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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木学”是林学及相关专业基础平台教育课程。该

课程以树木为研究对象，以形态特征的识别为基础，要

求学生学习和掌握树木的形态特征、系统分类、地理分

布、生物生态学习性、繁殖、栽培及利用，其中形态特

征和系统分类是教学中的难点和重点，即掌握各树种的

形态分类特征、熟练运用相关分类术语进行分类和鉴定、

从而熟练识别当地常见树种是本课程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也是林业工作者必须掌握的知识和技能。

“一体化”教学指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紧密衔接、融

为一体，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教学方法。近几年，塔

里木大学校园及周边逐年引进新树种，不但美化了环境、

丰富了植物种类，也为树木学课程的现场教学提供了丰

富的素材。授课教师在深入理解该课程的性质、地位和

任务的基础上，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入手，引入“一体

化”教学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1  注重现场直观教学及实验教学紧密结合的“一体
化”教学方法

树木学实验常通过观察标本来掌握树木的形态特征，

但标本通常具有局限性：如标本取自树体的一部分，仅

能表现树木的部分特征，不能表现整体性状；叶与花压

制后与真实颜色有差异；树木一年四季表现出不同的形

态，标本仅能代表树木某个特定时期的状态；某些特征

如香气标本则无法表现。

在课程教学的过程中将学生带入现场亲身感受树木

的形态特征，如在树荫下感受树木的性状：是乔木、灌

木还是木质藤本、感受树冠的大小、冠型，可以给学生

留下切身体会；树木的色彩是吸引学生目光的主要特征，

中华金叶榆金黄色的叶色、金叶复叶槭美丽的色泽、多

彩丰富的花朵呈现不同的画面吸引学生的注意，尤其早

春山桃、杏、榆叶梅、连翘、迎春、梨、丁香繁花满树，

次第更迭，不时吸引着学生的目光；现场教学有利于学

生感受树干枝皮的特征，如山桃树皮特有的金属光泽，

桦树白色的树皮呈纸质剥落，用手触摸刺柏的刺叶、皂

荚的扁圆形枝刺、裂叶榆叶背的糙毛、连翘的四棱形枝

条都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特殊的形状也是学生关注

的焦点，如紫丁香的心形叶，银杏的扇形叶、二叉叶脉，

夏橡波状的叶缘；还可以让学生在树下倾听树叶摇摆的

声音，如杨树的沙沙声，嗅一下花果的芬芳，如刺槐、

丁香、香花槐、沙枣、合欢花的气息；现场教学设计的

这些活动在课堂教学中是很难满足，在实践的过程中有

利于培养学生全身心感知树木的生命和形态。这种现场

教学有利于增加学生对树木的感性认识，调动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与室内教学可以起到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

效果。

2  注重实验课序安排与树木物候出现顺序紧密结合
的“一体化”教学方法

树木学教材是按绪论-总论-各论，各论按自然分类

系统进行编排树种的先后顺序。要想在教学过程中让学

生充分体会到树种在一年四季的变化，需要在实践中打

破原来书本的顺序，按照树木的自然生长冬态进行教学。

在实践中采用冬态观察，春季开花动态观察、生长物候

观察的方法把一年四季的景象串联起来。

在中国北方，休眠期树木种类的识别在工作中经常

用到，却常常是林业工作者的难点。冬态观察实验的设

置即是让学生学习观察树木落叶后萌芽前的形态特征，

包括树木的性状、树形、树皮、枝芽的特性及枝干上的

附属物，还包括冬季宿存的花果的类型等。此实验可设

置在春季开学的第二周开始，至树木展叶前结束。

树木的开花动态观察实验紧接冬态观察之后，按照

不同树中花期先后顺序设置 2-3次，带领学生实地观察
花形、花色、花香，要求学生利用业余时间观察记录开

花时间与花期长短，此实验学习学生通常表现较高的积

极性，可引导学生感知树木的自然美，并进行植物保护

爱护树木花草的教育。此实验开展时注意及时观察一些

萌芽开花较早的树种，如柳树、杨树，不要漏掉萌芽开

花较晚的树种，如枣，国槐等。春天观花树种呈现出丰

富多彩的景象，此时物候变化多、节奏快，是现场教学

的重点观察时间段，要依据花期顺序逐一进行。有先花

后叶如山桃、连翘、榆叶梅、梨等，花叶同放如苹果、

海棠、黄刺玫等，以及先叶后花如刺槐、丁香、香花槐、

沙枣等。晚春至夏季开花植物渐少，合欢、国槐进入花

期时，多数树种均呈现出的茂密浓荫，可以让学生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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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树木带来的夏日阴凉。

树木的物候观察实验主要让学生掌握物候期观测的

方法，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观察记录不同树种从冬态观

察到春季萌芽、展叶、开花至结果期的各个日期和时间。

由于树种较多，建议选择学生宿舍、教学楼、食堂周围

的区域或树种比较集中又方便学生观察的区域分小组进

行，可让学生制成共享文档的形式便于教师可检查学生

是否按时观察和记录的情况。一些常绿树种休眠期与生

长期的叶色会发生一定变化，如侧柏在休眠期叶色为褐

色，在生长期呈现深绿色，在物候观察时提醒学生注意。

果实进入成熟期的时间差异较大，可以利用课余并结合

实习指导同学们展开调查。

3  注重理论术语的讲解与现场树木形态特征紧密结
合的“一体化”教学方法

树木形态特征的掌握离不开对相关形态术语的理解

和掌握。多数学生在植物学学习过程中掌握了一定的形

态术语名词，但具体应用时仍有很多把握不住的地方。

现场教学时，可选取有典型特征的树木让学生观察，例

如选取北方常见果树银杏、苹果或梨讲解长短枝。讲解

芽的类型时选取桃、山桃、杏讲解并生芽，紫穗槐、连

翘讲解叠生芽，紫荆讲解簇生芽等。讲解刺的类型时选

沙枣、山皂荚、杜梨讲解枝刺，枣、酸枣、刺槐讲解托

叶刺，月季、玫瑰和蔷薇讲解托叶刺和皮刺。讲解叶的

类型时选皂荚讲解一回、二回羽状复叶，五叶地锦讲解

掌状复叶等。让学生在植株上进行辨别学习，不但容易

掌握了专业术语，同时记住的相应植物的形态特征，学

生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了树木分类术语的应用并识别了

树木。

4  注重培养学生搜集树木图片、图像资料的意识，
课程的文字资料与影像资料结合，使学生的课程学
习与业余生活有机结合的“一体化”教学方法

在校大学生手机、电脑普及率极高，手机拍摄和软

件功能日趋强大。开课之初教师给学生推荐植物识别软

件，如花伴侣、植物识别、形色等，并鼓励使用。在运

用过程中出错是很正常的，教师刚好借此机会教会学生

提高识别的准确率的技巧，甄别正确答案的方法。如拍

照时要对焦准确，照片要清晰，突出主体，选取部位尽

量包含枝叶花 /果等。对给出的候选答案要进一步查看
形态特征的描述，运用专业知识进一步判断甄选正确答

案。使学生体会到学习专业知识的获得感和满足感。

树木学现场教学的内容多涉及各树种的典型形态特

征和术语，在讲解中鼓励并要求学生拍摄照片并做文字

的规范标注，尤其是冬态观察实验、开花动态观察实验、

物候观察实验，每一次观察到树木的明显变化都要求学

生拍摄并标注。树木开花期是同学们最感兴趣的拍摄对

象，配以拍摄时间和专业术语说明，即欣赏了美景有学

习了专业。随着时间的推移至生长季结束，很多学生已

积累一套完整的树木图像，部分同学还进行了录像或制

作成美篇等等小视频，同学们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随时

观察树木的物候变化，作为后期的学习资料保存，方便

复习。有的同学将自己拍摄的影像发至朋友圈，收获了

点赞并有人咨询，提高学习兴趣的同时还提升了满足感

和自信心。这种学习方式丰富了学生高雅的生活情趣又

能体现专业素养，较受学生的欢迎。2020年受新型冠
状肺炎疫情影响开展线上教学，要求同学拍摄居住区周

围的树木并记录生长过程，很多学生反应在这之前没有

关注到自家周围竟然有这么多美丽的植物，简直就是惊

喜，更热爱自己祖国和家乡了，没想到这种方式还起到

了课程思政的效果。但多数同学喜欢拍摄美丽的园林树

木，对于一些没有明显观赏价值的像榆树等则需要强行 
要求。

5  注重在多媒体课件中运用学生熟悉场景的树种照
片，做到课上与课下教学材料的“一体化”

教师制作课件时，鼓励教师拍摄学生熟悉区域的树

种，如教学区、宿舍区、学生活动区等地的树木的形态，

这些照片出现在课件中，让学生产生“带入感”便于学

生记忆和课后观察，同时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对

学校的感情。

6  课程实习注重知识点的梳理和综合以及在实践中
的印证，使理论与实践“一体化”，促使学生的理
论知识与实践能力共同提高

为了方便和节约时间，现场教学全部安排在校园中

进行，学生对校园中的树木非常熟悉，尤其是各种树木

在校园中的位置了如指掌，往往出现学生在校园中能辨

认很多树种但出了校园换个地方就不敢确定的情况。实

习提供的充足时间可以将学生带出校园检验学生真实掌

握相关知识的程度。实习要求学生进行标本采集、翻整、

腊叶标本的制作，树木识别与鉴定，拍照并制作 ppt，对
图识记，记录生长状况及应用等，对各树种的形态学特

征进行比较记忆，并综合归纳科属特征，在实践与理论

之间反复印证、加深印象，从而达到熟练掌握的目的。

7  对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行动能力的培养贯穿于教
学活动的全过程

从冬态的现场教学开始，学生开始观察树木、采集

标本，每一次现场教学也是一次采集、压制标本的过程，

最后实习时，学生把采集、压制质量较好的标本制作成

腊叶标本，不仅丰富了实验室的标本量，同时为后续同

学提供了实验素材。同一树种不同时期的标本放在一起

就是树木一年内生长过程的展现，把树木学多、杂、细

碎、零散、易混难学的知识点有机的串联在一起，有助

于学生比较分析、提高学习效率。据此，举办了“树木

标本制作与识别技能竞赛”激励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

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团队意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树木学课程的学习激起了学生丰富校园绿色文化、

“爱绿护绿”的热情，部分学生成功申报了“大学生创新

训练计划”项目——“树牌的美化设计与应用”，为校园

树种设计并悬挂了科学美观、形式各异、内容丰富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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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码树牌，提高了师生对校园树木的关注度。树牌本身

成为塔里木大学的特色之一，参与创作的同学从中体会

到极大的自豪感和成就感。分批次制作的主题树牌为本

科教学评估（2018年 9月）、六十周年校庆（2018年 10
月）和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庆典贡献了力量，表达自己

的爱校爱国情。

树木学课程应用“一体化”教学方法，取得了较好

的教学效果。理论、实践与现场教学的有机结合，增加

了学生的参与度，丰富了学生探索与实践的内容，提高

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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