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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学野外实习是植物学教学的重要环节，它不仅有利于学

生深入了解植物学理论知识，而且有利于培养学生在野外观察、

创新实践、团队精神等方面的综合素质和科研创新能力[1]。然

而，植物学野外实习也面临着内容多、时间短、教学方法落后、学

生学习效率低、教学效果不佳等问题[2-3]。为改变这一现状，近

几年来，本课题组在植物学野外实习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与尝

试，取得了一定成效。

1　引入信息化教学资源，建设现代化实习模式

随着科技的发展，智能手机已成为人们的必需品，更成为

学习、认识世界的重要工具。许多植物识别类APP、微信小程

序如形色、花伴侣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植物分类识别的

便捷性以及学习的兴趣。然而，目前比较主流的几种植物识别

类APP在识别常见花卉植物识别中的准确率达80%以上，在鉴别

野生植物和珍稀植物方面的识别率较低，而且在对植物的介绍方

面也不够全面和详细。不过，植物识别类APP和微信小程序在实

习过程中依然有很多优势，例如，学生可借助这些软件对不认识

的植物样本进行拍照，初步识别出该植物的科属种信息，降低植

物识别的难度，然后再结合《中国植物志》手机版、中国植物图

像库、中国植物物种信息系统等专业网站对植物进行最终的鉴定。

在植物保护方面，这些APP和小程序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比

如，应用植物识别类APP后，学生就可以对该植物先进行识别再

采集，一旦确认为珍稀植物或保护植物，学生就不再采集，这样

就可以避免对保护植物的误采，提高学生对珍稀植物的保护意识。

植物学野外实习一般都是在暑假期间进行，由于季节的限制，有

些植物只能看到叶片，不能同时看到花、果等重要繁殖器官，因

此很难鉴定。通过信息化教学资源的引入，学生可将数字化的图

片和资料存入手机，对其进行相应的鉴定，加深对该植物的认识，

也便于日后的查阅与复习。

2　改革教学方法，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传统的实习模式是教师沿着一定的路线描述植物体形态特

征，实习时通常学生人数较多，只有少数围绕在老师身边的同学

能够参与其中，独立观察植物的时间非常有限，大部分学生只记

下一串植物名称，还没有掌握植物特征，老师还不能及时对每一

位学生进行有效的辅导；标本的采集量大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

破坏程度较大，不符合现代创新式人才的培养要求。针对这种情

况，课题组教师在实习前制定了详细的实习计划，明确每一天的

路线、内容与任务，通过雨课堂组织学生提前熟悉实习内容，以

小组为单位，上午沿预定线路去观察植物，记录生境、形态特征

并对主要性状进行拍照，然后采集相应标本带回驻地（珍稀和保

护植物仅进行拍照记录）；下午，由组长带领同组成员在驻地一起

整理所采集的植物标本，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浏览查阅相关资料

鉴定植物的科、属、种信息，以熟悉和掌握植物鉴定方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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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充分利用衡山上已有的山茶园、安息香园、裸子植物园

等，重点关注几个科的植物，要求学生对基地所有的该科植物进

行比较观察，比如:山茶科、木兰科、壳斗科等，找到其鉴别要点，

归纳总结其科、属、种特征，编制检索表，期间，指导教师对各

实习小组的标本整理与种类鉴定工作进行巡回指导。这种模式不

仅能提高学生植物研究基本技能的训练，激发学生们的学习热忱

和创新能力，还可以培养学生分工协作、互帮互学的团队精神。

3　以项目促教学，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教师根据实习基地植物分布特征，预先设计一些科研“小

课题”，如《南岳衡山木兰科植物种类调查及其分类研究》、

《南岳衡山外来入侵植物的种类组成》等，学生在教师的指导

下选定研究课题，各专题小组自主组织调研、整理相关材料、

包括文献查阅、数据处理、报告撰写及PPT 汇报等。通过科研

活动训练学生的观察能力、实践能力、分析思考能力，以项目促

教学，不仅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还能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意识，达到学研结合，以研助学

的目的。

4　改革考核方式，增强教学活力

实习考核对于检验教学效果至关重要，我们改变了以往的以

识别植物为主的考核方式，采用综合评分来检验学生的实习情况：

一是实习参与情况（20%）：实习的态度、野外参与度、组织纪律

性和吃苦精神；二是基本技能掌握情况（40%）：植物标本采集、制

作与鉴定，常见的植物识别能力；三是实习报告和作业（30%）：野

外实习的总结；四是科研能力考核（10%）：科研参与情况。这种

考核方式既能增加学生的实习参与度，又能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

5　结语

植物学野外实习的教学改革实现了教学模式从传统的被动式

教学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在今后的植物学教学中，我们将继续

发挥野外实习的潜力和效用，不断积累教学经验，创新植物学野

外实习教学方法，完善教学模式，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但

植物学野外实习也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广大师生共同努力，不

断改革创新，才能使植物学野外实习教学迈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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