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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植物地理学野外实践教学是培养高素质地理人才的必要环节，在增强学生综合地理思维、创新能力和地

理实践力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本文针对目前植物地理学野外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院校开展实践教学的动力

不足，教学资源分散、师资力量不足，实践内容不够丰富、教学模式老套和考核方式单一、评价效果流

于形式等问题，提出了完善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加大经费投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教学水平，

丰富实践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模式，加强过程性考核，完善评价体系的建议。通过近几年的实践验证，

发现这些改革措施促进了学生地理实践力的发展，提高了野外实践效果，为未来进一步进行植物地理学

教学改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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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necessary part to train high-quality geographical talents, field practice of Phytogeograph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hanc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geographical thinking, innova-
tive ability and geography practical ability. The existing problems against the Phytogeography 
field practice, e.g., lacking the motivation to carry out practice teaching, dispers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insufficient teachers, insufficient practice content, old-fashioned teaching mode and 
single assessment metho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improving the con-
struction of practice teaching base, increasing the investment of funds, strengthening the con-
struction of teachers, improving the teaching level of teachers, enriching the content of practice 
teaching, innovating the teaching mode, strengthening the process assessment and perfect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Through the practical verification in recent years, we found that these reform 
measure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of geography, improved the 
effect of field practice, and provided a basis for the further reform of phytogeography teaching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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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植物地理学是高等院校地理科学专业的必修专业基础课，是从事地理教育和地理研究必备的专业知

识。植物地理学是研究生物圈中各种植物及植被的地理分布规律、生物圈各结构单元(各地区)的植物种类

组成、特征及其与外界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是自然地理学最早的分支学科之一[1]。近 30 多年来，

得益于遥感、分子生物学及计算机等技术的突破，植物地理学得到迅猛发展，已成为全球气候变化、生

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修复与可持续发展等应用邻域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2]。 
地理实践力是地理学科四大核心素养之一，是学生在地理实践活动中所具备的行动能力和思维品质

的具体体现[3]。近年来，为了提高中学生的地理实践力，中学教育阶段也开始重视野外实践研学，这对

地理教师的野外实践能力以及师范学校对地理教师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野外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

地理实践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是课堂理论教学的补充和深入，在高素质地理学人才培养过程中起

着极其重要的作用[4]。 
植物地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通过野外实践教学，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使学生了解和

掌握野外植物调查研究的过程和方法，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探

索精神、团队精神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3] [5] [6]。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发展，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不断更

新，要求植物地理学野外实践教学也要不断变化。然而，目前关于植物地理学野外实践教学改革的相关

研究较少，缺乏较为完备的植物地理学实践教学模式。基于此，结合多年的野外实践教学经历，对植物

地理学野外实践教学模式进行改革探索，构建科学合理的野外实践教学体系，以提升学生的地理实践能

力，并为后续有效开展植物地理学野外实践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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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传统植物地理学实践教学现状及问题 

2.1. 院校开展实践教学的动力不足 

野外实践教学是植物地理学教学的重要实践环节，它将教学过程由理论教学的室内课堂转变到野外

的大自然中进行，因此会产生一定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和景区门票费等。现阶段国内除少部分重

点院校有充足的经费外，多数院校由于经费紧张只给学生报销交通费和住宿费，而伙食费和景区门票大

多需要学生自己解决，增加了学生的经济负担。经费不足也使得很多院校缩减野外实践教学的时间和距

离或减少参加野外实践教学的学生人数，导致野外实践教学的内容较少，培养效果不够理想，减弱了院

校开展实践教学的积极性。 
此外，野外实践基地不完善是导致院校开展实践教学动力不足的另一主要原因。合适的野外实践基

地是进行实践教学的基础，但由于建设野外实践基地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导致绝大部分

院校都没有建设野外实践基地。在 2019 年教育部公布的首批高校野外观测研究站中，仅有 37 所院校的

52 个野外实践基地入选[7]。 

2.2. 教学资源分散，师资力量不足 

目前，国内高校的院系均是多专业办学，如大部分师范院校的地理学院除了地理科学专业外，一般

还会开设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地理信息科学专业和环境科学专业等，这样势必会导致教学资源的

分散，尤其是在师资力量的分配上。而且近年来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师生比大幅度降低，师资力量不

足是大部分院校普遍存在的问题。据调查，普通院校中每一届 150~200 名学习植物地理学的学生中仅有

2~4 名植物地理学老师，每名教师指导几十名甚至上百名学生参加野外实践，无法及时指导并解答学生

提出的问题，导致学生虽然看到了植物的形态特征及植被类型随环境梯度的变化，却无法理解出现这些

变化的原因及机理，进而导致野外实践教学的质量难以提高。此外，由于植物地理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

和交叉学科，需要涉及到植物学、自然地理学、生态学和土壤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而一个教师具备的

知识往往有限，这进一步加剧了师资力量的不足。 

2.3. 实践内容不够丰富，教学模式老套 

一本好的教材是保证教学内容和教学重量的关键。然而自 1950 年以来，国内正式出版的植物地理学

实践教材仅有 3 本，其中还有一本是 1983 年出版的，另外两本出版时间也在 2010 年前，时间都比较久

远，已经滞后于植物地理学新理论新技术的发展，不能满足野外实践教学的需求[8]。因此，在野外实践

教学中，教师只能临时搜集组织材料指导学生，且为了与教材知识呼应，只选择植物种类识别、群落调

查等相关内容，导致实习内容不够丰富，缺乏对自然地理环境整体性的系统认识。而且在目前的野外实

践教学中，大部分教学模式仍是学生围绕着指导教师按照既定的实践路线听讲解，无法让学生去亲自接

触和感知更多的植物种类，无法探索和认识植物群落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与周围生境的关系，因此导致

学生无法主动思考，不能提出或交流自己的想法，限制了学生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地理实践力的培养，影

响学生实践的学习兴趣，达不到野外实践教学的效果。 

2.4. 考核方式单一，评价效果流于形式 

有效的考核方式是客观准确评价野外实践教学效果的关键手段。通过调研发现目前植物地理学野外

实践教学的考核评价方式比较单一，均是在实践教学结束后，完成一份简单的实践报告或调研总结，然

后由指导教师根据报告情况打分进行评价。这些报告或总结的内容大同小异，均是采用流水账的方式介

绍实习的地点及指导老师讲解的内容，缺乏对实践教学过程的考察，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观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6198


曹睿，禹朴家 

 

 

DOI: 10.12677/ces.2022.106198 1234 创新教育研究 
 

能动性[9]。这种考核方式使得部分学生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只是机械的去记录老师提出及解答的问题，不

需要在实践过程中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甚至造成有小部分学生在实践教学过程中不参与，

不听知道老师的讲解，只通过借鉴或查阅网上资料即可获得较高的分数。这种只注重结果的考核评价方

式，不能客观准确的评价学生在野外实践教学中的实际情况和真实效果，导致老师和学生对野外实践教

学成绩评定的认同性较差。 

3. 植物地理学实践教学改革措施 

3.1. 完善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加大经费投入 

野外实践教学基地是开展实践教学、技术示范和科学实验的重要基础性平台，是支持相关学科建设

和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关键。各级院校要重视实践教学工作，加大野外实践方面的经费投入，完善实践教

学基地的建设。在保证野外实践基地自然植被受人类活动干扰较少，具有明显的水平地带性和垂直地带

性等原则的基础上，就近建设野外实践基地，开展实践教学工作。针对不同的实践教学目的，开展多线

路多方式的综合实践。如我国大部分院校植物保护比较好，类型比较多，草本、灌木、乔木及层间植物

均有分布，是认识植物，了解植物分布的最好区域。据统计笔者所在的西南大学校园内就有种子植物 125
科，452 属，671 种，且特有、珍稀濒危及重点保护植物种类也较为丰富[10]。如要了解植物的垂直地带

性分布特征及植被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可以就近在城市郊区建设野外实践基地，这样可以减少实践教学

花费，并显著提升实践教学效果。笔者所在的西南大学就已在缙云山建立野外实践教学基地，该基地距

离学校近 20 分钟左右车程，现有植物 246 科，992 属，1966 种，且有一定的垂直地带性。 

3.2.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教学水平 

在本科扩招的大背景下，各级院校应根据实际情况，适度减少行政人员比例，扩大专职教师队伍。

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保证野外实践教学的关键，要求指导教师即要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充沛的体能，又

要具有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和扎实的基础知识，能及时有效的处理野外实践教学中出现的突发情况，因

此有条件的院校最好能配备 1~2 名专职野外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增强野外实践教学指导效果。野外植被

分布及其时空变化特征往往受到人类活动、气候、水文、地形等多种生态因子的综合影响，有时难以解

释清楚植被分布及变化的原因。因此建议指导教师将实践教学与科研工作相结合，在野外实践基地中开

展相关的科研工作，深入理解实践基地植被形成、分布及变化的原因，将最新的研究发现分享给学生，

这在一定程度上即能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又能提高学生参加野外实践教学的积极性。此外，还要加强

青年教师的培养，在有经验且学术水平高的教师的指导和帮助下，不断提高教学水平。 

3.3. 丰富实践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模式 

在实践基地建设的基础上，各级院校针对性的编写野外实践指导教材，丰富野外实践教学内容。在

野外实践教学中，除了植物种类识别、植被样方调查、检索表的使用等常规基础内容外，应结合实际应

用及学生兴趣，增加外来物种入侵、乡土物种在生态修复中的应用、植被变化与全球变化的关系等相关

内容，引起学生的兴趣，极大的调动学生主动学习植物地理学相关知识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地理实践

力，提高教学效果。变革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采用探究性教学的方式，改变学生在

野外实践教学中的被动学习，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将参加

野外实践教学的同学按照 6~8 人一组分成若干小组，明确每个小组要进行的探究性任务，各小组内成员

间相互协作，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实地调查、资料查阅、小组讨论等方式进行探究式学习，并将探究学

习成果通过 PPT 的形式向全班同学做汇报，最后完成实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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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加强过程性考核，完善评价体系 

加强过程性考核，将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将同学间互评与教师评价相结合，完善多元

化的评价体系[11]。基于地理实践力的内涵，综合考虑学生的专业知识、实践方案的设计、实习态度、提

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团队协作情况、方案的实施情况、动手能力及实践报告撰写情况等内容细化考

核环节，将各环节分为实践前、实践中和实践后三部分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合理确定评价权重进行综合

评价。此外，在评价过程中杜绝传统的教师单向评价，将不同小组间同学的相互评价与教师评价相结合，

使各个小组间相互监督学习，以增加学生对实践教学考核结果的认同感，从而积极参与到野外实践教学

活动中，大大提升植物地理学野外实践的效果。 

4. 缙云山植物地理学野外实践教学改革 

4.1. 缙云山地理位置及植被分布规律 

缙云山自然保护区位于重庆市北碚区嘉陵江温塘峡西岸(29˚81'~29˚86'N，106˚34'~106˚41'E)，古名巴

山，该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年均温 13.6℃，年均降水量为 1611.8 mm。土壤类型为酸性黄壤和

水稻土。区域内植物资源丰富，地带性植被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是长江中上游保存较为完好的亚热带

常绿阔叶林和植物物种基因库。植物区系以热带亚热带成分占绝对优势，并含有较多数量的古老、珍稀

及特有种类，主要物种组成由壳斗科、樟科、山茶科植物构成，主要优势乔木包括栲(Castanopsis fargesii)、
润楠(Machilus nanmu)、短刺米槠(Castanopsis carlesii var. spinulosa)和薯豆(Elaeocarpus japonicus)等[12]。
此外，在一些土层较深、水分充足的地区分布着竹林、暖性针叶林、针–阔混交林和常绿灌丛等。 

4.2. 缙云山植物地理学野外实践教学内容设计 

4.2.1. 实践教学目的 
1) 学会利用植物检索表鉴定植物 
2) 掌握野外森林样地调查的方法； 
3) 认识缙云山自然保护区的植被主要特征及其分布规律 

4.2.2. 实践教学内容 
1) 利用植物检索表鉴别 10 种种子植物； 
2) 植物群落样地地理环境调查； 
3) 缙云山典型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建群种、优势种数量特征调查； 
4) 分析人类活动对植物群落的影响。 

4.3. 缙云山植物地理学野外实践教学内容改革 

在实践前，将参加野外实践教学的同学按照 6 人一组，分成若干实践小组开展野外实践教学的各项

内容。 

4.3.1. 种子植物鉴别 
指导教师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引导各组学生对所观察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和种子等的

基本特征进行描述，鼓励组内成员进行充分的讨论，判断出植物分类的特征，掌握植物识别的要点，然

后指导学生通过查询植物检索表对植物种类做出正确的鉴定。在这个小组结束植物鉴别内容后，其它小

组的同学和指导教师分别对这一小组同学的整体表现进行评价并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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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植物群落样地地理环境调查 
地理环境调查主要包括地理位置调查、自然地理环境调查和人地地理环境调查三部分。在实践教学

前，鼓励学生事先通过查阅百度或中国知网等了解一下缙云山自然保护区的基本情况。在野外实践教学

中，指导各个实践小组使用 GPS、相机等工具准确记录地理位置信息，以及样地所在区域的地质基础、

地形、水文条件、生物、土地开发历史和农牧业等情况，并对样地情况进行拍照。最后指导各小组总结

调查到的相关内容，并做成 PPT 向全班同学进行汇报。针对汇报内容，鼓励班内同学进行广泛讨论，分

享并交流实践过程中的收获。在汇报结束后，各小组相互评价打分，并结合指导教师的评价结果，得出

这一实践内容的最终得分。 

4.3.3. 植物群落调查 
选择出缙云山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植被群落类型，如常绿阔叶林、暖性针叶林、灌丛和弃耕草地等，指

导各个小组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植被群落类型进行群落调查。在各植被类型中，选择出能反映整个群落外貌

和结构的典型地段，建立样地，布设样方进行调查。不同植被类型样方面积不同，如草本群落一般为 1 m2，

灌丛群落一般为 25 m2，木本群落一般为 400 m2。每个样地中设置 5 个样方进行植物群落主要特征的调查，

主要包括样方内植物的种类、多度、盖度、频度、物候期、成层性等。样地调查结束后，将记录表带回学

校输入统计表中，并对群落主要数量特征进行计算。最后将结果做成 PPT 向全班同学进行汇报。汇报结

束后，各小组相互评价打分，并结合指导教师的评价结果，得出这一实践内容的最终得分。 

4.3.4. 人类活动对植物群落的影响 
沿着野外实践路线，记录遇到的土地利用类型。结合查阅的文献资料以及前三部分的实践结果，从

作物栽培、外来物种入侵、植被破坏、生态恢复和植被演替等方面分析人类活动对植物群落特征及动态

变化的影响，使同学们发现问题，并通过充分讨论分析问题，从而解决问题。同时通过一些古老、珍稀

及特有植物种类的讲解，培养学生珍稀植物资源的意识，提高生态与资源保护的自觉性。最后，根据同

学们的认识以及野外实践的体会，完成本次实践的最终实践报告，由指导教师和同学根据实践报告的内

容给出得分。 

4.3.5. 野外实践教学成绩评定 
野外实践成绩评定是对学生在野外实践中各方面表现的综合评价。缙云山野外实践教学的成绩评定

包括种子植物鉴别、植物群落样地地理环境调查、植物群落地调查和最终实践报告四部分，其中前三部

分为过程性考核，最后一部分为终结性考核。成绩评定的四部分中，种子植物鉴别占 20%，指导教师评

价和组间同学评价各占 10%，成绩以小组为单位，小组内每位同学得分相同；植物群落样地地理环境调

查和植物群落地调查各占 25%，其中指导教师评价占 15%，小组间同学评价占 10%，成绩以小组为单位，

小组内每位同学得分相同；最终实践报告占 30%，指导教师评价和组间同学评价各占 15%，得分以最终

实践报告内容为准，小组内每位同学得分可以不同。最后将四部分的得分相加，得到每位同学最终的野

外实践教学成绩。 
通过调查参加近几年野外实践教学的同学，发现植物地理学野外实践教学内容的改革获得了较为理

想的教学效果，巩固了课堂内讲授的理论知识，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提高了学生的地理

实践力。 

5. 结语 

植物地理学是一门实践性、交叉性很强的学科。作为一个重要的教学环节，植物地理学野外实践是

培养学生地理实践力的一种重要手段。近几十年来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推动了植物地理学的发展，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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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创新型、高素质人才培养目标的调整，植物地理学野外实践教学的内容、教法及评价方式等都需要改

革。本文对植物地理学野外实践教学中的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发现在野外实践教学存在院校开展实

践教学的动力不足，教学资源分散、师资力量不足，实践内容不够丰富、教学模式老套和考核方式单一、

评价效果流于形式等问题。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笔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实际的教学

经验提出了四点针对性的改革措施。通过近几年在缙云山野外实践的验证，发现通过改革，同学们的地

理实践力得到显著发展，植物地理学野外实践教学效果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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