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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能力提高为导向的植物组织培养实验教学设计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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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农业大学 职业技术学院，内蒙古  包头  014109） 

摘要：在新时期背景下，植物组织培养实验教学，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实践性，以科研能力提高为导向的植物组织培养实验教
学改革，可以有效转变以往植物组织培养实验教学，传统单一和落后的教学方式，实现植物组织培养实验教学与学生的科研能力培
养以及提高相结合，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全面发展，以及提高植物组织培养实验教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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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新时期背景下，为更好实现和促进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需要加强植物组织培养实验教学方式的创新与重新设计。以科
研能力提高为导向的植物组织培养实验教学的创新，具有大的
教育和价值，有利于促进学生创新能力和综合能力的提高。 

一、科研能力提高为导向的植物组织培养实验教学创新的意义 
第一，创新植物组织培养实验教学，可以有效地解决以往

教学重视理论而轻视实践的教学现象与问题，最大化的实现将
植物组织培养实践教学与学生的综合能力提高相结合，在教育
教学过程中更加注重对学生理论知识联系实践能力的培养，让
学生的动手操作机会增加，帮助学生真正掌握植物组织培养实
验教学中的培养及配置、高压灭菌等相关实验技术，从而有效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创新，提高学生在植物组织培养实验教
学中的学与问结合能力，以及有效锻炼学生的科研品质。第二，
在科研能力提高为导向的背景下，创新植物组织培养实验教学
方法，是学校人才培养和培育学生创新能力的必然要求和方法。
通过对学生相关科研能力的提高，有利于充分发挥学生，在植
物组织培养实验教学中的潜能，帮助学生形成认真专一、忠诚
执着的科研品质和学习品格，进而帮助植物组织培养实验教学，
向社会培养出更多科研能力较高和具有较强科研素养的创新型
人才。与此同时，植物组织培养实验教学中，包含很多需要验
证性的实验内容，以科研能力提高为导向的实验教学，有利于
实现学生根据所学理论知识进行自主性的探索实验，最大化培
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意识，加深学生对实验教学中培养基
不同，植物生长效果也不同等相关知识的理解。 

二、科研能力提高为导向的植物组织培养实验教学创新的策略 
（一）积极设计好实验项目内容 
植物组织培养实验教学具有较强的过程性特点，所以在教

育教学过程中所设计的项目内容应凸显“过程”教学。例如，
教师在植物组织培养实验教学中，教授学生愈伤组织途径再生
植株的获得相关内容时，为更好地培养学生科研能力，需要将
此实验培养过程中的三个阶段进行有效设计，进而最大化的满
足学生学习需求。在实验项目第一阶段的设计过程中，教师可
以对胚性和非胚性愈伤组织诱导培养的实验项目进行分别设
计，从而更好地为学生实验教学奠定基础。在实验项目内容的
第二设计阶段时，教师可以将茎断茎尖培养的实验项目列入其
中，从而让其实验过程更加具有连续性，通过这种方式，也有
利于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快速获得试管植株，加深学生对知识的
认识和理解。在第三阶段的实验项目内容设计过程中，可以将
植物种苗工厂化快繁技术实验，进行良好设计，让学生三个阶
段的实验之间形成良好的关系。进一步提高植物组织培养实验
的教学质量，促进实验过程中学生兴趣的激发以及良好科研能
力和探究能力的培养。 

（二）构建健全的实验教学体系 
在植物组织培养实验教学创新的过程中，为更好满足学生

的学习需求，以及提高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科研能力创新能力。
需要学校构建健全的实验教学体系，通过健全的实验教学体系，
来实现实验教学质量的提高。其一，在对学生进行植物组织基
础型实验内容培养的过程中，学校可以结合学生的学习特点和

能力，为学生设计简单的实验教学体系，比如引导学生验证培
养基与外植体之间的一种对应关系的实验，加强对学生实验过
程中，理论知识的培养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其二，对于综合性
实验的教学，需要学校有效对实验教学体系进行设计。先以学
生植物培养基设计及其配制的相关实验项目为基础，然后结合
相关基础实验知识，对学生组织培养基础技术进行训练，当学
生掌握相应的基础技术和接种方法以及无菌操作技术后。需要
将实验教学的难度提升，让学生结合已学过的理论知识，对茎
段茎尖综合性实验进行连续操作和培养。从而在循序渐进的实
验教学过程中，有效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加深学
生对实验教学内容的理解和认识。 

（三）创新多样化的实验组织法 
植物组织培养实验教学具有很强的特殊性，需要教师创新

多样化的实验组织教学方法，加强对学生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
培养，转变以往学生只能被动接受知识和机械记忆的学习方式。
例如，教师可以将实验项目分为基础性实验和综合性实验两部
分，并且采用分组的形式，将学生分为不同的小组。在分组后
要求学生查阅大量的参考资料，并且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实验
过程中，所要组织与培育的植物种类，在选完相应的植物种类
后，可以引导学生自己准备组织培育植物的器官或组织，以及
相应的实验材料。同时，在学生一切准备工作完成后，教师需
要指导学生自行设计实验方案，并且在小组成员相互配合和协
作的过程中，独立开展和完成相应实验内容。教师可以在学生
实验的过程中给予检查和协调，从而有效培养学生合作实验过
程中的综合学习能力和合作能力，进而真正达到植物组织培养
实验教学中，学生科研能力和探索能力的培养目标。 

结语： 
在科研能力提高背景下，培养学生科研创新能力，需要明

确科研能力提高为导向的植物组织培养实验教学创新的意义，
站在的学生的角度，坚持以学生为本，积极创新植物组织培养
实验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理论知识联系实践的能力，最大化提
高科研能力提高为导向的植物组织培养实验教学质量与效果，
需要从积极设计好实验项目内容，构建健全的实验教学体系等
方面出发，最大化地培养学生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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