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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植物生物技术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均很强的课程，为了在教学过程中将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充分调动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本文以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农学专业植物生物技术课程为例进行研究，讨论了该课程的

开课现状与问题，提出了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和途径，期望提高该课

程的教学质量，为社会培育植物生物技术创新型与应用型人才，以适应现代农业产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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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物技术是一门研究植物遗传规律、探索植物生

长发育机理，应用现代生物技术改良遗传性状、培育新品

种、创造新种质的学科，是以生命科学和工程技术为基础

的多学科交叉的高新技术，广泛应用于现代化农业领域。

鉴于其重要地位，我国先后有 337 所高校设立了植物生物

技术专业，几乎所有的农业类高校中都开设了植物生物技

术课程。 
植物生物技术课程是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农学专业的

专业核心课程，在培养本专业人才中占据重要地位。如何

提高该课程的教学质量，培养农学专业植物生物技术创新

型和应用型人才，以更好地适应现代农业产业的需求，一

直以来都是该门课程教学改革的最终目标。笔者在多年的

教学与科研中，注意到在植物生物技术教学过程中一些普

遍性存在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教学效

果。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

式等方面上进行了一些改革，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

性，提高了该课的教学效果。以期为同类院校更好地对课

程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进而培养出综合素质更高、创新

能力更强的技术人才。 

1  植物生物技术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1  学生基础知识薄弱，学习的兴致不高 
近年来，国内高校扩大招生，学生的基础知识参差不

齐，接收新知识、新事物的能力也存在个体差异。河北科

技师范学院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农学专业是对口招生专

业，学生的基础较为薄弱。植物生物技术又是一门理论性、

技术性较强的综合学科，学生学习该课程难度成倍增加。

因此，学生对于该课程的学习兴致不高，教学过程中容易

出现学生被动上课、疲于应付的现象。 
1.2  教材版本单一，针对性不强 
植物生物技术被很多专业设为必修课程、专业核心课

程，而供选择的教材只有张献龙和唐克轩于 2004 年主编

的《植物生物技术》。该书主要用于农林院校生物技术、

生物科学、园艺、农学专业本科生、研究生教学。然而，

不同专业对于这门课程的侧重点是不同的，生物技术和生

物科学侧重工程、技术；农学侧重育种方向；园艺侧重于

经济作物的培育，当前仅仅一个版本的教材难以满足所有

专业的要求。 
1.3  教学内容多，课程学时偏少 
植物生物技术课程把植物组织培养、基因克隆和分子

标记辅助选择育种三部分紧密联系在一起，内容丰富，涉

及的面广，重点、难点较多。近年来，学校增加了大量的

选修课程，使得各个本科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的学时大幅

度缩减。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农学专业

植物生物技术课程总学时只有 48 学时，理论、实验各 24
学时。无论是理论教育，还是实践教育，在具体的教学时

间安排上，难免捉襟见肘。教学时间短，导致不是内容讲

不全面，就是知识点讲不透，教师、学生在教学质量提高

方面困难重重。 
1.4  教学方法单一，考核方式陈旧 
植物生物技术理论课的讲授，依然延续“教师为主体，

教材为主线”的传统授课方式，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与教

师之间缺乏实质性的交流与沟通。这种教学方法不利于学

生对于大纲中抽象知识的掌握，例如，对农杆菌介导的植

物遗传转化知识点讲授时，教师习惯性地将生物过程用专

业化的术语阐述，而没有注意到学生学习情况，有的同学

对于教师用来阐述生物过程的某些术语、名词，都一知半

解，更不要说弄懂正在讲授的课程内容了。 
传统的教学考核重结果、轻过程，甚至仅以最后的期

末考试成绩作为学生学习效果考核的唯一标准。近年来，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课程考核的方法得到了改进，

增加了平时成绩、实验成绩考核项目。然而，多数情况下，

平时成绩考核的是学生的出勤，实验成绩也仅仅考核了学

生实验报告的完成情况，考核的方面过于简单和低效。 

2  植物生物技术课程改革与创新 

2.1  重视学生学情分析，调动学生学习兴致 
学情分析是教学设计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编写有效学

案的先行条件。学情分析是教与学目标设定的基础，没有

学情分析的教学目标，往往是空中楼阁。要提高植物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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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课程的教学质量，学情分析有必要贯穿于整个教学过

程。首先，在设计课程大纲时需要以调研的方式，以已修

完该课程的学生和讲授过该课程的教师为对象进行学情

分析，制定符合专业学生特点的课程大纲。其次，作为授

课教师，在授课之初，以课堂提问、课上答题测验等方式

进行学情调查，对学生基础有着大概的了解。再次，在授

课过程中，先不断变换课程节奏，观察学生学习状况，找

到适合学生的每一章、每一节、甚至每一个知识点的课程

节奏。最后，每次课程结束后，收集、听取学生的意见，

以课程结束前收集学生意见结合课下辅导的方式，对学生

当次课程学习情况进行研究，查漏补缺。 
2.2  收集资料补充教材，增加课程的专业针对性 
为了使植物生物技术课程更切合农学专业，更好地为

培养高素质的农业人才服务，对该教材内容进行涤荡，突

出、保留专业培养需要的内容，弱化、削减专业培养非必

要内容；与此同时，收集相关资料补充、完善专业所需但

教材中阐述不详、甚至缺失的内容。以此，增加植物生物

技术课程之于农学专业的针对性。例如，针对现下以块根、

块茎类作物脱毒的产业化需求，收集脱毒相关的新的、前

沿的技术、论文，丰富教材中脱毒培养这一章的内容；对

于植物基因组文库这一节内容，在为农学专业学生考虑教

材内容取舍时，可削减。 
2.3  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增加课程学时 
植物生物技术课程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植物

组织培养、植物基因工程和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植物

组织培养部分更多的是前人工作的总结或植物生长条件

的模拟，干巴巴的讲授，学生会感觉枯燥乏味。因此，该

部分应该以实验为主，实践过程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掌握

与理解。植物基因工程部分内容更新速度快，学生如果基

础不够扎实，这部分的学习难度就会很大。这就需要授课

教师将多门课程融会贯通地讲解，加深学生对这部分内容

的理解。与此同时，教师应该及时将最新、前沿的技术向

学生传递。为了保证授课效果，教师除了在线下面对面讲

授外，还可以借助于线上平台进行资料传递、线上答疑、

课程预习，如智慧树、雨课堂、腾讯课堂等平台。利用线

上平台的学习资源，隐性增加课程学习学时。分子标记辅

助选择育种部分属于农学专业侧重的部分，这部分是作物

育种学与植物基因工程的延伸，也是农学专业开设该课程

的核心内容，应该以实例为方式重点讲授。 
2.4  教学方法多样化，考核方式改革创新 
教师应打破常规教学方法，不断改革创新。首先，将

学生的学习兴趣、爱好与课程知识有机结合，精心设置教

学情境，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学习热情，鼓励学

生学会学习。其次，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拉近学生与教

师之间的距离，促进课堂中师生、生生互动，在增强学生

自信心的同时，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再次，营造

良好的教学氛围，鼓励学生探究式学习、合作式学习。最

后，在线下面授课程中，对于部分理论课内容可以使用翻

转课堂，部分实验以自己讲授、助手旁边演示（或播放实

验视频）的方式进行，以便增加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掌握，

同时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此外，还可以邀请教师作学术

报告、安排学生阅读植物生物技术课程前沿知识相关文

献，丰富教学方法。 
根据植物生物技术课程的特点，在考核学生学习效果

过程中，应以“重过程”为原则。例如，将平时成绩占比

设为 10%，并将平时成绩设成考勤、课堂提问、测验、讨

论等更小的项目，且每个项目都有其比例；实验成绩占比

20%，此 20%再分成小项，如平时实验操作；考核占 30%，

实验报告考核占 20%，期末实验操作考试占 30%，实验

理论考试占 20%；期末成绩占 70%，除了考核必要的基

本知识、技能外，重点考核应用课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综上所述，植物生物技术是一门理论性、实践性均很

强的农学专业核心课程。针对目前植物生物技术课程教学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从学情分析、教材、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的改革措施。期望通过教学改革，使

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教师的教学方式均得到改进，为培养高

素质人才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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