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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植物生产与环境》课程是一门基础与理论整合的学

科，其教学内容较多且设计范围较广，为学生的学习和

全面掌握带来一定困难和挑战。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

的创新能力在促进人才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因

此，作为一名新时代高校《植物生产与环境》课程教师，

需要将创新能力培养工作贯穿于教学的各个环节中，进

而培养出集理论与实践一体的新时代专业性人才。

1、当前高校《植物生产与环境》课程教学的现状

分析

《植物生产与环境》教学包含众多科目的知识点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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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实验，学生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和能力才能够有

效掌握。但是，在当前的教学中，还存在一定问题有待

改善，主要是部分学生对实验较为生疏，且动手能力较

弱，以至于实验教学的效率往往达不到预期目标 [1]。此

外，由于课堂教学时间有限，一些实验无法拥有充足的

时间进行操作，为实验教学带来一定限制。[2]。

2、《植物生产与环境》课程教学中提升学生创新能

力的具体措施

2.1 通过发挥自主学习的作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植物生产与环境》课程中融合气象学、土壤肥料学

和植物生态学以及植物生理等科目的教学知识点为一体，

其科目涉及的领域较多且范围较广，实践性较强。但是

抽象和复杂的学习内容为学生的深入掌握和理解，带来

极大的困难和挑战。自主学习是确保学生提升学习质量

和学习效率的前提基础，而促使学生深入了解自身的学

习特点，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自主学习为提升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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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文化内涵，以及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提供保障 [3]。

此外，通过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能够调动学生的学

习热情和积极性，进而确保学生积极主动学习《植物生

产与环境》课程，并对学科产生好奇心和兴趣。与此同

时，通过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能够为学生制造探究和思

考机会，通思维的有效发散能够激发创新思维，进而逐

渐形成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2.2 充分发挥情境教学的优势和作用，激发学生的创

造力

要想有效提升《植物生产与环境》教学质量和教学

效率，并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效力。首先，教师需

要确保教学课堂的形式和内容能够吸引学生，并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学习兴趣是确保一节教学课程

发挥实质作用的前提基础，也是促进学生发散创造思维

的前提基础条件。而情境教学因其具备多元化和多样性

特征和优势，被各个阶段以及各个学科教师积极应用于

日常教学中，且收获一致好评。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

应该深入分析学生的学习情况以及身心发展规律，深入

挖掘学生的兴趣点，并将其结合至情景教学中，进而将

原本抽象乏味的《植物生产与环境》教学内容，变得更

具动态化和生动化，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以及创造

力。与此同时，教师可应用多媒体技术、教具或实物等

方式，将复杂难以理解的知识内容，通过情境教学的作

用变得简单化，进而有效提升《植物生产与环境》课堂

质量。例如：在进行《植物生产与水环境》教学时，教

师可利用多媒体播放植物与水的关系视频，创设情景进

行导入，利用声音和图像结合而调动学生的好奇心，促

进学生的思维进行发散。而在讲解降水类型时，教师可

提前制作各种雨水和天气的声音让学生倾听，并猜出降

雨的类型，这一方式有效改善课堂沉闷的氛围，且促使

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得到有效激发。

2.3 促进实验和理论教学的有机结合，提升学生的创

新能力

现阶段，高校教育在立德树人和素质教育深入背景

下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教学模式随着信息技术和科学

技术的发展而不断优化和改善。新课程标准改革的背景

下，对高校《植物生产与环境》课程教学提出了更高标

准的教学要求。《植物生产与环境》课程中包含植物的生

长环境、生长所需土地营养，以及植物自身等基础理论

知识以及实验教学，通过相关知识和实验课程的有效学

习，进而应用到日后的工作中，促进植物生长效率的有

效提升。实验教学是《植物生产与环境》教学的重要组

成内容，通过动手操作促使学生深入了解并验证理论知

识，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程度和理解程度。实验是

确保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变成实践的有效途径，且通过实

验教学的开展，在促进学生创新能力提升中发挥重要的

作用。而学生由于课堂时间较短，以及设备条件不足等

原因，导致实验课程中动手能力较弱。在此基础上，加

强学生的实验教学以及动手实践能力是极为关键的。例

如：在进行《植物细胞的结构与观察》教学时，教师结

合理论知识带领学生运用显微镜观看洋葱的细胞结构，

学生通过自己制作临时装片有效激发其创新能力。

3、结束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高校《植物生产与环

境》课程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在促进实现新课

程改革教育目标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但在这个教

学研究的过程之中，教师和学习要面对的教学阻力大，

长久的应试教育的教学习惯已经形成，学生的学习思维

已经固定，所以在新的教育环境之下，教师要进行教育

革新的关键，积极发挥良性的带头作用，与时俱进的更

新自身教学观念和教育思想，优化教学手段，并且在课

堂上进行多方面教学，把学生当作课堂教学中的主角，

进而促进《植物生产与环境》教学实现进一步发展的教

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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