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221

《植物生理学实验》课程思政育人的途径与作用 
郭美兰  任琴  党玉蕾 

（集宁师范学院  012000）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在新时期下推进高校课程思政育人的必要性之所在，从社会发展和网络舆论两个角度展开了探讨，然后论

述了高校开展《植物生理学实验》课程思政的可能性，说明了在这门课程教学中渗透课程思政是完全具备可行条件的，接着从教学

手段、思维方式和评价体系三个方面讨论了开展《植物生理学实验》课程思政的思路， 后详细探讨了对《植物生理学实验》课程

思政元素的挖掘范例，包括植物的逆境锻炼、植物的向光性以及植物糖与脂肪之间的转化及其他类型元素，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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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多领域的快速发展，

高校的育人需求和教育目标也在相应地发生转变。高校《植物生理

学实验》课程教师除了集中精力培养学生在植物生理学方面的实验

能力之外，还要推动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个人道德素质、人文素

养以及职业伦理和道德精神等方面的提升，满足时代的育人要求，

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使《植物生理学实验》课程的育人价值得以

升华，将学生培养成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综合型人才[1]。 

一、推进课程思政育人的必要性分析 

在新时期下，高校推进《植物生理学实验》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愈来愈显著，高校和课程教师要予以高度重视，将课程思政理念贯

彻落实下去。一方面，在第二个百年新征程中，我国社会要取得高

质量的发展，就离不开高质量人才的支撑，高校毕业生除了需具备

过硬的专业素养，还应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崇高的人生理想，

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高尚的道德品质，以及勇于创新的思维素质等，

这样才能以更加浑厚坚实的力量去推动我国科学、经济和文化等领

域的高质量发展[2]。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舆论环

境对高校学生的影响日益显著，部分西方文化娱乐产品携带着唯心

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不良思想入侵学生的精神领域，对其思想观

念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同时，网络上的消极言论很容易磨灭学生的

斗志，加剧学生的焦虑，拖累学生的成长。所以，在《植物生理学

实验》课程教学中开展课程思政育人已十分必要。 

二、《植物生理学实验》课程思政的可能性分析 

在《植物生理学实验》课程教学中，要开展课程思政是颇具可

能性的，教师完全可以基于这门课程的知识来向学生渗透思政教育，

德育教育和文化教育等，以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比方说，教师可

以从生物技术发展史的角度出发，来培育学生的家国情怀，激发学

生为国奋斗的斗志；基于形态各异、各领风姿的植物，教师可以将

之与我国描写植物的古诗词联系起来，以培育学生的人文素养，渗

透美育教育；此外，还可以将植物生理学实验原理引申至职业伦理

和道德、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领域，以全面

渗透课程思政[3]。所以，在《植物生理学实验》课程教学中开展课程

思政是兼具必要性与可能性的，教师要付诸实际行动，落实课程思

政理念。 

三、《植物生理学实验》课程思政育人的思路探讨 

（一）充分利用信息化教学手段 

在《植物生理学实验》的课程思政过程中，为了提高课程思政

的效率，增强其开展效果，教师有必要对信息化教学手段予以充分

的利用。一方面，要将这门课程的知识与思想政治理论、文化渗透

和道德教育等联系起来，必须有材料作为依托和支撑，教师应当利

用互联网资源去检索相关信息，并对其进行整合，梳理成课堂教学

材料，归置到教案中，这将大大提高教师的备课效率。另一方面，

正所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要想培育学生的民族自信、家国情

怀或社会责任感，亦或是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和精神素质等，都需

要情感来发挥作用，从而利用信息技术去创设相关情境就能够更好

地推行课程思政[4]。因此，教师要善于利用信息化教学手段，并结合

具体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以提高课程思政的效率。 

（二）对课程评价体系进行改革 

《植物生理学实验》课程教师在推行课程思政的过程中，要想

发挥出更好的育人效果，就应当在课程思政的基础上对课程评价体

系进行改革。教学评价是整个教学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项环节，是

影响整体教学成果的关键因素之一。通过教学评价，学生将获悉自

己的问题所在，从而能明确改正的方向，提高往后的学习效率。对

于教师而言，通过课程评价能更清晰地梳理教学过程，分析其中的

问题，从而对不妥当的地方进行合理的改善。为此，教师除了对学

生的实验能力进行考核，还要对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人文素养、

职业伦理和道德品质及其家国情怀等素养进行考察，并渗透到日常

教学中，以提高课程思政的实效[5]。 

（三）以发散思维挖掘思政元素 

在《植物生理学实验》课程思政过程中，为了提高课程思政效

率，达到预期的育人目标，教师就要善于以发散思维去挖掘课程教

学过程中的思政元素。在面对课程知识的时候，教师要尽量从多种

不同的角度出发，探求对应知识与课程思政元素之间的联系，能够

从历史、党史、文学、红色文化、科学史、时事政治、农业经济、

道德楷模以及人物传记等多种多样的角度去开凿切入点，将《植物

生理学实验》课程知识引申到思政教育、德育教育、文化教育或其

他课程思政领域中，从而推进课程思政。为此，高校《植物生理学

实验》课程教师除了要加强自身对专业学术知识的学习，还应当勤

于学习其他各领域的基础知识，要多关注新闻，积累信息，扩展经

验，为深度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做足准备。 

四、《植物生理学实验》课程思政育人元素的挖掘 

（一）植物的逆境锻炼 

在《植物生理学实验》课程中，为了落实课程思政，植物的逆

境锻炼是绝佳的教学素材之一[6]。在植物的生长过程中，逆境胁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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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关键的因素之一，其会对植物的生长造成不同种类的影响。塑

性胁迫对植物的正常生长会造成较为沉重的打击，可能会危害到植

物的生命。不过，在一定条件下，弹性胁迫会对植物造成良性的影

响，植物在弹性胁迫的逆境作用下会生成可观的次生代谢产物，其

免疫力和抵抗力会由此而增强，对逆境的适应能力会变强，对恶劣

条件的抵抗能力会提升，这一逆境锻炼的过程能够使植物的生命力

更加顽强。 

基于此，在带领学生做“逆境对植物幼苗某些生理指标的影响”

的实验时，教师就能利用植物的逆境锻炼来展开思政教育，引导学

生的思想，使学生明白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每个人都要经受挫折，

品尝苦果，方能有所成长，在逆境下绽开更宽阔的翅膀，迎风飞往

遥远之处发出光亮的地方，让学生感受“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的坚定，“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洒脱，从而为学生

鼓足奋斗的勇气，助学生摆脱消沉的思想，同时可以融合爱国主义

教育，给学生播放革命战争时期的影像视频，以此来强化学生的爱

国情怀，激励学生的奋发图强之心，充分发挥课程思政的价值。 

（二）植物的向光性 

《植物生理学实验》课程教师在开展课程思政的过程中，可以

利用植物的向光性来指导学生的思想，以期能切实发挥出课程思政

的效果。植物的向光性指的是植物的一种生态反应，植物在单向光

以及正向光性的作用下，其叶片能够向着合理的、适于其生存的方

向生长，其嫩茎尖、胚芽鞘和位于暗处生长的幼苗都能在这种条件

下迎来更加茂盛的生长。导向生活实际，课程教师应当看出这与人

生观、价值观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启发学生树立远大理想、追寻人

生目标的良好素材，继而能推动课程思政的有效进行。 

基于此，课程教师在带领学生进行探测植物的向光性的实验的

过程中，就可以利用植物的向光性这一特性来向学生展开课程思政，

使学生明白，在漫漫的人生道路上，为了争取幸福，使自己的生活

更加多姿多彩，更富有价值，就需要朝着光的方向奋进，就需要用

心灵的眼睛找到那丛暗夜中的光，为此，就要补充自己的学识，对

历史、政治、文化和科学等不同领域的知识展开探索，慢慢积累，

静心沉淀，从而能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纷繁社会中找寻到属于

自己的那束光芒，然后像一颗幼苗般向着光去生长，去努力，去奋

斗，为自己的光明未来而拼搏。同时，教师还要引导学生树立更加

远大的理想，不要局限于个人利益，心胸要更加开阔，要尝试从社

会的、民族的和国家的角度出发，来确立人生目标，同时要脚踏实

地，循序渐进等等，以此来达到课程思政的目标。 

（三）植物糖与脂肪之间的转化 

在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植物生理学实验》课程的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可以利用植物糖与脂肪之间的转化来渗透思政教育，提升

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在植物中，由于乙醛酸循环机制的作用，植

物内部的脂肪可以转变为糖，这一转化的过程就颇具启示意义，能

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的思想联系起来，

从而深化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提高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水平[7]。此外，在大多数动物和人体内由于没有乙醛酸循环机制，

脂肪无法转化成为糖类物质，这就可以与矛盾转化原理中的“在一

定条件下”对应起来，以完善思政理论的渗透。 

基于此，在带领学生做植物脂肪转化为糖的定性实验的过程中，

教师就可以结合实验原理和实验现象来对学生展开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向学生讲述矛盾双方的转化机制，即在一定条件下，矛盾双

方可以相互转化，主要矛盾变为次要矛盾，次要矛盾变为主要矛盾，

同时联系生活实际，用生活中的实例来说明这一机理，比如对于内

容与形式这对矛盾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内容都占据主导地位，但

是，在一定条件下，形式会转而成为主要矛盾，比如对于文学创作，

作家在确定了小说的主题、思想和情节之后，其所需要重点考虑的

东西就变为叙事视角、叙事时间线、文体和语言风格等，即文学形

式，此时形式成为了主要矛盾。由此一来，学生对矛盾关系和马克

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就会更加深刻，其思想政治素养将得到提升，课

程思政的效果也将得以显现。 

（四）其他类型的思政元素挖掘路径 

在高校的《植物生理学实验》课程思政中，教师除了针对实验

原理本身，还可以从课程实验知识延伸至其他领域，使课程思政材

料的范围更加广阔，内容更加全面，并使得课程思政更加容易开展。

比方说，在带领学生进行植物的光周期诱导实验时，可以给学生穿

插讲述“青森 5 号事件”，陈温福“北粳南引”以及《山海情》中的

凌一农教授的事迹，以此来分别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提高学生

联系理论与实际的能力，培育学生不懈奋斗、矢志不渝的精神，培

养学生的三农情怀和耕读品质等，从而推进课程思政，促进学生的

全面发展，满足新时期下的高校课程全面育人需求。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也

接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关于高校的教育政策、育人目标和教

学需求等都在发生变化。在新时期，课程思政的重要性愈来愈凸显，

高校《植物生理学实验》课程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善于挖掘实

验原理、实验现象和实验结论中的思政元素，将其整合成课程思政

的材料，并在实验知识的基础上沿着课程思政方向进行课外延伸，

从而达到高质量的教学目的，推动学生的全面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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