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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如何将校园植物养护与综合实践相结合
曾小红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芦溪镇中学　637544

摘　要：校园植物是校园建设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植物的养护管理决定着校园绿地功能的发挥，对提升学校绿地生

态效益和彰显校园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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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日益关注园林绿地养护的过程中，学校作为一个

城市中的重要元素也逐渐受到关注，校园植物作为其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彰显校园空间特有的隐性育人功能和深厚的文

化底蕴。校园中良好的学习、工作、休闲空间环境的营造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校园植物的养护管理。对校园植物养护

管理情况进行分析，并对其进行相应的探讨，提出合理化的

建议。

一、校园植物养护

（一）灌溉

灌溉是校园植物养护工作的内容之一，喷灌是其中使用

频率较高的一种，它采用在绿地内部或边缘安装固定喷头灌

溉的方式养护植物，适用于校园内的花坛、草坪和树丛等大

面积绿地。喷灌对土壤的表层渗透作用较好，基本无地表径

流，既能节约水资源也能达到高效省力的灌溉目的，从而在

提学校园植物的成活率的同时美化校园植物景观。因此在综

合实践活动中，可以组织学生学习灌溉知识，避免因为个人

疏忽破坏校园灌溉设施。

（二）排水

校园绿地中主要采取铺设管道抽水和道路边沟抽水的方

式，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绿地的整体性和美化程度。为改善

这种情况，可以考虑改造成有坡度的地面，使雨水不聚积，

既容易操作也能节约成本，提高绿地整体景观效果。校园中

停车坪土层太薄，地下垫层不透水，雨水不下渗，夏天易蒸

发干旱。可考虑直接打孔，保证停车区域内雨水可以下渗。

不同形式的树池对其排水程度也有着不同的影响。树池与地

面平齐，雨水能下渗，而树池与地面有一定高度，对雨水下

渗造成困难，但 2 个树池相对于大树的尺寸相对较小，且土

壤表面都未进行处理，易造成水土流失，可考虑做成树篦子。

树池土壤堆积太高，易造成水土流失，同时对环境也造成影

响。可考虑设置成树篦子，使树池与地面保持平齐。

（三）施肥

在校园植物养护中，针对不同种类的植物施肥频率有所

区别，乔、灌和花卉每年施肥 2~3 次，草坪每年需施肥 6 次。

为提高植物的越冬抗寒能力，可以通过施有机肥料让植物根

系在生长高峰期时加速根系向下生长。同时，为保证植物有

充足的养分，需要在植物开花结果前进行追肥。施肥是促进

根系吸收营养的有利措施，加强关注植物对肥料的吸收情况

并灵活调整有效的施肥方法。在综合实践过程中，可以组织

学生学习有关知识，并对校园内的植物进行施肥，从而更好

地保护环境建设和成长。

（四）换盆、移栽

种子出苗后，待种苗生长了 1 ～ 2 片成熟叶片，可使用

7 号种植盆移栽上盆，扩大植株生长空间。幼苗和引种鳞芽

茎干、根系生长到一定程度，种植盆无法满足植株进一步生

长的需要时，应及时换盆，可选取大一号的种植盆。移栽时

保护根系完好，上盆后通过浇灌高锰酸钾溶液，进行根系伤

口处理和土壤消毒灭菌。

（五）防腐蚀

树体受到机械损伤或部分自然因素的危害，如病虫危害、

雷电击、冻裂、风折、日灼等，造成皮伤或形成树干空隙后，

周边的木材会在短期内干掉。如若伤口愈合慢，虫菌会迅速

侵入树皮组织造成腐朽，导致形成树洞后被虫害腐蚀。树体

根部的空洞多是由机械损伤以及动物、真菌、昆虫等侵蚀导

致的；树干基部的空洞多是由机械损伤和病虫害引起的；树

干部的空洞多源于机械损伤或断裂、不合理的截除以及日灼、

冻裂等；枝条的空洞一般是由枝条摩擦、主枝劈裂和病枝等

造成的；树枝分杈处的空洞多源于气象或物理劈裂和回缩修

剪。在综合实践课程中，学校可以组织学生针对相关课程进

行学习，根据自身知识保护校园环境的同时，促进校园植物

的养护工作更好地开展。

（六）剪枝

整形修剪一方面可以抑制植物的顶端优势生长，促进侧

枝生长，使树形呈现丰满的效果；另一方面是通过人工的干

预提高绿地绿化质量，由于校园绿地处在一个具有高审美的

人文环境中，因此绿地的美化工作十分重要，但校园中的绿

地灌木、乔木和花卉等绿地植物的整形修枝环节次数偏少，

未形成理想的景观。校园内大乔木上端的主枝若不修剪易腐

烂，可用高枝剪修剪清理后涂抹适量防腐剂。位于道路边的

植物修剪需要在保持树木自然形态的同时，考虑是否会对道

路产生影响，应适当修剪树冠大小，以保证道路通畅。停车

场周边植物应种植分支点高的落叶乔木，校园停车场旁的香

樟树枝过于低矮。在林地中部分树木长势好，枝叶繁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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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周边植物形成拥挤的景观，可适当修剪树枝，缩小树木冠

幅。在移植树木时，应当在不影响原有树冠的同时修剪内膛

枝。树冠长期不修剪会形成很多枯枝败叶。如桂花属于合轴

分枝型，树冠是自然形成的，可适当疏剪内膛枝，为减缓顶

端优势和向心秃裸的趋势，也应当定期进行修剪。如海棠树

冠通常呈杯形，可适当修剪内膛枝，保留部分对树冠形成有

一定作用的交叉枝、垂直枝等。

及时剪除老叶、黄叶、病叶、凋谢的雄孢子球，采种后

的雌孢子球，修剪宜选择晴天进行，剪口靠近叶柄端部位置，

避免凋谢雌雄花和叶柄等成为病虫害活动场所。定期进行人

工除草，保持植株周围 0.5m ～ 1m 范围内无杂草。除具有正

常根和肉质根以外还有珊瑚状根。珊瑚状根是植物的一类背

地性生长的、重复二叉分枝的根丛，可暴露于土壤表面，形

似珊瑚。珊瑚状根具有固氮能力，对植株生长具有重要作用。

（七）病虫害防治

首先，做到种子、苗木、吸芽不带病虫。利用药剂喷洒

和浸泡等措施，对引种种子、苗木和吸芽进行杀虫灭菌处理。

其次，在播种或移栽和种植前，土壤需添加中粗砂、珍珠岩

等进行改良以提升排水透气性，土壤使用前进行药剂消毒。

雨季期间，必要时可将盆苗放置于大棚内，避免盆土受连续

降雨影响，导致土壤含水量长期过高。再次，需增强育苗环

境和种植区域的通风透气性，避免盆苗之间摆放过密，下地

苗种植过密，叶子互相遮蔽。最后，及时发现和防治病虫害，

叶片类病害和茎腐病，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发现后及时隔离

救治，必要时再采取化学防治手段。

二、综合实践反思

综合性的实践活动要求学生调动自身的生活经验，致力

于创造。通过个人体验，学生在丰富的活动中感受生命的价

值和生活的重要性，并将其内化在个人智慧中，创造出自己

正确健康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突出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观

察生活中的各种现象、研究等研究活动，增强学生的体验。

在了解了蔬菜的种植、向日葵的种植、蚕蛹和蝌蚪的养殖后，

学生们对种子萌发进行了反思，用文字创作了一本令人振奋

的观察期刊。综合实践活动的评价应从价值认同、责任、创

造性物化、问题解决四个维度进行。综合实践活动课不同于

学习主体，评价形式可以采用描述、展示、对话、接触等定

性评价，并将评价作为鼓励学生学习的重要方式。评估应进

行的活动，和更多的观察方法应该被用来理解评估学生的状

态和心理的态度，他们可以结合学生的行动，合作和组织的

能力，关爱他人的精神，以及接受他人批评和建议的态度来

进行评价。同时，教师也可以对这些方面进行细化，将结果

以分数的形式分配到一个量表上。通过在这些方面加上个人

分数，总分可以对学生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利用档案袋

评估的好处，让学生发表自己的记录和成就，与学生一起讨

论、编辑和评价档案，指出他们的优缺点，并及时改进。例

如，在综合实践课上，根据“种子在移动”的主题规划设计

每学年的活动计划，每学期专题汇报实践展示，展示和交流

学生歌曲。根据国家教科书《蚕儿的生活》和《种凤凰仙

花》，开展教学工作。作文教学也可以结合学校的教学资源，

“观察螺丝”和“小动物观察”进行，这些都需要学生进行观

察练习。开发校园植物记事本，在教室开展“小喷雾校园指

南”活动。在综合实践活动中，学生根据口袋书的内容独立

识别校园植物，共同对选定的植物进行深入的观察和研究。

三、结语

植物景观是学校校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着一

所学校的形象，蕴含着校园的文化内涵，美化了师生的工作、

学习和生活环境，陶冶了学生情操、塑造了学生品格。近年

来，我国学校植物养护效果也影响着学校招生吸引力和社会

地位等。学校应充分重视校园植物养护工作，合理加大对植

物养护的投入，呼吁校园师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维护校园绿

化环境的行列中来，共创优质、绿色、生态和健康的校园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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