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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素质教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这也为高校《植物生态学》教学提出更高的要

求。植物生态学课程是一门以植物研究为重点的课程，课程教学中传统的教学存在知识体系混乱、内容繁杂的问题，

这就需要强化教学改革，实现教学工作的创新，进而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基于此，本文对《植物生态学》教学中

创新思维的培养展开分析和研究，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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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deepening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quality education has become a hot topic of concern 

to the whole society, which also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teaching of Plant Ecolog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lant Ecology is a course focusing on plant research.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raditional teaching, such as chaotic knowledge system and complicated content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eaching reform and realize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work, so as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ra.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thinking in the teaching of Plant Ecology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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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植物生态学作为研究自然界植物的一门学科，是环境保护的理论基础之一。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得到高速发展，全国人口也

实现迅速增长。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基础上，诞生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这也直接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植物生态学也引起了人

们广泛的关注。在高校《植物生态学》教学中，教师应侧重于对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对现行的教学模式进行整合，进而营造更加

和谐融洽的教学氛围。

一、植物生态学概述

植物生态学是一门以植物为研究对象的生态学，它主要是研

究植物之间关系、植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涉及到多维度植

物学领域的内容。植物生态学的教学需要较多的教学资源和实验

器材，对于学生的学习而言，需要掌握关键的生态学理论的原

理，还需要具有较强的实践应用能力。植物生态学涉及到的要素

较多，具有较强的实践应用性，需要学生从多个角度展开学习，

具备较强的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 [1]。

二、植物生态学科课程教学现状

在植物生态学理论和技术不断革新的背景下，传统的教学手

段和教学内容无法满足人才发展的需求。传统教学更加侧重于对

有机体、种群、生态系统方面的教学，教学的内容相对庞杂，并

且知识点仍然较为零碎，教学内容较为抽象，理论基础知识难以

理解，这也不利于教学工作的可持续开展。

很多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一言堂”的教学模式，在这种

情况下，师生之间的沟通机会并不多，这也导致学生处于被动的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 101

学习状态，难以解决自身的问题。现阶段，植物生态学课程的数

量并不多，有部分知识点相对抽象难以理解，这就需要教师为学

生进行深度剖析。在这种情况下，也导致教学工作受到限制。为

此，教师应有效开展生态学课程教学改革，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

能力发展，注重对学生理论知识能力培养的同时，培养他们的实

践应用能力，形成良好的学习品质。与此同时，课程教学存在实

践教学内容不足的问题，这也不利于学生的学科学习，会直接影

响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成效。为此，教师应注重课程教学的改革和

创新，培养学生形成创新意识 [2-3]。

三、植物生态学教学中创新思维培养的必要性

植物生态学作为一门理论和实践一体化的学科，它要求学生

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掌握关键的实践能力，能够有效解决日常

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全球变暖、环境恶化

等问题引发各领域人士的关注。其中，植物生态学也获得高度的

关注，人们开始试图对其进行研究，进而通过研究解决生态环境

中的问题。然而，现阶段植物生态学课程侧重于理论教学，实践

教学的内容相对不足，这也不利于学生的学习能力提升。因此，

在课程教学中有必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进而优化整个教学过

程，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发展 [4]。

四、新时代背景下《植物生态学》教学中创新思维的

培养的策略

（一）合理设置教学内容，培养学生创新意识

在《植物生态学》课程教学中，教师应积极学习先进的教学

理念，并学习国外植物生态学教学的特点，聚焦于宏观层面的知

识，将教学内容以植物种类和群落为核心开展教学，从而更好地

开展教学工作。由宏观到微观的教学有助于学生系统性地掌握知

识，学生也能够根据植物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学习到更

多的知识点。植物个体生态部分应从植物的生态适应、植物与生

态因子关系出发，深层次介绍生态学的现象和其规律。植物生态

学涉及到数学、地理学、化学、物理学领域的知识。这就需要教

师具有一定的知识面，根据教材的内容进行选择，并进行难易程

度进行授课。在教学期间，教师应引导学生深入了解研究对象的

特点，根据研究对象的差异性，对植物生态学展开研究，从宏观

到微观进行学习 [5]。

在教学中教师还应引入国际学术的前沿知识，不断丰富教学

的内容。植物生态学经历几十年的发展，在研究过程中采用了多

种研究方法，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将植物生态学领域前沿性

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引入到其中，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从而促进学生的创新品质发展。例如，在讲解生态位理论的

知识时，教师可以增加中心理论的概念、原理和模型，让学生深

入学习和理解其中的概念。在讲授植物种生物史对策的内容时，

应根据最新的研究案例展开分析，增加生态学理论的内容。只有

掌握和植物生态学相关的研究内容，才能让学生深层次理解和学

习，为后续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6-7]。

不仅如此，在教学中还应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特色，进而充

实教学的内容。不同地区的地理资源和环境不同，教师可以结合

学校本地的特色环境资源开展教学，围绕着地质、气候、环境、

水文等要素展开分析，为教学工作提供更加宝贵的素材，这些内

容的针对性强，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接受，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创新

品质 [8]。

（二）构建互动教学模式，提高学生创新能力

在实践教学中，教师可以深入挖掘校内的教学资源，有效利

用学校的植物资源进行现场实践教学，组织学生对学校的银杏、

雪松、梧桐等植物的外在特点进行观察，了解叶片的结构特征，

剖析其生活习性，观察具体的结构状态。这种的实践教学模式有

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由被动式学习改为主动学习，有助

于更好地与教师进行互动学习，从而形成良好的学习成效 [9]。

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还应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升。学

生作为学习和发展的主体，课堂教学应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需求

开展教学工作，进而调动学生的主动意识，让学生更好地实现自

主学习和发展，以教师的教学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的学习发展为

中心，更好地实现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品质。在实践教学

中，教师可以尝试参与式教学，教师应做好对学生的全面指导，

让其充分调动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促进其学习和发展，进而实现

师生平等。

教师应在教学中有效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包括课程教学平

台、短信、QQ等资源开展教学，通过线上答疑的方式，进一步增

进师生之间的信任与了解，解决个体的实际问题和共性问题，达

到良好的教学目标。线上学习的方式也有助于更好地实现互动式

学习，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获得良好的学习成效 [10]。

（三）重视实验教学模式，丰富实验内容

生态学作为一门实验性的学科，它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要素。

传统的实验教学实践不利于学生的学习和发展，不利于他们创新

思维品质的形成，实践操作能力无法得到提升。为此，教师应注

重实验教学工作，增加实验教学的比重，引入全新的技术和方

法，进一步提高实验教学的创新性。此类新的教学模式和教学内

容的设置，有助于获得良好的教学成效。

注重基本操作技能的训练。教师应创新课程教学体系，精心

选择和设计与生态因子、环境污染物、生物的关系有关的的教学

内容，并采用灵活的教学方法开展实验性教学，并为学生做好相

应的示范，指导他们进行正确的操作。在实验教学中，很多学生

在实验中难以精确完成操作，甚至有的学生会敷衍解决问题。此

时，教师应注重对学生的指导，让学生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开展实

验，并且注重其中的关键问题，以一个良好的态度应对实验。

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掌握关键的操作技术，形成认真地处理能

力 [11-12]。

注重综合性实验的开展。教师在实践教学中，应在基本操作

技能的基础上对实验的基本注意事项进行系统而全面的讲解，让

学生了解实验的背景和关键信息，学会如何进行实验的操作，建

立对实验的整体认知，制定相应的学习研究计划。为此，教师应



学科教学 | SUBJECT EDUCATION

102 |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鼓励学生提出疑问，引导他们对问题多做假设性的问答，在实验

中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并提出自己的问题，并引导

学生一步步解决问题。在实验结束后，要求学生对实验结果进行

统计图分析，从而给出相应的数据，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实验动手

能力、数据分析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形成良好的学科思维品

质 [13]。

（四）组织野外实践活动，促进学生发展

制定清晰的野外实践活动目标。为了促进学生的发展，并让

学生获得良好的学习成效，掌握关键的知识点，教师应注重鼓励

学生积极参与到户外实践活动中，在其中学习和掌握更多的知

识，加强个人的实践经验。学校可以与周边的基地和企业构建合

作关系，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外出实践机会。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趣

味性的实践活动中。教师应根据野外实践基地的自然环境特点，

让学生做好相应的数据信息的记录，进而让他们直观性的学习植

物相关的知识。

细化野外实践活动的内容。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

生以小组的方式对植被进行调查，让学生以小组的方式参与到其

中，鼓励学生更好地进行实践学习。与此同时，在野外实践活动

中还需要遵循如下的原则：选择生物植被和植被多样性的活动地

点，保障活动的便利性，并且保障基本的设施的配套齐全 [14]。

鼓励学生参与野外科研项目。只有将教学与科研结合起来，

才能保障学生更好地开展实践学习，提高学习积极性，形成创新

品质，进一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因此，教师应注重开展以下的

工作：一是让学生积极参与野外生存实践活动。在保障学生基本

安全的情况下，让学生自主参与到户外挑战，近距离观察植物的

特征，进而了解不同类型植物的属性。二是开展野生植物调研活

动，指导学生在野外学习和探索新的植物，并通过采集样本的方

式，了解植物的基本属性和特点。教师应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帮助

和指导，在野外调查获取的资料进行总结，从而按照品种进行具

体的归纳。三是组织学生对植物生物学的规律进行观察和分析，

从而推测植物的发展过程，提取出相应的数据资料完成报告。在

此过程中，教师还需要指导学生对植物进行保护，挖掘其潜在价

值，更好地开展教学工作 [15]。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植物生态学教学过程中，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应贯穿于教学始终。教师应做好教学工作的创新，合理设置教学

的内容，构建互动式的教学模式，重视实验教学模式，并组织一

系列的野外科研项目，进一步保障学生的学习和发展。与此同

时，教师还应重构实验教学的方法，让学生具备科学的思维品

质，构建合理的思维结构，进一步提高创新思维能力。只有这

样，教师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促进学生个人的成长

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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