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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背景下《植物学》教学探索

赵张伟

长春中医药大学 吉林 长春 130117

[摘 要]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教育国际化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高等教育

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植物学作为大学本科植物相关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在培养学生理论和实践能力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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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分析当前我国植物学教学现状

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针对如何提高植物学

教学质量进行了思考。结果表明，采用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充分利用慕课、实践课程

建设等措施可以有效地提高植物学教学质

量。

一、引言

《植物学》是高等学校植物学专业学生

的基础课程，是研究植物种类组成、结构和

生活习性的科学，是联系基础生物学与应用

学科、实验生物学与生物技术、农学与林

业、环境保护等多学科交叉的一门综合性学

科。同时，《植物学》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

的课程，它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社

会科学等多学科相结合，将理论知识和实践

知识相结合，因而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实用

性[1]。目前，我国大多数高等学校已将

《植物学》课程作为本科生的专业必修课，

在培养学生科学素养和实践能力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但是在实际教学中仍然存在一些

问题，如部分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学习动机

不足；教学过程中知识点重复出现、教学内

容枯燥乏味；考核方式单一、缺乏全面性

等。因此，如何改进植物学的教学方法，提

高植物学教学质量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近年来，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以及新工

科建设理念的提出，植物学作为一门新兴的

交叉学科[2]已经成为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

关注的焦点。基于此现状，本研究通过分析

《植物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

建议以促进植物学教学质量的提升。希望通

过本文研究能为其他高校开展《植物学》课

程教学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我国植物学教学现状

在我国，植物学被列入“九五”计划首

批重点学科，植物学教学一直是高等学校教

育教学工作的重点。目前，我国植物学课程

体系包括植物形态解剖学、植物系统发育与

进化、植物区系地理、植物生态学等内容。

在培养目标上，主要为本科生开设的本科专

业基础课，培养学生对生命现象的认知能

力、观察能力和实验操作能力；在课程设置

上，主要为研究生开设的研究生专业基础

课，培养学生对生命现象的认知能力和实验



2023 年 03 月 教育教学高峰论坛 Mar. 2023

第 07 期 No.07

操作能力。在传统的植物学教学中，教师往

往根据教材内容进行讲解，内容繁杂、难记

忆。学生缺乏对植物学内容的整体认识和了

解，导致学习兴趣不高。另外，由于大部分

高校的学生人数众多，教室座位有限，学生

在课堂上听课效率不高。另外，传统教学方

法使得知识传授缺乏与实践活动相结合的环

节，不利于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

培养。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植物学师资力量

薄弱、实践设备落后以及缺乏国外交流学习

等原因，使得传统教学方法在国内高校难以

取得理想效果。因此，如何创新教学方式是

提升植物学教学质量面临的重要问题。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植物学的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不仅提高了学生对课程的兴

趣，也能加深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和掌

握。植物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课程，更

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提高教学

质量，达到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目的。植物

学作为一门理论与实践结合非常紧密的课

程，在教学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1.由于教

学内容的复杂性、更新速度快和学时不足，

许多高校都面临着课程内容不能及时更新、

教材滞后等问题。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

只重视讲授植物形态解剖学和植物系统分类

学知识，而忽视了植物生理学、生物化学和

分子生物学等方面的知识。同时，由于教学

课时数的限制，导致教师不得不删减或调整

课程内容，使教学内容缺乏系统性和完整

性。2.由于课时安排较紧、实验内容相对枯

燥、实验设备落后、教师知识结构和精力有

限等原因，大部分学生在课堂上只关注课本

上的实验内容和教师指定的简单实验任务，

很少有学生主动去思考植物形态解剖学中的

细胞组织结构和分子水平上的实验方法。这

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及创新

意识的培养。

四、提高植物学教学质量的措施

植物学是一门以植物形态结构和生态系

统为研究对象，并围绕植物的生理生态、发

育进化和生态功能展开的应用性学科。因

此，本研究以提高植物学教学质量为目标，

结合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充分利用慕课和

实践课程建设等措施，在传统讲授的基础

上，注重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通过

多种方式不断提高学生对本门课程的兴趣，

激发其学习主动性与积极性。（一）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植物学是一门研究植物体各部

分结构、功能及变化规律的学科，主要内容

包括植物形态、生理、生态等方面。为了让

学生更好地掌握本课程的知识内容，根据教

学大纲要求，本课程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方式，既能保证学生对植物各部分结构、

功能及变化规律的学习进度，又能充分调动

学生的学习兴趣。线下主要以教师授课为

主，将 PPT 作为辅助材料进行讲解；线上

主要以慕课或直播形式进行教学。慕课和直

播由于具有互动性和灵活性，学生可以根据

自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进行实时提问或互动

交流；而教师可以通过慕课平台上传课件并

讲解重点内容。（二）充分利用慕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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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是指基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由高校

教师和其他具有在线教育资源使用资格的机

构共同开发、利用、共享和传播在线课程资

源。近年来，慕课以其独特的优势得到快速

发展，并逐渐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建设

中一项重要内容。本课程充分利用慕课丰富

的课程资源、方便快捷的学习方式以及广阔

的交流平台等优势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提高教学质量。

五、结语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国际

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高等教育在国际化的

过程中，也面临着巨大挑战。在目前的植物

学教学中，我们除了要面对传统植物学教学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还要面对诸如留学生、

外国专家等教学对象与中国本土学生之间的

差异，这给我们教育工作者带来了新的挑

战。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应采取相应措施以

解决问题。例如，在课程设置上应该做到与

时俱进，结合新兴技术开展植物学课程建

设；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增加学生学习的自主

性、增加教学过程中与学生间的互动等；在

考核方式上要结合多元考核方式，不仅要重

视期末考试成绩，还应该重视平时作业、实

习报告等方面。只有通过这些措施不断地完

善植物学教学体系，才能进一步提高植物学

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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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lobal economy,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ducation is an inevitabl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world, and also an important subject of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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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hina. As a basic course of undergraduate plant-related majors, botan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bilitie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ization; botany; teaching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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