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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响应学校课程教学改革的号召，从《植物生理学》的教学目标、课程建设规划、课程资源、课程教

学与管理等内容进行改革，探寻高校《植物生理学》课程实施的有效思路和有效方法，以提高教学质量

和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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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call for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reform in schools, we will reform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planning, curriculum resources, curriculum teaching and 
management of Plant Physiology, and explore effective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lant Physiology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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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植物生理学是研究植物生命活动规律及其与外界环境相互关系的一门科学。该课程既是一门基础理

论学科，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的诞生和发展都与农业生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1]，是植物类

各专业的重要专业基础课。通过植物生理学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植物体内主要代谢活动机理，熟悉环境

对植物生命活动的影响和植物对逆境的抗性；掌握植物代谢、发育和逆境生理等基本知识；学会主要植

物生理指标测定方法，灵活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分析讨论相关农业生产问题，具有设计与实施植物生理学

相关实验的能力，以及发现、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科学严谨的精神，坚定科教兴农的观念，

具有沟通、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等品格。 

2. 课程概况 

《植物生理学》课程是我校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环境生态工程、园艺、森林保护等专业的基础课

必修课。本课程的基础课程为中学的《生物学》《植物学》《有机及分析化学》《生物化学》等，《植

物生理学》的学习为后续课程如《园艺植物栽培生理》《蔬菜栽培学》《果树栽培学》《花卉栽培学》

等专业必修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基础。 

3. 课程建设的规划 

3.1. 师资队伍建设 

目前《植物生理学》课程建有相对稳定的课程组，课程组成员 8 人。高级职称教师所占比例为 50%，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教师所占比例为 100%。师资建设的目标是进一步增加青年教师，建设一支学历学

位高、科教研能力强的专职教师队伍，不断丰富教学经验，提高课程教学水平。 

3.2. 在线教学环境建设 

借助线上教学平台，建设线上教学精品课程，满足学生线上学习的要求。计划在 2024 年 3 月份，完

成线上课的录制，并于 2024 年 4 月在智慧树(山东联盟)正式上线运行，届时可供全国有多所院校使用。

课程资源包括课程微视频、教学课件、习题集、参考资料、课堂讨论、课程公告、单元作业、单元测验、

在线练习题和测试题等，丰富的学习资源库，供学生们线上学习，拓展知识。形成个性化、智能化、数

字化的学习环境，以其灵活性、实用性和交互性的特点，使学生更好地共享资源、互动交流和个性化学

习[2] [3]。 

3.3. 课程思政 

挖掘《植物生理学》课程思政教育内容，探索与《植物生理学》课程思政教学相契合的课程思政教

育途径。将科学世界观、方法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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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4. 课程资源的建设 

根据人才培养目标，结合当前的教育理念和企业对人才需求的特点，制定出高质量的教学大纲，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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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进行修改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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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库建设是考试管理工作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的基本要求，

是推进教考分离、提高教学质量的必要手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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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覆盖面广、题型丰富，符

合教学大纲要求，标准试卷在 10 套以上，并及时进行补充和更新，并且已经实现教考分离。 

4. 课程教学与管理 

4.1. 优化教学内容 

《植物生理学》教学内容根据教学大纲，并结合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和环境生态工程两个专业的人

才培养方案精心选取。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一是使学生掌握植物生理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让学生

系统的从不同层次上认识植物生命活动规律。二是使学生从微观上认识植物体内进行的物质代谢、能量

转换及信息传递过程；宏观上认识植物生长、发育规律及植物与环境的关系，灵活应用于后续专业课的

学习和生产生活实践中去[1]。教学内容与时俱进，及时更新，将学科发展的前沿知识传达给学生。教学

内容见表 1。 
 
Table 1. List of teaching content 
表 1. 教学内容一览表 

章节 名称 教学知识点 章节目标 

第一章 绪论 植物生理学的研究内容和任务、产生和发

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掌握植物生理学的定义，研究内容及发展

史。 

第二章 植物的水分生理 
水在植物生命活动中的作用；植物细胞、

根系对水分的吸收；植物的蒸腾作用；合

理灌溉的生理基础 

了解植物体内水分存在的状态及水分在

植物生命活动中的作用；掌握水势的概

念，掌握植物细胞对水分的吸收和根系对

水分的吸收；掌握植物的蒸腾作用及机理。 

第三章 植物的矿质营养 

植物体内的必需元素及生理作用；植物细

胞、根系对矿质元素的吸收；矿质元素在

植物体内的运输与分配；合理施肥的生理

基础 

掌握植物对矿质元素的吸收特点；掌握植

物对矿质元素的吸收与运输同化规律。 

第四章 植物的呼吸作用 
植物呼吸作用概述；呼吸代谢途径；影响

呼吸作用的环境因素；呼吸作用与农业生

产 

掌握呼吸作用的概念、生理指标、影响因

素及生理意义，了解呼吸代谢的生化途

径，熟悉呼吸作用与农业生产的关系。 

第五章 植物的光合作用 

叶绿体和光合色素；光合作用的机理；C3、
C4、CAM 植物的比较；影响光合作用的因

素；作物光能利用率；植物同化物的运输

与分配 

了解光合色素的组成和功能，掌握原初反

应、电子传递和光合磷酸化的过程，掌握

碳同化和作物增产的途径。掌握同化物运

输的途径、形式、方向；掌握韧皮部运输

的机理；掌握光合产物的分配规律。 

第六章 植物的生长物质 植物生长物质概述；生长素、细胞分裂素、

赤霉素、脱落酸、乙烯 
了解植物生长物质的基本概念、掌握各激

素的生理效应及其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第七章 植物的生长生理 
植物细胞的生长与分化；种子的萌发；植

物的生长；植物的光形态建成；植物的运

动；生物钟 

了解植物生长分化和发育的基本概念，种

子萌发所需环境条件；理解植物生长的相

关性和周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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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第八章 植物的成花与生殖 春化作用；光周期现象；植物的授粉与受

精 

掌握春化作用、光周期反应的概念、类型

和条件、时期和部位及在农业上的应用；

掌握花粉与柱头的识别。 

第九章 植物的成熟与衰老 种子的发育；果实的发育；植物的休眠；

植物的衰老；植物器官的脱落 

了解种子和果实的基本发育、植物的衰老

的类型及其调节、植物的器官脱落的类型

和离层的形成；掌握种子和果实成熟时的

生理变化；掌握植物衰老过程中的生理变

化和衰老机理。 

第十章 植物逆境生理 植物逆境的生理概述；物的抗逆性；不同

逆境的胁迫与对不同逆境的抗性 
了解非生物逆境对植物的影响；植物抵御

非生物逆境的生理基础及机制。 

4.2. 教学方法和手段改革 

本课程通过引导学生参与教学，积极思考，主动探究，乐于实践。采用学教结合，灵活运用任务引

导教学法、激励教学法、案例分析法、小组合作讨论法、对比教学法、模拟训练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向

学生介绍、分析和研究植物体内的物质代谢与能量代谢、植物的形态建成、植物与环境的关系等方面的

理论知识，并通过运用多媒体等现代教学手段来加强教学的直观性、生动性、研究性，使学生更能直观

的看到植物体内部的代谢等微观层次的变化过程等，并进一步将植物学的形态结构部分与现学的生理部

分相互关联融合，形成一个知识体系，利于知识的掌握运用[5] [6]。  

4.3. 考核方式改革 

4.3.1. 强化能力培养，增加过程性考核 
过程性考核占课程考核总分的比例由原来 30%增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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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堂作业(20%)、课堂讨论(25%)、单元测试(20%)、综合测试(30%)组成。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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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考核内容及所占比例，详见表 2。 
 

Table 2. List of course assessment methods 
表 2. 课程考核方式一览表 

考试考核内容 占课程总成绩的比例 

各项过程考核占比(满分 100) 
考勤 课堂作业 课堂讨论 单元测试 综合测试 

50% 
5% 25% 25% 20% 30% 

终结性考核(满分 100) 期末理论试卷 50% 

5. 课程教学效果 

5.1. 督导组评价 

通过学院每学期组织的期初期中教学检查等环节，对课程组教师进行督导。本课程组教师职称结构

和年龄结构合理，教学经验丰富，教学环节设计合理，从理论教学到实践教学，摸索出一套适合应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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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育特点的教学方法。促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同时根据内容灵活实现翻转课堂，同

学们的预习能力及课堂活跃程度明显提高，课堂教学效果良好，课程组教师积极开展教研活动，深入探

讨课程改革的方式，教学研究成果切合教学实际。 

5.2. 同行评价 

学院教师之间、课程组教师之间，相互听课，听课时间包括每个学期期初、期中教学检查期间及课

程即将结束之际，贯穿于整个学期。同行之间听课，方便教师及时进行沟通交流，互相促进提高。 

5.3. 学生反馈 

植物生理学课程组任课教师非常注重学生的反馈情况，定期收集学生对教学的问题反馈，并及时更

正。学生对该课程组任课教师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都比较满意。课程组每个教师的学评

教成绩都达到优秀，平均成绩为 95.1225，学生认可度较高。 

5.4. 考试成绩 

学生的考试成绩普遍较高(见表 3)，反应学生平时的学习状况，学生不及格率低于 15%，与平时成绩

基本匹配。 
 
Table 3. Distribution of Plant Physiology results 
表 3. 植物生理学成绩分布一览表 

授课班级 人数 100~90 分 90~80 分 80~70 分 70~60 分 不及格 

21 设农 1、2 班 55 27 19 5 3 1 

20 环境 1 班 32 9 14 5 3 1 

20 环境 2 班 32 12 11 7 1 1 

20 环境 3 班 32 13 7 7 5 0 

21 环境 1、2 班 60 22 16 15 6 1 

20 环境 3 班 31 11 13 5 2 0 

21 园艺(专升本) 1、2 班 62 27 19 13 3 0 

20 园艺 1、2 班 68 28 29 5 6 0 

6. 结语 

教学改革已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课程教学团队老、中、青比例适当，基本都具备硕士及以上学历，

在线课程正在有序建设中，通过优化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大大提高，

增强学生团队合作精神，培养学生主动参与教师科研的兴趣，很多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老师的科研活

动中，增强了科研意识，同时也的到校督导和同行的一致好评。总之，植物生理学课程教学在保证学科

体系完整的同时，既突出了教学重点，又兼顾了部分学生获得系统的、前沿的学科知识的需求，培养了

大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动手实践能力及合作能力，真正把理论知识运用到了生产实践中，为我校

涉农本科专业培养人才。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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