草种子学实验”课程的传统教学模式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同时也迎来了新的改

革契机。 

2. 牧草与草坪草种子学实验课程的教学现状 

“牧草与草坪草种子学实验”主要面向大三学生开设。此时，学生已经完成了植物学、生物化学、

分子生物学及植物生理学等课程的学习，具有学习并应用生物学基础知识和相关技术手段解决农业生产

问题的知识储备。对近年来“牧草与草坪草种子学实验”课程中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总结，主要存在以下情况： 

2.1. 课程内容单一，学生创新能力弱 

在传统实验课程中，教学内容上大多以验证性经典实验为主，且实验间彼此独立[3]。“牧草与草坪

草种子学实验”主要涵盖了牧草及草坪草种子形态构造的观察、种子物理特性测定、种子休眠破除及发

芽率的测定、种子活力的测定等几个基础型实验内容。由于实验内容中没有统领性或综合性强的实验环

节，造成学生难以系统性掌握该课程知识体系。此外，能够赋予同学自主设计实验环节的缺失，也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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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缺少创新思维的锻炼。 

2.2. 学生参与度低，缺乏学习积极性 

传统教学方式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师在实验前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包括药品试剂的配制和仪器调试，

而学生按照 PPT 的讲解完成操作，记录结果，书写实验报告。在这种教学方式下，学生基本上是按照老

师的安排进行简单验证操作，处于被动实践状态，主体意识不强，缺乏实验课程的参与感，甚至丧失上

课的积极性，对这种乏味的灌输式教学产生麻木屏蔽的态度。因实验课堂时间有限，教师和学生缺乏有

效地交流和互动，教师难以引导学生积极思考，难以激发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 

2.3. 考核方式无法体现对学习过程和能力水平的评价 

课程考核是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是检验教学效果的主要方法。考核方式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和学习质量。传统实验课程考核常以实验报告为主，评价方式单一，没有体现出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以致实验报告抄袭现象普遍，按预设实验结果分析，几乎是千篇一律，也给老师批阅和评分带来困难[3]。 

3. 牧草与草坪草种子学实验课程的改革措施 

作为理论与实践连接的桥梁，“牧草与草坪草种子学实验”是草业科学专业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教学

环节。为了契合新时代对高校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基于草业科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针对“牧草与草坪

草种子学实验”课程中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的相关问题，我们开展了教学改革与探索，以期增强实验教学

的科学化、系统化和现代化，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学生科研创新能力。 

3.1. 改革实验教学内容，增强探索性、前沿性和创新性 

优化课程的教学内容，引入一些综合性实验和探索性实验，建立开放型实验课程体系，着重培养学

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注重教学内容的设计，通过学生感兴趣的科学问题引出实验课题，引导

学生查阅相关文献，采用实验小组的模式，积极讨论并设计实验方案，进行实验操作，分析整理实验数

据，最终以开放性实验报告来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效，注重实验过程轻视实验结果。例如，在牧草及草坪

草种子形态构造的观察中，由于很多常见的草种子形态非常相似(多花黑麦草和多年生黑麦草、紫花苜蓿

和草木樨等)，大部分学生会感到困惑，无法正确辨识。借此问题设置实验课题：如何区分外观相似的草

种子，作为后续课程的内容。各小组在课前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讨论并设计实验，形成实验方案，并在

课堂上进行实验操作来区分是何种子。这种“设疑–探究–揭秘”的教学模式，将实验技术同科研问题

衔接起来，大大激发出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热情，既能够锻炼了学生的文献查阅能力，又让他们自主运用

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提高实践能力。在最后的揭秘时刻，既满足了学生的好奇心，获得成就感，

也激发学生在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中的独立自主和开拓创新的能力。这种课程内容的编排，做到了实验

之间循序渐进又环环相扣，既能理解每一个实验的原理和意义，又能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更深入地理

解实验技术的应用和价值，产生更好的教学效果。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生物技术手段日新月异，有些实验方法和技术已经略显陈旧，一些新方

法和新技术广泛运用于前沿科学研究中。本科实验教学也应与时俱进，融合前沿研究，及时更新科研成

果和技术方法，让学生接触到最前沿实验技术和方法，感受科学和科技的魅力，体验新技术带来的革命，

激发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 
牧草和草坪草种子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也在不断更新，特别是在种子质量监测和检验技术方面。作

为国家保障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种子质量监测和检验服务业对检测人才的需求量以及对技术技能的要

求都在不断地提升。牧草和草坪草种子学实验课程的教学内容应结合生产实践和市场的需求，增设种子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91054


迟英俊 等 
 

 

DOI: 10.12677/ae.2023.1391054 6777 教育进展 
 

检验规程相关内容，引入新实验技术的简介，比如利用 SSR 分子标记鉴定品种种子纯度和 DNA 指纹公

共平台技术测定种子真实性等，为学生日后从事相关工作打好基础[4]。 

3.2. 改革实验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现代教育中，“互联网+”教育理念越来越普及。改革传统的“课堂教学”为主的教学方式，通过建

设微课资源，借助网络平台，打造虚拟实验室，建立线上理论学习和线下实验操作相结合的自主学习教

学模式。采用这种“线上 + 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将实验学习由被动转为主动：课前通过微课视频主

动预习实验内容，通过线上论坛主动讨论实验原理、设计实验方案，课中主动做实验，课后主动分析、

解决实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总结实验结果和目的意义，进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潜能，提升学生的

创新能力和创新思维，增强团队合作意识。结合网络的教学方式以其极大的优越性顺应了当今社会、经

济、科技、文化发展的潮流，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克服了教学中的时空限制，缓解了教学时间有限

和课程内容繁多的矛盾，使教学内容变得更加广泛、丰富[5]。 
在新的教学模式中，依托于多媒体和网络平台，将实验原理和操作步骤以生动形象、图文并茂的多

媒体形式向学生进行展示，可以使学生在观看视频课件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实验理论知识和原理，引导

学生在课前对实验原理和方法进行讨论、交流，提高学生的主动意识。利用互联网络搭建学习交流平台，

促进教师与学生之间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在共同学习的过程中让实验课程变得更有趣味性，使学

生对实验学习的热情更加高涨。 

3.3. 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完善育人环节 

在当前高校“立德树人”的基本理念下，课程和思政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一门高质量专业课，思想

政治教育可以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6]。实验课程教学应顺应当代大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兴趣爱好，科学设

计课程思政的教学内容和切入点，进行“润物细无声”的思政教学，潜移默化地助推学生思想道德修养

和精神世界的提升。在品种真实性和纯度鉴定的概念及意义教学中，通过例举假种子事件的经济和社会

危害，阐明种子的种及品种鉴定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意义，以此作为课程思政的切入点，引导学生主动关

注社会发展问题，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同时，引导学生要诚实守信，敬畏法律法规，树立良好的职

业道德和正确的价值观。在学习 DNA 指纹技术时，介绍全球首个农作物品种 DNA 指纹库公共平台已于

2022 年在我国建成启用的伟大成就，激发学生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崇尚，增强科技强国的自信心，鼓励学

生树立远大的理想抱负，培养学生的“三农”精神和强农兴农的意识。 
在实验操作过程中，要反复强调标准意识、规范意识、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

精神；要求学生认真操作，严谨记录实验数据，如实、客观地分析并报告实验结果，使学生建立实事求

是、客观公正的科研态度。 

3.4. 构建多元化的课程考核方式，激发学习的能动性 

课程团队设置多样化考核方式，使考核贯穿到课程教学的全过程。关注学生的课前预习、课堂表现、

实验报告完成等，将学生的学习态度、实践能力、创新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等指标纳入评价体系中，尤

其是在考核中加入德育评价。总评成绩由 3 部分构成(见表 1)，即第 1 部分过程考核，包括出勤、实验操

作技能、课堂表现和课后作业等评分；第 2 部分报告考核，提交实验报告，要求包括实验原理、数据表

格、实验图片、统计分析、结果讨论，以及对实验过程的思考或心得。第 3 部分德育考核，主要包括团

队协作精神、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实事求是的科研态度等评分。总评成绩第 1 部分占 50%，第 2 部分

占 40%，第 3 部分占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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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的考核方式能够真实地反映学生对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的掌握程度，全面评价学生的观察思

考、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等综合能力。新颖的考核方式，使学生感到一定的压力，同时也激发了学习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课堂气氛与教学效果明显好转，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动手能力以及团队协

作能力都得到明显提升。 
 
Table 1. The scoring system of students results for Experiments in Forage and Turfgrass Seed Science  
表 1. “牧草与草坪草种子学实验”课程考核成绩的分项设置 

项目(比例) 考核内容 分值 

过程考核(50%) 

上课出勤 20 

课堂讨论 20 

课堂笔记 20 

实验操作 20 

课后作业 20 

报告考核(40%) 实验报告 100 

德育考核(10%) 团队协作、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实事求是等 100 

4. 结语 

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是高等院校的根本任务。随着乡村振兴和农业生产进步，

农业人才需求也从数量性需求转向质量性需求，从传统的技能型人才转向综合性创新型人才[2]。为了满

足现代农业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通过对牧草与草坪草种子学实验课程进行多种形式的教学改革，在实

验教学内容、实验教学手段、考核方式等方面不断探索与创新，实现了实验教学质量的不断提升。本教

改内容实施以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显著提高，部分同学能够在课堂或课后提出个人对实验环节的深入

思考，科研创新能力和专业素养得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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