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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按照教育部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强化育人水平的要求，构建完整的思政课程 + 专业知识体系，是

全面立德树人的重要途径。“植物生长与环境”是园艺园林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融入思想政治教育，

既有利于学生品德培养及自身品格的塑造，又有利于在课程体系建设中培养学生理论孕育于实践，实践

出真知的科学思维，最终提升学生实践能力水平。本文以“植物生长发育的结构基础”为例，分析了课

程思政在专业基础课《植物生长与环境》中的重要作用，阐释了课程思政融合下的课程教学目标与设计、

教学过程、教学效果与反思等教学环节的构建，深入挖掘了相关知识点中蕴含的思政目标。通过项目教

学、任务驱动教学等教学过程的实施，期望学生在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激发学习兴趣，掌握专业能力的

同时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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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con-
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strengthen the level of education, and build a com-
ple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ystem, i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omprehensively cultivate morality and cultivate people. “Plant Growth and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in horticulture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tegrating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not only beneficial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moral character and 
shaping their own character, but also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scientific thinking that nurture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ultimately improving their prac-
tical ability level. This article takes the structural basis of plant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important role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Plant Growth and Environment”. It explains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
ing objectives and design, teaching process,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nd reflection under the inte-
gr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deeply explor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objectives contained in relevant knowledge points.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processes such as project-based teaching and task driven teaching, it is expected that 
students will be inspired to learn under the guidance of core values, master professional abilities, 
and promote comprehensive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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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基本情况 

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的要求[1]，高职院校培养的是全面发展

的、具有综合素质、能够适应社会需求的应用型专门业人才，专业课程的教学要加强针对性和实用性。 
高职高专《植物生长与环境》是我校园艺、园林等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开设时间为第二学期，

相对专业课来说，理论性强，实践性弱[2]。为了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丰富课堂教学内容。采用多样化的

教学手段使学生了解并熟悉植物生长发育的相关基础知识、基本理论；注重培养学生实践操作能力，让

学生在生产实践中既能知道问题出现在哪又能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提高学生的技术技能水平，

为今后专业核心课的学习以及农业生产打下基础。 
《植物生长与环境》在综合了《植物学》、《植物生理学》、《土壤学》、《肥料学》和《农业气

象学》等植物类相关课程的内容基础上，将上述课程内容充分整合，构建了一套本校学校较为符合的

课程体系。在教学过程中遵循理论为实践服务的宗旨，讲授理论知识同时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最终

带动学生实践技能的提升；结合学生今后从事的工作环境，将生产季节这条主线贯穿到实践教学中，

相关基础内容提前于专业课内容，并与专业课内容相呼应，为学生今后进行专业课学习及生产实践打

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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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根据植物生长发育的基本结构特点，深入挖掘相关知识点及技能操作点并有机地将思政元素融入知

识传授、技能培养中，切实做到知识目标、能力目标与思政目标“三者融合”的教学目标(见表 1)。通过

本章节的学习，不仅要让学生体会到植物基本组成单位——细胞的结构和功能，认识到大千世界的丰富

多彩源于生命的基本单位的科学性；端正学习态度、培养良好的学风，体验到科学的严谨性和学习的持

续性；体会出青年人要把“小我”融入到祖国和人民群众的“大我”之中，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

融相通。而且要培养学生追本溯源、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探索未知的求新精神、开拓进取的创新意识

以及与他人交流合作的团队精神。 
 

Table 1. Teaching objectives for “Structural basis of plant growth and development” 
表 1. “植物生长发育的结构基础”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目标 

认识并学会观察玉米等植物细

胞的基本结构。 

从个体水平上认识细胞的结构特点，并

能够在显微镜下辨识细胞的整体结构

特征。 

树立大一统的爱国思想，辩证的看待整

体和个体的关系，整体由个体组成，个

体的成长有助于整体的良性发展。 

认识并区分植物组织及器官的

结构特征，掌握玉米等植物各

组织和器官的生理功能。 

能够在显微镜下识别玉米等植物组织、

器官的形态结构特征，理解各种组织相

互配合、相互依赖保证器官的功能得以

正常运行。 

感受玉米等植物组织与器官的千姿百

态，丰富多彩，感叹大自然创造植物的

鬼斧神工，从植物之间的联系培养学生

合作、奉献、沟通的团队精神。 

熟悉玉米等不同植物的营养器

官(根、茎、叶)的特性。 
掌握玉米等植物各器官的主要形态特

征，能够正确鉴别作物的种类及品种。 

认识到“人生需要扎根”的重要性，虽

面对暗无天日的生活环境，但依然坚

定、执着、奉献；像植物的茎一样，做

人端正笔直；像叶子一样，人的成长需

要阳光也要面对风雨。 

掌握玉米等不同植物的营养器

官(花、果实、种子)的特性。 

利用观察、比较分析法坚定玉米等不同

植物生殖器官的形态特征，掌握植物分

类的基础知识。 

培养爱美、审美情操，做人要像兰花一

样具有高尚的道德、崇高的品质；人生

要有希望，像种子一样具有强大精神力

量。真正体会、培养爱农情怀，用知识

报效祖国，服务三农坚定信心。 

3.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3.1. 教学内容 

在农业生产实践中，生存环境的优劣对植物生长的差异性影响显而易见。让植物适应所在区域的生

长环境，通过光、温、水、气、土壤及营养成分的调节使植物达到人们的生产需要，保证农业的健康持

续发展，达到植物与环境的和谐共生，是本教材课堂教学的重要任务。学生需要从制定的学习目标中掌

握植物生长发育的基础，了解植物生长发育的基本规律；熟悉植物的形态及结构特征，认识植物的各个

器官的功能及植物的生长习性。有了上述基础在学习环境调控时才能游刃有余，有的放矢。“植物生长

发育的结构基础”是植物生长与环境课程中植物生长发育的基础一章中的第一个学习任务，课程的主要

内容包括：植物细胞的基本结构、植物的组织和器官(根、茎、叶、花、果实和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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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学生认识并区分植物组织及器官的结构特征及生理功能，让学生体会出各种组织之间是相互配

合、相互依赖的，所有植物组织的正常运转才能保证植物器官生理功能的正常进行。让学生体会出小到

一个家庭、一个班级，大到一个单位、一个国家都需要团队协作精神，人类事业的开拓向前不是个人能

够完成的，而是靠千万个“你、我”薪火传递，接续奋进才能实现的，认识到建立良好的同学关、师生

关系的必要性，从中体会出合作、奉献的时代主旋律。 
在讲授植物的营养器官(根、茎、叶)时，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利用观察、比较的方法，让学生掌

握身边熟悉植物各器官的主要形态特征，能够正确鉴别部分生产上常用农作物的种类及品种。在学习中

充分体会植物营养器官各自的作用，没有它们默默的付出，未来不会有植物花朵的绚丽多彩，果实的浆

多饱满，颗粒归仓的幸福感。重点强调植物的根虽然“满身泥土”，生活环境暗无天日，但依然执着、

坚定、甘于奉献，支撑着整个生命体的枝繁叶茂，让学生认识到“人生需要扎根”的重要性；其次还要

像植物的茎一样，高大挺拔，笔直威武，从中体会出做人要端正，像植物的叶子一样，接受阳光的同时

也要感受风雨，体会出人的成长不可能一帆风顺，其中既有欢笑又有泪水。 

3.2. 教学方法 

教学方式：线下多媒体讲授、线上学习通及腾讯会议教学、板书教学、音视频教学、分组讨论、实

践操作教学。 
教学方法：讲授式教学、启发式教学，案例式教学、讨论式教学、互动式教学、项目任务教学、自

主学习等方法。 

3.3. 课程思政融合点 

丰富多彩的世界离不开植物，植物的千姿百态、五颜六色丰富了人类生活。不同植物的形态特征及

生长习性虽各不相同，但具有相同的结构组成——细胞。通过植物细胞的基本结构的讲解，学生深入了

解细胞结构的四个组成部分，并通过显微镜观察细胞的整体结构特征。让学生深刻认识到，细胞的每个

组成部分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虽然独立存在，又完整的构成了一个整体，所有细胞组成起来又形成一

个完整的组织及器官，共同抵御外界侵害。引导学生树立大一统的爱国思想，辩证的看待整体和个体的

关系，从“不同的植物、同一植物的不同器官、同一器官不同部位的细胞等结构，其形状、大小都各不

相同”引申出个体既具有特殊性又具有相同性，个体的健康成长有助于整体的良性发展。 

3.4. 教学活动设计 

当代大学生尤其是高职学生应当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更应该加强实践操作能力。农业生产不

比其他行业，更多时候是枯燥、辛苦的，上课之初就让学生知道并了解学习农业知识需要有刻苦钻研的

精神。讲到植物生长发育的基础这一章时，首先要用一些丰富多彩的植物世界、形式多样的植物细胞来

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另外，要增大实践操作，让学生明白任何知识的获得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学习科

学知识得需要实事求是的决心、吃苦耐劳的毅力。通过本案的讲解，让学生学会用辩证的思维来思考问

题，苦与乐是相对的，统一的，可以相互转化的，并能用所学知识处理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知道

大学学习、生活更多的是培养良好的习惯、自律的思维与刻苦钻研的精神；青春在积极乐观、拼搏向上、

充满斗志与希望中绽放。学习的过程是艰辛的，但也是积累的关键时期，好比一颗种子，时刻处于积蓄

能量中，一旦环境条件成熟，将破土萌发，势不可挡，人生之树也终将开出美丽绚烂的“格桑花”。 

4. 课程思政教学过程 

既要保证课程思政的有效实施，又要将“项目教学”的理念贯穿到整个教学过程中，需要改进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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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流程，创新课程思政路径，采用“教师主导”和“学生主体”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利用丰富的网络

资源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教学，充分调动学生学习主体的能动性，发挥爱国情怀、奋发有为、守正创

新等核心价值观在专业基础课中的品德提升作用，提升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让学生养成会学习、爱读

书的良好习惯，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才兼备的新时代好青年。具体实施路线如图 1。 
 

 
Figure 1.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mplementation route of the course “structural basis for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corn and other plants” 
图 1. “玉米等植物生长发育的结构基础”课程思政实施路线 

4.1. 课前 

在项目的构建期，学生利用学习通、百度文库等相关专业平台进行相关知识的收集，并找寻与之相

关联的核心价值观，完成线上自主学习。 

4.1.1. 设计教学主题 
教师要根据章节的特点将主题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知识的学习，涉及植细胞、组织和器

官的结构；第二部分为实践操作，主要是利用显微镜观察进行不同植物细胞、组织和器官的识别。 

4.1.2. 明确教学目标 
分为了解、熟悉和掌握三个层次，了解植物细胞、组织和器官基本结构并能借助植物检索表进行常

见植物分类查找；对不同植物的器官要熟悉，给出植物的相应器官能大致说出该植物所属的科；掌握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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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镜的使用方法，学会利用显微镜进行植物组织、器官的观察，会采集并制作标本。在学习知识点的同

时培养学生的探索求真精神，并让学生先行找寻与知识相关的思政主题，可用作课上与同学、教师进行

交流。 

4.1.3. 规划学习任务 
尝试利用学习通的提问方式提出一些问题，比如：“什么是植物？植物的形态和组成有什么特点？

地球上生长着哪些植物？植物的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有社么区别？等”，启发学生进行网上学习与教材

阅读。 

4.1.4. 监控学生的学习进度及任务完成情况 
可以利用学习通等教学软件，围绕以下问题(① 物细胞的基本结构、组成部分，及各自的生理功能；

② 植物组织的种类、功能和在植物体内的分布；③ 双子叶植物的根和禾本科植物的根的区别；④ 茎的

形态和芽的结构，变态茎的类型；⑤ 完全叶与不完全叶的区别；⑥ 显微镜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⑦ 植
物的花有几个部分构成，种子的结构；⑧ 植物分类的基本知识，了解植物分类检索表)引导学生对本章

节的知识点进行探索。通过学生的完成情况，教师能较为全面并有针对性的获悉学生对本章的核心知识

点的了解程度，以此作为参考并适当调整接下来课堂内的教学目标及内容。 

4.2. 课中 

1) 在项目启动期，教师针对本节课的核心知识点抛出如下问题，“细胞膜的生理功能、甘薯属于快

根还是块茎、将来发育成枝条的芽是叶芽吗”等，问题宜少、精，并紧扣主题。据此，一方面可以检验

学生课堂外学习的效果，又可以有的放矢的进行学习环节的针对性讲解。 
2) 设计难、易相间的项目任务，对学习的操作加以指导，对针对操作过程中与之相对应理论知识点

加以强调，梳理出与本章节相关联的、具有引申意义的课程思政内容，时刻提醒学生学习知识的目的不

仅是“立才”，更重要的是“树德”，培养以德为先思维习惯。按照章节及项目特点，向学生布置如下

任务： 
任务 1：利用显微镜对洋葱表皮细胞结构和双子叶植物根的初生结构观察，并能形象生动地将植物

细胞和组织的结构在绘图纸上勾绘出来。 
任务 2：查阅“北京地区植物检索表”，根据植物营养器官和生殖器官查找实训基地周边未知植物

3~5 种，并说出它们所属的科。 
任务 3：观察校园周边植物(可挑选 8~10 种)叶的主要形态特征，根据叶缘、叶脉、叶裂、叶序等叶

子形态区分不同植物叶子的类型，可借助植物检索表。 
任务 4：在了解植物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掌握制作及保存植物标本的基本操作技术和方法。 
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方式完成项目，同时可以开展丰富多样的组间、组内讨论；让学生知道个人的力

量是有限的，很多时候项目或者任务需要团队合作共同完成，同时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 
3) 教师对学生的完成情况进行检查并进行评价。针对学生的完成情况进行评价，评价可以与之前的

教学设计、教学主题、教学目标、学习任务、项目任务的执行情况相呼应，并融入思政主题，让学生掌

握知识的同时扩展思政维度，体会出任何事情的完成都不是一蹴而就，需要持之以恒的耐心与毅力。 

4.3. 课后 

可布置课后作业或到实习基地进行实践，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强化知识点的记忆，提升实践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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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能力，培养刻苦钻研精神。  
课后反思，教学团队针对学生的“做”与教师的“评”及项目的完成情况提出意见及改进方案，从

专业的角度更好地剖析学生学习的薄弱环节、思想政治的融入程度等问题出现的原因及解决方案，更好

的进行今后的教学。 

5. 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5.1. 融入课程思政教学后达成的目标 

从课上项目的开展来看，学生们基本能够适应教师的教学方法、掌握本章节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

能够融合到项目的执行当中并有所收获。例如：了解植物的基本组成单位——细胞；通过观察熟悉植物

的基本组织和结构的基本形态和功能；学会通过检索表简单查找当地的植物。课堂融入思政教学，正确

的引导是关键。通过课前、课中的线上线下结合教学，学生对学习的目的有了充分的了解，认识到农业

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努力学习农业现代化技术，将来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抒发了甘于奉献的职

业精神，培养了爱国情怀；从项目的实现中感受到了困难，也体会出了克服困难可以收获成就的幸福感；

在今后的学习中更应脚踏实地、刻苦钻研，努力向前。 

5.2. 教育教学改革成果 

教学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互为增长的动态过程[3]，坚持课改为动力、质量是关键的教学

改革思路，努力打造高质量、有特色、专业突出、思政融合的课堂教学环境，按照“从学生的个性特点

和学习能力出发，在做中学，在学中悟，强化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培养德育素质高、专业精的新时代

青年”的工作思路。通过合理运用“项目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等教学方法，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得

到了更大的收获。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介绍： 

5.2.1. 创造学生为主的课堂环境，提高授课效率 
学生为主，就是要将课堂还给学生。课堂好比舞台，学生在课堂上表演，老师作为编剧、导演来观

察学生的表演。所以教师在课堂上占用的时间要严格控制，要压缩讲授时间，既要能将本节课的任务布

置出来，又要让学生理解教师的意图，需要教师有高超的全盘统筹能力。这样看来，一节课教师讲授主

题、融合思政，布置任务的时间不超过 5 分钟；留给学生讨论研学、问题阐述、个性教学指导的时间不

少于 30 分钟；评价、反馈、作业的时间保证 10 分钟。 

5.2.2. 发挥学生的能动性，针对学生个体的不同做到个性化教学 
个性教学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思政为先，德育先行，让学生在学习之初对学习的目的、自我价

值的实现、积极向上的精神等思政主题有一定的认识。二是在学生做的环节，教师要及时发现并解决学

生组内的学习困难，通过指导达到个性化教学的目的。三是针对学生不同的个体间差异，对学生在学习

方法上与学习策略上进行关键性指导，并从学生特点出发找到真正适合他们自己的学习方法。四是努力

培养有个性的，有独立思考问题能力的，愿意表达独特见解的学生。 

5.2.3. 以学生合作的形式来完成学习任务，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将学习任务的实施以小组的方式开展，既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又可以充分发挥学生们之间的协

作能力，有助于学生们的智慧碰撞出“火花”，更能及时、高效的发现并解决问题。老师的作用主要是：

观察——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发现并提出问题，对任务的开展进行管理；指导——解答学生在任务的执

行过程中产生的疑惑。在合作、讨论、释疑的过程中提升课堂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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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学生评价及学生学习的相关成果 

在项目教学的开展过程中，学生在执行项目时需要具备一定的相关知识储备，这些只是可以通过课

堂外环节进行线上自主学习。在讲到植物组织和器官的观察这一章节时，学生在观察植物组织和器官的

结构和功能时，老师布置了要求，提出了相关知识点，让学生带着问题线上查找或者阅读教材来进行前

期储备，比如 1) 植物始终保持生长的能力或潜力，是因为由于( )组织的存在；2) 植物体幼嫩的根的表

皮、周皮属于( )组织；3)成熟组织一般不具分裂能力，又称为( )；4)维管束分为( )和( )两种类型；5)双子

叶植物的维管束一般为( )；单子叶植物的维管束一般为( )；6)维管组织分为( )或者( )。在课堂教学环节，

学生便可自主学习，来观察双子叶植物根、茎的初生、次生结构，教师再通过学生的做中学进行指导，

让学生掌握上述器官的结构及特点，最后过程进行评价。 
通过这样课前自主学习、课上完成项目、课后评价及作业的方式来进行项目教学，学生的反映可以

归纳以下几点：1) 课上有事情做了；2) 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过程中学习的目的性、自主性提高了；

3) 因为有了课外的准备，学习效果也提升了；4) 能及时并且准确地把握本章节的知识点，提高了自我学

习能力。通过项目化教学学生领悟到了探索求新、追本溯源的学习精神，像种子一样具有不断学习新知

识的韧劲，老师也觉得本节课不但使学生获得了专业基础知识，更为重要的是思政主题的贯穿始终更好

提振了学生学习的动力，丰富了课堂教学，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6. 课程思政教学反思 

6.1. 值得研究的问题或存在的不足 

1) 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为了达到专业基础课与思政课充分融合[4]，首先要提升教师们对思政内

涵的理解力，这就需要教师们在平时更多地关心时事政治，清楚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更好地理解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广泛地涉猎书籍，从中汲取营养，提升文化内涵和道德修养；更多

地了解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不要将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教学孤立来看待，要将两者有机融合，这就需

要不断提升自我理论水平，加强理论学习，提升理论修养。有了理论知识做基础，在课程思政融合教学

的过程中更能得心应手。 
2) 思政融合教学能否持续，能否让学生真正意义的领会，融合是关键[5]。将思政更好地和本章节的

专业相关知识进行深度融合，让学生能在任务的学习过程中不断的重现思政主题，需要教师在融合的过

程中不思考。 
3) 当代职业教育，各门学科相互独立，思想政治如何更好地融入专业课，若蜻蜓点水、一带而过地

融入，未必会引起学生的注意；若在思政教育上花费过多的时间，势必会影响到专业课程教学的总体目

标，在有限的专业课程讲授时间内，思想政治课有喧宾夺主之嫌，授课效果会大打折扣，学生也会产生

厌烦心理；加之使用单一的思政教学方式，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6.2. 改进措施 

1)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并在课堂上构建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课堂文化素

养内涵，用文化素养带动学生的品行和德行的提高；引领并提高学生文化的素养进而提升学生的精神价

值，在精神层面上找到个人的价值认同，树立正确的个人认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学生的学习兴趣需要老师在课堂教学中激发培养，枯燥的思想政治课在某种程度上使学生感到乏

味。教师可以通过改变教学方法与授课模式，将思政相关主题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用中国传统文

化中感人质朴、民族团结、自信强大等相关案例作为支撑点，撬动学生内心深处精神层面的情感认同；

进而在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中载入相关专业知识，唤醒学生们对知识、对专业的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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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用作思政教育借鉴之处也不胜枚举，但是课堂教学中要充分发挥学生

的主体作用。在思政教学中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引入到课堂后，教师不要口若悬河，无休止的讲解；要

以学生为主体深入调查反思，对学生的个体情况甚至差异要做到充分了解，要讲学生感兴趣的传统文化；

最终目的是要将专业知识讲解、分析明白。课堂的主体是学生，学生的喜好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引入学

生感兴趣的传统文化，更能有所兼顾，有的放矢。教师要对教材充分的剖析，找到专业知识和传统文化

相契合之处，深入挖掘，做到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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