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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类植物种子学”课程教学
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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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农业大学草业学院,草业生态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美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兰州７３００７０)

摘要:以提高学生教育质量为基本点,分析了甘肃农业大学草业科学专业“草类植物种子学”课程教学面临的问

题,即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大学生的主动、自主学习不足,重理论、轻实践,创新和创业教育欠缺,部分学生

缺乏学习动力,学习积极性不高.针对以上问题,从优化课程内容、强化实践教学、鼓励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实践

教学中处理好验证性和探索性实验的关系、鼓励批判性思考和学习、开展案例教学和课程考核体系改革等方面作

了较详尽的阐述,从而促使草类植物种子学课程建设向高水平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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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improvethestudenteducationquality,theproblemsoftheHerbaceousSeedScience
courseofPrataculturalSciencewereanalyzedinGansuAgriculturalUniversity．ThemajorproblemincludＧ
edthelecturesrevolvingaroundteacherratherthanstudent;collegestudentswithlessinitiativeandauＧ
tonomouslearning;moretheorylecturesratherthanpractice,lessinnovationandentrepreneurshipeducaＧ
tion;somestudentslackingoflearningmotivationwithlowerlearningenthusiasm．Inordertosolveabove
problems,somecountermeasures wereputforwardedthatincludedtheoptimizationcoursecontent,

strengtheningpracticeteaching,encouragingstudentstoparticipateinscientificresearchandthinkand
learncritically,handlingwelltherelationshipbetweenconfirmatoryandexploratoryexperimentsinpracＧ
tice,carryingoutcaseteaching,aswellasreformingcurriculumevaluationsystem．Accordingly,itwill
promotethecourseconstructionofherbaceousplantsseedsscienceforwardtoahigh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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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政策本体价值取向是以人

为本,培养高素质人才;目标价值取向是打造创新

型、知识型社会;功利价值取向是提升我国综合国

力;基础价值取向是建立健全高等教育质量保证

机制[１].目前,草业科学本科教育和中国草业取

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２０１４年,习总书记视察

内蒙古草企业,国务院召开中南海草业座谈会,为
草业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２].然而,长期以来,我
国的教育忽视了培养学生自主探究和自主学习能

力,教学偏重于知识传承、侧重于教师传授知识于

学生,导致很多大学生缺乏应有的批判思维能力、
想象力和创新能力[３].全国共有３０个草业科学

本科专业(２０１０年),甘肃农业大学的草业科学本

科专 业 是 中 国 乃 至 世 界 上 规 模 最 大 的 本 科 专

业[４];甘肃省又被列入粮草兼顾型试点省,需由耕

地农业向“粮兼草”新型农业结构转型.因此,甘
肃农业大学草业科学本科的教育质量关系到甘肃

乃至中国西北草业教育和草产业的健康发展.
草类植物种子是退化草地补播、人工草地建

植、城市绿地建设等所必须的基础材料.为使中

国草种业乃至草业健康发展,需要一批具有懂理

论、会操作的专业人员的技术支撑,因此培养合格

的适应草业发展的专业人才是草类植物种子学课

程的首要任务.基于课程的重要性,本文以甘肃

农业大学“草类植物种子学”课程为例,就课程存

在的问题、教学改革与实践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

和阐述,以期提高教学效果,并为相关专业课程改

革提供参考.

１　面临的问题

１．１　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大学生的主动、自
主学习不足

“草类植物种子学”是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课程,
是草业科学专业的必修课,教学内容较多.因课堂

上授课时间较少,但讲授的信息量却较多,导致该门

课程的学习以课堂理论讲授占绝大多数学习时间,
再加上该课程的理论比较难懂、内容也比较复杂,使
得在该课程的讲解上学生都是被动地接受.“以教

师为中心”的这种传统课堂教学主要以 “教师讲、学
生听、教师写、学生抄、学生背”为主,忽视了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没有培养好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导致学

生学习效率较低[５Ｇ８].

１．２　重理论、轻实践,创新和创业教育欠缺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级草业科学(草坪管理)专业开设的

“草坪草种子学”课程共３０学时,其中讲授２４学时,
实验８学时.２００８、２００９级设４０学时,其中讲授３０
学时,实验１０学时.从上述数据来看,在草类植物

种子学教学中,重理论、轻实践,理论课时偏重,实
践、实习学时偏少.

高水平的高等教育体现在学生的创新、创业能

力上.在草类植物种子学的教学上,被动学习导致

了目前很多大学生缺乏应有的批判思维、想象力和

创新能力,导致遇到实际问题时独立分析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还不太强;创业教育薄弱,致使大学生的创

业意识不强,创业能力欠缺.

１．３　部分学生学习缺乏动力,学习积极性不高

目前草业科学的本科生大约有三分之一报考研

究生[９],报考专业主要为草学学科,考试科目主要为

英语、政治、植物生理生化、土壤学和化学,复试科目

主要为草原学、饲草学、草地保护学.另外,有三分

之一学生毕业后回原籍,汇入各地方年年增大的招

考大军.包括草类植物种子学这些和考取研究生无

关的课程,或与地方公务员招考无关的课程,被部分

同学放在次要的位置,使部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偏

向于考试科目.另外,甘肃农业大学的部分课程近

年实行了“诚信考场”.诚信考场是指在不设监考人

员的一种考试形式[１０].一般来说,在有严格的监考

制度、严厉的考试作弊处理和监考人员的认真监考

下,也会发生个别考生作弊.因此,在“简单的”“诚
信考场”中,没有外在的强制约束力,不诚信的行为

从客观上讲是更容易发生的[１０],而且胆大的比胆小

的作弊更厉害.这也可能导致追求高分、不追求高

能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丧失学习的动力,从而一定

程度上也会导致部分学生对考试作弊心存侥幸,不
注重对草类植物种子学课程的学习,从而影响了教

学效果.

２　课程建设与改革

２．１　优化课程内容

为适应草业科学的发展,满足社会对具有扎

实草类植物种子理论和熟练操作技能人才的需

要,面向科研、种子生产和管理、草种子贸易等就

业岗位,构建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相结合的教学

体系,“草类植物种子学”课程教学中,参考近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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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专著、论文和标准,对部分章节的内容做了适

当的补充或删除.如,在草类植物种子检验中,根
据我国的牧草种子检验规程和草种子质量分级标

准,讲授内容增加了其他植物种子数的测定、草类

植物种子重量(千粒重)的测定、牧草与草坪草种

苗评定规程(NYT１２３８－２００６)[１１]、豆科草种子质

量分级(GB６１４１－２００８)[１２]、禾本科草种子质量

分级(GB６１４２－２００８)[１３]和牧草种子检验规程包

衣种子测定(GB－T２９３０．１０－２００１)[１４].教材建

设是课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３
年,分别出版了«草类植物种子学»[１５]和«草类植物

种子实验技术»[１６].通过优化课程内容和教材建

设,打破了教学对固定教材的过分依赖,使教科书

与大量的指导阅读书系统地结合起来,改变学生

知识量过少、知识面过窄的状况.

２．２　强化实践教学,鼓励学生参与科研项目

为改善重理论、轻实践,理论课时偏重,实践、实
习学时偏少的现象,草业科学(草坪管理)专业开设

“草类植物种子学”时,压缩了讲授学时,增大了实验

教学学时,将课时分配调整为２６学时讲授、１４学时

的实验(表１).在草业科学(草坪管理)专业实习

中,增加了草类植物种子产量构成因素分析.通过

增加实验教学学时和实验教学内容,提高了学生的

实践创新能力.
鼓励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主持或参与本

科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SRTP).通过科学研究的

过程来锻炼学生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工作能力和创

新能力,让学生看到学习的不足,并从中得到宝贵

的经验和体验.

　　通过举办“火眼金睛－草种子识别大赛”,奖品

奖励及荣誉证书的颁发,不仅使同学们对常见草种

子的鉴定和识别能力在实践中得到了提高,而且培

养了专业学习兴趣;同时也发现自主学习优点及尚

未掌握的知识,实现不断进取.

２．３　以学生为中心,变学生被动接受知识为主动、
自主学习

学生是学习过程中的主角,教师只不过是组织

者.在“草类植物种子学”教学过程中,尝试改变以

往以教师为中心、学生被动学的教学模式[１７],引导

学生带着问题去自己思考、查询相关文献,探索主

动、自主的学习模式.例如在草种子形态教学中,课
前预设问题“黑麦草(Lolium perenne)种子和高羊

表１　草类植物种子学实验内容、学时分配和实验性质

Table１　Themaincontentofexperiments,classhoursandexperimentalproperties

实验主要内容

Themaincontentofexperiments
学时

Classhours/h
实验性质

Experimentalproperties

草类植物种子的识别与分类

Recognitionandclassificationofherbaceousplantsseed
２ 验证性Confirmatory

草类植物种子的扦样与样品制备

Forsamplingandsamplepreparationofherbaceousplantsseed
２ 验证性Confirmatory

草类植物种子水分测定

Moisturemeasurementofherbaceousplantsseed
１ 验证性Confirmatory

草类植物种子净度分析及其他植物种子测定

Clarityanalysisandmeasurementofotherseedsforherbaceousplantsseed
２ 验证性Confirmatory

草类植物种子千粒重测定

１０００Ｇgrainweightmeasurementofherbaceousplantsseed
１ 验证性Confirmatory

草类植物种子发芽试验

Germinationtestofherbaceousplantsseed
２ 验证性Confirmatory

草类植物种子生活力测定(四唑测定)
Viabilitydeterminationofherbaceousplantsseed(tetrazolmeasurement) ２ 验证性Confirmatory

草类植物种子硬实处理

Hardseedtreatmentofherbaceousplantsseed
２ 设计性 Desig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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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 (Festucaarundinacea)种 子 有 何 区 别,苜 蓿

(Medicagosativa)种子和草木樨属(Melilotus)植
物种子有何区别”,让学生带着问题去预习和思考,
然后课堂讨论,教师再做点评或讲授.授之以“鱼”
不如授之以“渔”,归还学生应有的批判思维、想象力

和创新能力,学生学习更主动、更积极,发展学生动

手、观察、想象和表达能力,提高学生遇到实际问题

时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草类植物种子学教学过程中,将学生分成若

干小组,再给小组分配内容,然后各小组在课后制作

PPT、课堂上讲解[１３Ｇ１４].通过学生自主制作多媒体

课件和讲授,教师可了解学生对所学专业知识的掌

握程度并对学生讲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讲解,
可发现并及时纠正教学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另外,督
促了学生主动学习过程,提升了大学生的表达能力

和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了教学效果[１８].

２．４　实践教学中处理好验证性、探究性和综合性实

验的关系

一般来说,为达到提高大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

思维能力的目的,减少验证性实验、增大探究性实验

已经成为本科实践教学改革的重要趋势[１９].对于

基础课学习阶段的大学生来说,验证性实验是实验

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１９Ｇ２０];而探究性实验更有

利于培养大学生科学探究能力.因此,合理安排探

究性实验和验证性实验各自所占比例,使大学生掌

握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培养其较强的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２１Ｇ２２].在草类植物种子学实践教学中,为
激发学生对草类植物的好奇心,培养其科学探究能

力,设置例如草类植物种子的硬实处理为探究性实

验[１８].学生对硬实种子进行相关文献查阅,设计系

列实验方案来解决种子硬实,进行数据统计并分析.
另外,将种子扦样与分样、水分测定、净度分析、其他

植物种子测定、千粒重测定和种子发芽试验等单独

的实验组合成综合性实验(图１),让学生做出实验

设计,并按照牧草种子检验规程的程序和规定完成

种子检验项目,填写种子质量分级报告.如果学生

未能完成上一个实验,在进行下一个实验前则必须

完成未完成的实验,方能进行下一个实验,这样促使

其完成每一个实验,进而完成整个综合性实验.通

过系统实验的设计,使同学们掌握了草类植物种子

质量检验的理论和方法,提高了学生的独立思考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２．５　鼓励批判性思考和学习

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

之基也.怀疑精神是创新的基础,如果缺少质疑精

神,便缺乏创造力[２３].在草类植物种子学教学过程

图１　草类植物种子综合性实验的组成关系

Fig．１　Comprehensiveexperimentunitandrelationshipamongeachsingleexperimentofherbaceousplantss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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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仅传授知识、技能,而且让学生积极参与思考

与探究,更鼓励学生批判性地思考,激励、唤醒和鼓

舞学生的批判思维,对课程内容敢于提出质疑性的

问题.发现问题,就会有想法,就会有自己的观

点[２４],从而提高其创新能力.

２．６　开展案例教学

在草类植物种子学教学中,通过分析、比较草类

植物种子经营企业,研究其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丰富

学生对种子企业的了解,提高其管理和创业意识.
针对种子形态的部分内容比较枯燥,在讲授中运用

真假种子案例分析,如建植苜蓿栽培草地时,正确鉴

别苜蓿和草木樨种子,避免造成经济损失,以提高学

生对学习内容重要性的认识和兴趣.

２．７　课程考核体系改革

为避免学生们不重视课堂教学造成的在教学过

程中缺课、旷课以及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不足

等,坚持过程评价、知识考核和能力素养相兼顾的方

式[２３],真正达到科学考核学生能力的目的,改变原

来“一考定优劣”的课程考核为综合考核.综合成绩

比例构成为,平时成绩占１０％,实验成绩占２０％,末
考成绩占７０％[１７].通过改革课程考核,使学生注重

了平时学习的重要性,改变了过去突击应付期末考

试的现象,促进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形成了较好的

学习风气.另外,为解决诚信考场可能出现的不诚

信问题,在末考命题时从题量、题型和难度３方面综

合考虑进行改革,题量尽可能饱满,使考生无暇顾及

左右;尽量减少或避免在客观上容易引起舞弊的单

项选择和判断题,使考生难以窥视他人的答案[２５];
命题突出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方面的考核,
增加区分度,这样从根本上解决考场上不诚信行为

的出现.

３　结语

针对甘肃农业大学草业科学专业“草类植物

种子学”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从教师的“教”、学
生的“学”和课程考核体系改革３方面入手,理论

教学重基础,实验教学重综合、重操作,开展案例

教学,开展综合性和探究性实验,鼓励批判性思考

和学习,激发了学生对草类植物种子学的兴趣,增
强了学生动手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了学生

的综合素质和实践创新能力.因改变了学习观念

和学习方式,更多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从“要我

学”转变为“我要学”.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使学

生被动接收转为主动学习,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

创新性不断增强,对培养高技能、高素质综合性人

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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