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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植物学课程属于一门专业课程,学生需要掌握丰富的专业知识。为了充分实现该门学科的教学

目标,教师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对思政元素进行有效融入,使得该门课程能够与课程思政进行密切结合,不

断优化教学模式,让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能够受到良好的思政教育,健全学生的道德、品德,以此

取得较好的德育教学目标,也能够让植物学课程具有特色。本文针对植物学课程阐述了课程思政与植物

学课程的融合模式,以此来创新教学模式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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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阶段来看,我国经济朝着多元

化方向发展,不少大学生会出现价值观

扭曲现象,这就使得思政教育命面临着

严峻挑战。为了充分发挥思想政治课程

教育作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各科教学均在教学过程中融入了课程思

政。对植物学课程进行教学时,教师在教

学方式方面要打破传统的局限性,将植

物学课程与思想政治课程进行有机结合,

使得植物学课程具有较强亲和力、针对

性。在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能够

进一步接受思想政治教育,以此健全学

生专业知识体系、职业素养、道德品质

等,使其朝着方向发展。 

1 植物学课程教学与课程思政

教育内容相融合 

1.1生 文明教育 

在植物学课程中,野外实习是重要

的教育阵地,教师可以以此开展生 文

明教育,在野外实习时间,教师应该与学

生积极交流,让学生进一步接触的环境、

观察植物,在此基础上对学生开展生

文明教育。比如说,在实习过程中,教师

可以指导学生调查天然林以及人工林的

植物种类,经过学生调查研究可以得知

人工林内植物种类相对少,这样可以强

化学生保护天然林的意识,充分认识到

珍稀濒危植物的严峻性。不仅如此,在野

外实习期间,教师也要学生主动收集不

可降解的垃圾,以此培养学生的生 文

明思想,使学生能够尊重自然,养成良好

的环境保护习惯,进而肩负自身的责任。 

1.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在植物学教学中,教师需要对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合理融入,培养学生

的爱国主义精神、创新精神等,使其成为

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人。在我国的古代

诗词中,蕴含了丰富了传统文化,不仅韵

律美、寓意美,其形式也多样化,得到了

人们的喜爱,其中,不少诗词描述了植物,

教师可以将其融入植物学课程教学中。

比如说,对“菊花”进行教学时,可以穿

插梅花方面诗词,这样可以使该课程更

具有思想性,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高效率完成植物学教学任务,培养学生

的综合素质。 

1.3理想信念教育 

在植物学课程教学中,教师要让学

生树立远大理想,立志肩负民族复兴的

责任。比如说,对“绪论”进行分析讲解

时,关于新中国成立后植物学所取得成

就可以列举第十九届国际植物学大会,

这样的国际性植物学大会一般会选取在

发达国家,选择在我国召开充分表明中

国的国际地位,我国的植物学研究也取

得了一定成就,并获得了国际同行的高

度关注,这样学生可以以我国植物学的

成就感到自豪,进而坚定理想和信念。 

1.4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 

在植物学教学中,教师要对学生的

核心价值观进行教育,不仅要传播正能

量,也要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方面加大

教育力度,使得学生可以发现生活中的

美,进而去创造美,以此引导学生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念。比如说：对“种子结构

与类型”进行教学时,教师可以向学生讲

解植物学家钟扬的人物事迹,虽然,他的

一生比较短暂,不过却取得了辉煌的成

就,在16年时间里不断奔赴野外,对青藏

高原的植物资源进行调查分析,收集了

4000万颗种子,全面填补了我国及世界

种质资源库,也让西藏种子走向了全世

界,并且,在上海种下了一片红树林,以

供后人观赏,对生 环境也作出了一定

贡献。经过学生学习著名学者的优秀品

质,学生也能够弥补自身不足,进而勇于

探索的植物学世界。 

1.5职业素养教育 

对植物学课程进行教学时,教学内

容需要与职业素养教育进行紧密结合,

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伦理道德等,引导

学生树立科学精神,进而形成工匠精神。

在具体教育时,教师应该对价值观同频

共振进行重点强调,使得学生可以在学

习植物学知识的基础上形成良好的品质,

锻炼意志,养成良好的品行等。比如说,

教师组织学生进行“植物学”实验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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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学生遵守实验室规则,对实验室仪

器设备进行维护,规范化操作等,这样可

以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1]。 

2 探索与“植物学”课程教学

相契合的课程思政教育途径 

2.1找到课程思政的切入点 

在植物学课堂中,进行课程思政教

育需要找准切入点,教师在讲解专业知

识,可以对德育内容进行融入,还要让学

生对教学内容产生学习的兴趣,既能够

掌握丰富专业知识,也能够取得较好的

思政教学效果。例如,对植物分类学家林

奈进行介绍时,教师可以向学生他在植

物分类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由此引出

用他名字命名的植物,即林奈木,在此基

础上,让学生学习林奈谦虚的优秀品质、

美德,也能让学生记住林奈木是世界

小的木本植物。 

2.2合理选取课程思政教育内容 

在现阶段来看,植物学课程的课时

设置相对紧张,为了满足课程思政教学

需求,教师需要对思政教育内容进行合

理选择,不能够影响专业知识的讲解,

要让思政教育内容体现出短小精悍的

特点,在文字方面需要引起学生的兴趣,

学生能够产生共鸣。比如说,对蔷薇科

梅花进行教学过程中,由于梅花属于十

大名花之一,有着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所以教师需要思政内容进行合理选取,

适当引入相关的诗词,这样既能够丰富

专业教学内容,也可以取得较好的思政

教学效果。 

2.3课程思政与植物学课程的自然

融合 

在课程思政的要求下,教师要在潜

移默化中对德育元素进行合理渗透,使

得植物学课程具有德育教育功能,教师

可以以植物学相关知识为载体,合理穿

插于思政知识,对与专业知识关的思政

因素进行深入挖掘,实现二者的有机结

合。比如说,对"叶的异形叶性"进行讲解

的过程中,教师可以以胡杨为例进行思

政教育,让学生了解胡杨的特点、胡杨的

精神,进而让学生向其学习,在生活和学

习中,即使遇到困难、挫折也能够健全面

对,与其进行抗争。经过这样,可以将专

业知识顺利引申到思政教学,授课方式

也能得到学生的认可[2]。 

3 基于课程思政构建高素质的

植物学教师队伍 

3.1提高教师的思想境界 

在植物学教学中,教师的思想境界

直接影响着咱们课程的教学成果,为了

使得植物学课程与各种实证相融合,教

师需要明确自身的政治立场,在实际教

学中能够具有大局意识,为学生什么正

能量。不仅如此,教师也需要对自身的职

业素养以及道德修养进行有效提升,教

学 度要严谨,能够对所有的学生进行

充分关心,公平对待所有的学生,力争成

为有理想、有信念、有道德、有人爱教

师,且掌握丰富的专业知识。 

3.2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作为植物学课程教师需要满足课程

师生教学需求,对自身教学水平进行不

断提升,首先需要对该门课程的相关知

识理论进行深入研究,能够做到融会贯

通；其次,教师也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合

理选取,创新自身的教学方法,使得教学

内容能够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在课堂

教学中组织学生进行讨论,积极应用信

息技术等,使得抽象的知识变得具体化,

并且还需要对学生进行启发,学生和教

师能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进而实现

满意的育人目标。 

3.3拓宽教师的知识面 

在植物学课程教学中,教师需要对

自身知识面进行不断丰富,能够准确找

到开展课程思政的切入点,使得植物学

课程能够融入有效的师生教学元素。比

如说：对豆科植物进行讲解时,教师可以

利用多媒体设备为学生播放鲁冰花这首

歌曲,并且让学生掌握鲁冰花属于豆科

植物的一种,经过这样的方式,不仅能够

活跃课堂氛围,也可以让学生集中精力

学习专业知识,有效培养了学生的学习

兴趣[3]。 

4 结语 

综上所述,对植物学课程进行教学

时,为了充分满足课程思政消费需求,教

师需要在课堂教学中围绕立德树人的目

标进行教学,合理选择教学内容,让学生

能够掌握丰富的专业知识,并且,对相关

课程设置内容进行有效融入,以此来帮

助学生提升职业素养。不仅如此,教师也

需要合理应用新的教学理念,准确找到

个课程思政的切入点,对教学内容进行

优化,使得课程师资能够与植物学课程

进行自然融合,以此来帮助学生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念,不过,教师也需要对自身

的教学水平、思想境界进行提升,不断丰

富自身知识面,在根本上实现教书育人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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