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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植物学是我校涉农类专业的重要专业基础课程，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一门课程。该课程以植物为研

究对象，以植物的形态结构和功能、生长发育特性、植物多样性及植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为教学目标，

对学生专业能力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即回顾课程组建设本课程的主要过程，通过分析在人
才培育、学生管理、实验教学等方面的建设思路，提出课程目标、师资力量、课程内容、教学手段以及

命题标准等课程建设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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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tany is an important basic course for agriculture majors in university. It is a course closely 
combined with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plant-based course takes plan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akes the morphologic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plant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haracte-
ristics, plant diversi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nts and the environment as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It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rofessional ability. This paper re-
views the main process of the course construction by the course team, and puts forward the course 
construction measures such as course objectives, teachers, course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proposition standards by analyzing the construction ideas in talent cultivation, student manage-
ment, experimental teaching and other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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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植物学课程是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园艺、风景园林和森林保护专业等涉农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

基础课，是一门课程体系完整、教学内容庞大的传统课程，这门课程的学习能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奠

定良好的理论与实践基础，课程的学习内容包括植物的形态结构和系统分类两大部分，具有内容多、知

识面广、记忆知识点多的特点[1]。课程组经过多年建设，该课程目前已经形成“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

为引导、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抓手”的教学模式，入选山东省教育厅高校课程联盟课程，并已登录“智慧

树平台”。 

2. 课程概况 

《植物学》课程是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园艺、环境生态工程等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必修课。本课程

的前导课程为中学的《生物学》，后续课程为《植物生理学》《农业生态学》等。学时为 48 学时，见表

1 其中理论课时为 40 学时，实验课时为 8 学时，3 学分，是以植物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植物的形态结

构和功能、生长发育的基本特征、植物多样性及植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2]。 
 

Table 1. Botanical teaching contents and credit hour allocation 
表 1. 植物学教学内容与学时分配 

章次 章名 实验名称 
学时分配 

理论 实践 

第 0 章 绪论  2  

第一章 植物细胞  2  

第二章 植物组织 实验项目一 植物细胞和组织结构的观察 4 2 

第三章 种子和幼苗  2  

第四章 根 实验项目二 根的结构 6 2 

第五章 茎 实验项目三 茎的结构 4 2 

第六章 叶 实验项目四 叶的结构 4 2 

第七章 营养器官之间的联系及其变态  2  

第八章 花  4  

第九章 果实和种子  4  

第十章 植物界的基本类群与演化  2  

第十一章 种子植物的分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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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植物学课程建设思路 

(1) 重构教学内容，实现植物学知识能力素质的有机融合，培养学生解决复杂植物学问题的综合能力

和高级思维。一是要根据学生所学专业特点对教学内容进行优化。引导学生理解《植物学》在专业课程

体系的地位与重要性，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知识、获取能力的兴趣。二是要加强实践教学，注重知行合

一。还能通过实训技能的锻炼，培养学生的探究学习、分析解决复杂植物学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 
(2) 完善教学条件、优化教学方法与手段，打造智慧课堂，创新教学模式。《植物学》在线课程在山

东课程联盟智慧树平台上运行，除本校外，有多所学习纳入优质课程的学习。经过两轮运行后，通过对

学生学习情况的反馈、学生的成绩、学评教的等情况进行分析，将加强教学资源的建设、教学方法改进

和教学模式的创新。 
(3) 挖掘《植物学》课程思政教育内容。探索与《植物学》课程思政教学相契合的课程思政教育途径。

将生态文明教育、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理想和信念教育纳入课堂思政的内容[3]。 
(4) 构建成果导向的课程目标达成度的评价方法。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是教学评价的重要部分，通过

“课程目标评价–反馈–教学实践–课程目标评价”的闭环教学实施评价过程。 

4. 植物学课程的建设措施 

4.1. 课程目标定位 

本课程是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园艺、森林保护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为学生将来从事植物育

种、植物栽培等工作提供基础理论知识与技能。因此，本课程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教学目标。第一，知识

目标。通过《植物学》课堂教学和实验教学，使学生掌握植物细胞和组织形态、结构与功能等基本知识；

重点掌握被子植物营养器官根、茎、叶和繁殖器官花、果实、种子形态、结构与功能等方面的知识和实

验操作技能；掌握裸子植物、被子植物的形态结构特点，认识和观察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的重要的科、

属、种的代表。第二，能力目标。能准确使用显微镜；掌握植物解剖的基本实验技能；了解植物分类和

鉴定的方法，能准确识别山东省常见的裸子植物及被子植物；掌握植物分类标本的采集与制作方法；解

决复杂植物学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第三，素质目标。通过植物学的传统文化教育、理想信念教

学和生态文明教育，使学生树立环境保护意识、拥有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为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植物

资源打好必要的基础。 

4.2. 师资力量培养 

Table 2. Allocation of teachers in botany teaching team 
表 2. 植物学教学团队师资分配 

姓名 职称 学历 教学年限 

秦永梅 副教授 硕士 18 

杨向黎 教授 本科 18 

郝淑芹 副教授 博士 12 

刘敏 教授 硕士 19 

刘瑞杰 讲师 硕士 3 

韩凤英 副教授 硕士 17 

 
植物学课程组注重对团队教师的爱岗敬业、严谨治学、从严执教，为人师表精神和服务区域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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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能力的培养。课程组执行学院制定的一系列教师培养培训计划和鼓励教师发展的政策措施，制定了本

课程的培养计划和具体培养措施。建立一支知识结构全而、年龄结构适合、人员稳定、教学水平高、教

学效果优良的课程师资团队。见表 2《植物学》课程组共 6 人。其中，教授 2 人、副教授 3 人，讲师 1
人，80%的教师具有高级职称、80%教师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80%教师具有 12 年以上高校教学经历。 

4.3. 课程资源 

1) 线下教学资料 
一是以专业的人才培育目标为基础，根据当前学生就业岗位的技能要求与行业发展趋势制定出高质

量的教学大纲，并在每年根据情况进行调整与完善[4]。二是本课程的教材选用张宪省主编《植物学(第二

版)》，该教材为普通高等教育农业部“十二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农林院校“十二五”规划教材；实

验教材王建书主编、课程组团队成员刘敏副主编的《植物学实验技术(第三版)》，由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

版社 2018 年 7 月出版。三、根据教学大纲，制定出符合教学要求的教案、讲稿。教案是按照两个学时为

单位制定出的教学方案，教案中列举的丰富案例、精心思索的问题都是我们课题组的老师多年积累得来

的，讲稿是丰富和内化教案中的具体要求，教案和讲稿体现先进教育理念，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

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每年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四、试题库是整个教学质量的有效体验，课程组的所有成

员都参与了试题库的建设，依据学校的要求，试题的难易程度按较易、中等、较难比例分别为 30%、40%
和 30%。题库包括线上和线下题库，试题覆盖面广、题型丰富，符合教学大纲要求，并及时进行补充和

更新，可实现至少十套期末考试题的抽取。 
2) 线上教学资源 
2019.08 课程组所有成员参与录制《走进多彩的植物世界——植物学》在线课程，并完成教学资料包

括课件、讲稿、试题、教学大纲等，教学资料丰富，内容完整。目前已入选山东省教育厅高校课程联盟

课程，并已登录“智慧树平台”。 
见表 3，《走进多彩的植物世界——植物学》在线课程，拍摄了 60 个教学视频，时长为 752 分钟，

每个视频有 PPT 课件、弹题，每一章节都有讲稿、章测试题，并在课程最后建立了在线期末考试题库，

试题量为 240 道。翻转课堂资源有拓展视频、逢春总有看花情系列 PPT 等资源。课程教学资源丰富，能

够满足学生学习和能力拓展需要，有效支撑课程教学目标实现和教学改革任务完成[2]。目前海南大学、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黑龙江生态职业技术学院及智慧树公开大学等多名学生共同学习，使用率高，教学效

果良好。 
 

Table 3. Online teaching resources 
表 3. 线上教学资源 

章节 视频名称 视频数量(个) 视频时长(分:秒) 

绪论  2 26:40 

第一章 
植物细胞概述 1 5:27 
植物细胞基本结构和功能 2 28:19 
细胞的增殖、生长和分化 1 15:28 

第二章 

植物组织、分生组织 1 9:45 

薄壁组织、输导组织 1 14:48 

机械组织、保护组织 1 11:12 

分泌结构及复合组织 1 10:26 

BBC 植物王国之食虫植物 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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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第三章 种子和幼苗 1 15 

第四章 

根的功能与形态 1 9:51 

根尖及其分区 1 8:27 

根的初生结构 2 19:45 

根的次生结构 1 12:15 

第五章 

茎的功能及形态 2 19:45 

茎尖分区及茎的初生生长 1 6:26 

茎的初生结构 2 15:23 

茎的次生结构 1 13:08 

第六章 

叶的形色 2 25:49 

叶的显微结构 1 14:55 

叶的一生 1 15:40 

第七章 
根与茎之间的联系 1 15:47 

异样的根茎叶 1 10:48 

第八章 

花的赏析 3 42:18 

花蕊 2 22:50 

种子的孕育 1 15:07 

第九章 果实和种子 2 28:00 

第十章 

植物分类基础知识 1 16:36 

裸子植物 1 13:19 

被子植物分科 2 33:31 

第十一章 

观赏植物 2 22:00 

药用植物 2 29:48 

环保植物 2 23:39 

神奇的植物王国 4 45:35 

实践篇 
陆地观赏植物 8 132:47 

温室植物 2 37:49 

4.4. 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以培育应用型人才为基础目标，“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引导、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抓手”

的教学模式[3]。一是采用了线上和线下的结合，采用课前自主学习，老师布置任务，学生们利用在线开

放课程进行在线学习、在线测验、课前实践练习；老师跟踪学习、收集学习问题、调整上课流程。课上

进行知识内化或实践技能操作，在课上学生可以进行知识竞赛、小组讨论、拓展训练及实践操作；老师

课上可以进行教学引导、实时指导、归纳总结、考核评价及下节课任务的布置。二是理论与实践结合，

植物学实验是植物学课程教学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通过加强植物组织与器官解剖结构实验观察和技

能训练，以增强感性认识，加深了对植物的形态结构与它们所承担的生理功能一致性的理解。三是课程

育人与思政育人有机融合，课程团队针对本科学生的知识、能力和价值观念等特点，认真梳理课程教学

内容蕴含的思政元素，选取了民族自豪感、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科学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等融入课程

思政的内容，达到润无声的目的。坚定学生学农、爱农、兴农的理想信念，培养学生社会服务意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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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5] [6]。 

4.5. 课程考核方式 

本课程以考试为主要考核模式，以教学大纲为基础，设计考核命题与审核标准。一、增加过程性考

核。过程性考核成占课程考核总分的 50%。强化整个教学过程的教学效果落实，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

防止以往多数学生为应付期末考试而突击学习、出现高分低能的怪象。过程性考试考核成绩可由考勤

(10%)、课堂讨论(15%)、实验(25%)、单元测试(20%)、综合测试(30%)组成。二、严格终结性考核。期末

考试占本课程考试考核总分的 50%。期末试题覆盖面要广，增加分析性和综合应用性题目，加强对学生

创新思维和综合应用能力的考核和引导。 

5. 结语 

在高校的涉农专业中，《植物学》课程是一门很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植物学》课程建设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与价值。虽然目前线上课程还需要不断完善与更新，但随着课程组科研成果及实践经验的

逐步融入和结合，线上课程体系建设下，该课程将不断优化与完善，以达到更高的品质。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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