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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菌物学”是森林保护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对过渡到“林木病理学”等专业课程的学习起着重要的承

上启下的作用。但该课程存在教学内容单一、实践与理论结合不够、缺乏综合性项目等问题，难以获得

良好的教学效果。文章针对贵州大学森林保护专业“菌物学”课程存在的问题，围绕菌物学的教学内容、

方法、实践以及考核等进行优化探讨，以期将教学内容与实践紧密联系，实现课程学习与森林保护专业

人才培养需求的无缝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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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ycology” is the core foundational course of forest protection major,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nsitioning to specialized courses such as “forest pathology”. However, this course has some 
problems such as a single teaching content,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of practice and theory, and a 
lack of comprehensive project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achieve good teaching results. In view of this, 
the present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Mycology” course of forest protection 
major at Guizhou University, and optimizes and explores the teaching content, methods, practice, 
and assessment of “Mycology”. The aim is to closely connect the teaching content with practice and 
achieve seamless integration between course learning and the needs of personnel training in the 
major of forest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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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菌物学是现代生物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研究菌物的分类、形态、结构、生理、生态和遗传等方

面内容，是高等农林院校大学本科农学与植物病理学、林学与林木病理学和部分综合性大学生物学的专

业基础课，是学习“植物病理学”、“林木病理学”、“植物检疫学”、“食用菌栽培学”、“药用真

菌学”和“真菌遗传学”等课程的必修基础课程 [1]。由此可见，“菌物学”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帮助

学生深入了解森林生态系统中菌物的作用和影响，从而更好地进行森林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助力培养我

国林业行业发展的综合型人才。 
笔者通过分析森林保护专业菌物学课程的教学任务、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结合该专业的特点，对

菌物学教学的理论、实践以及考核方案进行了探讨，为课程进一步贴近专业要求提供教学思路。 

2. “菌物学”课程概况及学情特点 

菌物学是贵州大学林学院森林保护专业本科学生的一门专业选修课，在大学二年级第二学期开设，

共设 2 个学分，理论课 16 学时，实验课 16 学时，暂无教学实习课程配套。课程主要介绍了菌物的概念、

分类系统、菌物与人类关系、菌物的形态与生殖方式、菌物的生活史、非真菌界菌物、壶菌门、接合菌

门、子囊菌门、担子菌门、无性型真菌等内容 [2]。学生通过学习该课程，系统地掌握菌物学的基本概念

和相关原理，掌握各类菌物的形态特征和分类系统，为学生独立地识别各类菌物提供支撑，为学习后续

课程以及进一步深造、研究与工作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菌物学”授课对象是森林保护专业本科二年级学生，他们已学习了“微生物学”、“生物化学”、

“遗传学”等先修课程，但学生知识迁移能力有所欠缺，并不能在学习中很好地将已有知识迁移至菌物

学知识体系中。本科二年级学生思维活跃，对新知识接受快记忆快，但对于复杂知识点往往通过死记硬

背来学习，并未真正理解，难以做到学以致用，对于抽象问题的认识、解决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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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大二学生多处于 20 岁左右的年纪，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人格特征和行为方式，能够主动面对困境，善

于学习，并能从周围环境中寻求支持和帮助；但由于缺乏足够的经验，他们易冲动，较情绪化，当面临

现实困境感觉无力解决时，会用幻想来逃避现实，用想象的美好掩盖不满意的现实 [3]。因此，在专业课

程中，也需要对学生进行适当的思想教育引导 [4]。 

3. 贵州大学森林保护专业“菌物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3.1. 学时不够、难以展现“菌物学”丰富的内涵 

菌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多态性明显，分布广泛。所涉及的概念多、零碎复杂；分类系统复杂、

变化大；种类多样、不易看到、不易识别。按照目前课程安排，16 学时的理论课难以展现“菌物学”丰

富的内涵和多样性、多态性及复杂性。 

3.2. 教学内容单一、知识点过于抽象 

菌物学的内容比较单一，概念性的知识多且杂 [5]，很多时候缺少直观、可感性的教学方式。这使得

学生在理解和把握课程中所涉及的知识点方面面临困难，影响学生对该课程的深入了解和掌握。 

3.3. 实践与理论结合不够、专业特色不明显 

“菌物学”课程虽然强调实验教学，但实际上与本专业相关内容的实验环节不能很好地贯穿课程或

者参与度不够；同时受限于实验场所、设备及条件，目前实验课多为观察性实验，对学生的吸引力不够

高 [6]。此外，“菌物学”课程作为一门专业选修课，并没有配套的课程实习，因此，学生在实践上的能

力得不到很好的锻炼。 

3.4. 缺乏综合性项目、实用性不够强 

“菌物学”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广泛的学科，它应该包含了多方面的知识能力，不仅仅是纯理论知识

的传授，但是现在的教育普遍缺乏相关的综合性项目，无法完全体现出学生综合的能力等方面。此外，

尽管真菌在医药、生物技术、农业等领域有非常广泛的应用，但是受课时限制，目前菌物学课程教学中

对其实际应用及前沿科学的讲授还不足够充分，这将影响学生对该领域的认识和发展前景的理解。 

4. “菌物学”课程教学改革与创新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培养满足林业产业发展的高素质专业人才是森林保护专业的主旨。“菌物学”课程不仅要为学生提

供专业的理论知识，还需要将实践能力、创新能力融入到人才培养方案中。此外，学生的思想塑造、价值

引领、职业道德建设也是专业教学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7]。鉴于此，针对当前森林保护专业教学改革需要，

结合贵州大学林学院森林保护专业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几条“菌物学”课程改革与创新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4.1. 增加“菌物学”课程的权重 

在森林保护专业的教学计划中，可以增加“菌物学”课程的学时和学分，使其成为重要的专业必修

课程之一。同时，在课程设置上也应该根据不同年级和专业方向的学生需求，科学合理地安排教学内容

和教学方法。 

4.2. 强化实践教学，开设课程实习环节 

“菌物学”是一门实验性很强的学科，学生需要通过实验来了解菌物的形态、生理和生态等方面的

知识。因此，教师应该加强实验教学，让学生亲身参与到真菌分离、培养和鉴定等实验操作中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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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实验技能和实验设计能力，并在实际场景中观察和研究菌物的特征及其在森林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和影响。 

4.3. 引入先进的现代技术手段以及国内外优秀教学资源 

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技术手段在菌物学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教师可以引入一些现代技术手

段，如基因工程、分子生物学等，让学生了解和掌握这些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应用。此外，还可以引进国

内外优秀的“菌物学”教学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和全面的学习资料，并通过多种渠道向学生传授

最新的研究成果、技术方法和应用前景。 

4.4. 开展科研项目和实践活动，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 

传统的“菌物学”课程评价主要以考试为主，这种评价方式容易导致学生只注重记忆而忽略了实际

应用能力的培养。因此，教师应该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包括实验报告、课堂讨论、小组项目汇报等

多种形式，以全面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此外，在设计考核评价体系过程中，亦可以适当增加学生在菌

物学领域开展的科研项目和实践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科研，提高其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4.5. 建立互动式教学模式，加强课程与实际应用的联系 

“菌物学”课程的教学应该是互动式的，教师应该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问题导向教学、

小组讨论等，让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兴趣。此外，菌物学的研究与应用广泛，

包括食品、医药、环境等多个领域。教师应该加强课程与实际应用的联系，让学生了解菌物学在实际应

用中的作用和价值，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 

5. “菌物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初步成效 

通过实施“菌物学”课程的部分改革措施，如借助信息化教学资源、案例教学、小组讨论等，打造

了知识、能力、素质综合提升的课程体系，使课堂得到了有效延伸，取得了初步成效。其一，夯实了学

生的专业知识基础。学生对“菌物学”课程中的基本概念和知识体系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在小组作业和

PPT 汇报过程中，通过自查、自学、自讲，更充分地了解到了各类菌物的分类识别特征、生物学特性及

应用领域等，初步实现了该课程的知识目标。其二，提高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运用能力。“菌物学”课

程是森林保护专业的理论基础，在后续“林木病理学”“森林动植物检疫”等实验课程及毕业论文环节

中，学生能够熟练运用在“菌物学”课程中学到的知识，完成实验方案设计，开展科学研究，提高了学

生的基本科学素养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6. 结语与展望 

“菌物学”课程是森林保护专业的科研基础，其教学改革与创新需要教师不断探索和实践，针对目

前所出现的问题不断更新教学理念和方法，逐一击破，加强实践与理论知识的结合，在教学过程中引导

学生自主探索与研究，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实际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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