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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药用植物遗传育种学》教学改革实践初探
杨秀华

（松桃县中等职业学校，贵州 铜仁 554100）

摘要：《药用植物遗传育种学》作为一门与实际生活联系紧

密且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创新其教育教学的新形势不仅有利于推

动中药产业的发展，对我国脱贫攻坚也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本

文在结合我国中药农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了该门课程的教

学改革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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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足实际，提升教学针对性

《药用植物遗传育种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与中药产业发展休

戚相关，因此，课程的教学改革也要立足当地的实际情况，如有

的省份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和方案，对中药材的引进和育种有明确

的规定，在对重点发展品种中涵盖了：海桐皮、土茯苓、当药、

紫苑、蝉衣、刀豆、广角、大黄、大枣、山指甲、车前子等。从

当地实际情况出发，以品种为核心，使教学的针对性更强。

二、巩固基础知识，延伸专业内容

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药用植物遗传育种学》不仅与生物

学和中药学有密切联系，同时也与植物学、栽培学、遗传学等有很

大的关联。由于学生在之前的学习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知识，

但是在一些专业性较强的学科中，如在中药鉴定和栽培课程中，由

于该门课程的开设时间较短，相比于一些中医药和农业类专业性较

强的综合性大学来说，高职学生在专业课程的知识积累上还有很大

提升空间。对此，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在专业知识教学

的基础上，要为学生补充一些与专业知识相关的课外内容，扩展他

们专业认知的同时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医药原理。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在学习遗传学规律的基础上加之自身的

学习经验，可以初步判定可遗传和不可遗传的变异特点，去掉外

界环境的影响，在遗传差异的具体表现判定中，必须通过一系列

的对比实验，才能完成。此时，教师就要为学生讲解一些田间实

验，加深他们的理解，还要鼓励学生多学习一些相关的统计软件，

如 DPS 和 SPS，在田间实验的设计中完成品种选育，逐步让学生

熟悉和掌握中药材的科学选育过程。

三、开发建设中药资源圃，提升学生专业技能

《药用植物遗传育种学》的学科综合性较强，在遗传学和育

种学的教学基础上，该门课程的核心基本围绕品种的选育和繁殖

展开。在之前的课程开设中，由于很多外界因素的影响，学生的

学习也只停留在理论知识的学习层面，由于无法进行实践研究，

导致他们对知识的理解也不够深入，不利于学生后续的学习和就

业。伴随我校中医药资源圃的开发和建设，绝大部分民族药材，

如山苦荬、山矾叶、马蔺子等都可其中进行观察。

除此之外，我们在今后的教学中，也会组织学生对重点药用

的植物育种进行相关的技术研究，在校企合作中，让学生去企业

实践，切实感受自己的专业所学和实际应用之间的差异。另外，

在对一些实践性较强的专业学习中，教师也可以和企业中的优秀

专业人员进行讨论，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

四、小组合作，培养学生自学能力

自学是高职学生必须具备的一项能力，但是自学并不是让学

生自己独立学习，而是师生同时在教学大纲的指导下，进行针对

性的学习。同时为了更好地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我

们在该门课程中加入了共计 6 课时的自主学习设计内容。

在课程中，我们首先对学生进行了分组，让学生以小组形式

参与到课堂学习中。由于民族药材的稀有性，很对学生表现出了

浓厚的学习兴趣。在讲解中，我会以特色鲜明的大宗药材为例，

例如太子参，从国内外研究现状入手，对其育种目标、育种途径、

繁殖方式和良种基地建设等方面进行深入讲解，这些内容是理论

核心，也是贯穿整个课程的主线。学生们在之前学习的基础上，

对各章节的内容有了一定的了解，根据教学内容，各小组在课前

可以通过搜集相关资料，制作课件，同时在讲解的过程中，对一

些疑难点问题与其他成员或教师现场交流。在这一过程中，学生

不仅巩固了课堂知识，也极大丰富了他们的专业内容，切实拓展

了学生的专业视野。

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式能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意识，

这对高职学生的就业来说，有很好的促进作用，而且他们在实践

学习的过程中，也提升了自身的专业意识，这对学生专业素养的

形成和发展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结语

综上所述，《药用植物遗传育种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

在我国开设的时间还较短，且可供借鉴的经验又少之与少，因此，

取得的教学效果还不是很明显，提升空间还很大。对此，在该门

课程的教学中，学校和教师不仅要向其他各高校学习，也要紧密

结合本省的中医药发展现状，开展针对性教学。具体来说，教师

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以特色品种为核心，巩固学生的基础知识，

在此基础上提升他们的专业技能，同时，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也

是必不可少的，以此逐步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探索，力求将《药用

植物遗传育种学》课程打造成我校的特色精品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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