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 宁 医 学 院 学 报 棽棸棻椀 年 棿 月 第 棾椄 卷 第 棽 期

斾旓旈椇棻棸棶棾椆椂椆棷旉棶旈旙旙旑棶棻棸棸棸灢椆椃椂棸棶棽棸棻椀棶棸棽棶棸棻椀

基于椆棸后大学生学习观的药用植物学教学改革

付英杰棻暋王建安棻暋刘暋颖棽

棬棻 济 宁 医 学 院 药 学 院 棳山 东 日 照 棽椃椂椄棽椂椈棽 山 东 外 国 语 职 业 学 院 国 际 商 学 院 棳日 照 棽椃椂椄棽椂棭

暋暋摘暋要暋本文分析了椆棸后大学生新的学习观特点暎据此改变药用植物学的传统教学方法棳分别从作业模

式的调整暍自学能力的激发暍课件的充实优化暍实验课互动氛围的营造暍多样化评价方式椀个方面进行了尝试棳并

列举了相应实例棳观察了教学效果暎笔者认为教学方法上须依据不同时代的学生特点实时地改变教学策略暎

关键词暋椆棸后大学生椈学习观椈药用植物学椈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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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 当 前 大 学 生 主 体 椆棸 后 的 学 习 观 特 点 较 以 往

有 很 大 不 同 棳主 要 表 现 在 因 信 息 的 获 取 更 加 便 利 棳

使 学 生 接 受 新 事 物 的 能 力 更 强 棳个 人 知 识 储 备 更

丰 富 暎 而 暥药 用 植 物 学 暦课 程 内 容 更 新 较 少 棳知 识

点 多 而 碎 棳植 物 分 类 繁 杂 暎 为 完 成 教 学 任 务 棳多 数

教 师 选 择 填 鸭 式 教 学 棳即 便 采 用 新 的 教 学 方 法 和

手 段 也 多 流 于 形 式 棳难 以 激 起 大 学 生 的 兴 趣 暎 笔

者 基 于 椆棸 后 大 学 生 的 学 习 观 棳对 该 课 程 教 学 方 法

的 改 革 及 其 教 学 效 果 作 一 探 讨 暎

棻暋椆棸后大学生学习观的特点

学 习 观 是 大 学 生 对 学 习 认 识 的 集 中 表 现 棳是

大 学 生 进 行 学 习 活 动 的 指 导 思 想 椲棻椵暎 参 考 相 关 文

献 棳笔 者 在 工 作 中 总 结 椆棸 后 大 学 生 学 习 观 特 点 如

下 暎棻棭个 性 活 泼 而 突 出 暋椆棸 后 大 学 生 人 际 交 往 能

力 强 椈具 有 开 阔 的 视 野 棳大 多 多 才 多 艺 棳平 时 乐 于

参 与 社 会 实 践 活 动 椲棽椵椈喜 欢 活 泼 的 课 堂 气 氛 暎棽棭自

主 学 习 能 力 不 足 暋 多 习 惯 于 中 学 时 期 的 被 动 式 学

习 棳难 以 适 应 大 学 的 自 主 性 学 习 椲棾椵暎棾棭乐 于 接 受 新

知 识 暋 对 教 师 要 求 更 高 棳不 盲 从 于 单 纯 的 教 材 内

容 暎棿棭受 网 络 和 动 漫 影 响 暋椆棸 后 大 学 生 更 依 赖 网

络 暎 因 此 教 师 更 易 通 过 案 例 引 导 学 生 在 网 络 上 进

行 自 主 探 究 性 学 习 椲棿椵椈而 含 有 大 量 图 片 暍示 意 图 暍动

画 暍典 型 案 例 的 课 件 更 符 合 其 受 动 漫 文 化 影 响 的

特 点 暎椀棭与 教 师 互 动 交 流 频 繁 暋 由 于 网 络 手 机 的

普 及 棳椆棸 后 大 学 生 乐 于 上 线 与 教 师 互 动 交 流 暎 交

流 的 内 容 包 罗 万 象 棳打 破 了 师 生 之 间 只 谈 专 业 知

识 的 传 统 暎椂棭认 可 多 样 化 评 价 方 式 暋 随 着 教 育 评

价 方 式 的 改 革 棳除 传 统 期 末 考 试 外 棳彰 显 个 人 能 力

的 测 试 棳如 口 试 暍提 问 暍探 索 性 实 验 报 告 等 新 的 评

椆棽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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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方 式 得 到 了 椆棸 后 大 学 生 的 认 可 暎

棽暋教学方法改革

棽棶棻暋彰显个性棳调整作业模式

椆棸 后 大 学 生 个 性 活 泼 而 突 出 棳多 才 多 艺 棳拥 有

个 人 的 兴 趣 爱 好 棳笔 者 尝 试 布 置 无 固 定 答 案 暍能 够

彰 显 个 性 的 作 业 暎 例 如 棳唇 形 科 一 节 涵 盖 植 物 及

特 征 较 多 棳传 统 列 举 教 学 法 不 易 记 忆 暎 根 据 该 科

特 征 明 显 棳易 于 鉴 别 的 特 点 将 课 后 作 业 布 置 为 椇

暟以 唇 形 科 为 关 键 词 棳以 任 何 形 式 暍任 意 角 度 来 表

现 它 们 的 特 征 暠棳教 师 给 出 了 几 个 提 示 棳如 论 文 报

告 暍拍 摄 图 片 暍制 作 网 页 等 暎 结 果 超 出 预 期 椇除 论

文 报 告 外 棳还 有 植 物 标 本 表 暍黏 土 实 体 模 型 暍棾斈斢

斖斄斬 虚 拟 模 型 暍斊旍斸旙旇 动 画 棳甚 至 还 有 十 字 绣 暍微

电 影 暍医 案 暍服 装 设 计 暍电 脑 文 字 游 戏 等 形 式 暎 所

有 形 式 都 将 唇 形 科 的 暟茎 四 棱 暍叶 对 生 暍唇 形 花 冠 暍

小 坚 果 暠等 特 征 表 现 了 出 来 棳部 分 实 体 模 型 中 还 加

入 了 薄 荷 脑 以 凸 显 暟香 气 暠特 征 棳充 分 体 现 了 椆棸 后

大 学 生 的 创 造 能 力 及 个 性 意 识 暎 自 由 度 大 的 题 目

不 失 为 对 椆棸 后 大 学 生 行 之 有 效 的 作 业 类 型 暎

棽棶棽暋授人以渔棳激发自学潜能

由 于 学 生 自 主 学 习 能 力 普 遍 不 足 棳因 此 激 发

自 学 潜 能 较 单 纯 传 授 知 识 更 为 重 要 棳正 所 谓 暟授 人

以 渔 暠暎 例 如 笔 者 在 讲 授 植 物 分 类 部 分 时 棳特 别 强

调 检 索 表 的 使 用 方 法 暎 将 校 园 周 边 若 干 开 花 植 物

棬白 花 蔷 薇 暍鸢 尾 暍丹 参 暍槐 暍锦 带 花 等 椀 个 科 共 椆 种

植 物 棭带 入 课 堂 棳要 求 学 生 按 照 被 子 植 物 检 索 表 进

行 植 物 分 类 棳至 少 分 类 到 科 棳最 后 由 教 师 总 结 各 科

特 征 暎 结 果 发 现 多 数 学 生 均 能 正 确 分 类 暎 在 该 过

程 中 棳学 生 不 但 学 会 了 检 索 表 的 使 用 棳同 时 掌 握 了

各 科 特 征 暎 与 讲 述 法 相 比 棳教 学 效 果 大 幅 提 高 暎

课 后 棳学 生 对 路 边 植 物 也 逐 渐 产 生 兴 趣 棳并 边 观 察

边 使 用 检 索 表 查 询 暎 表 明 学 生 在 学 会 使 用 检 索 表

技 能 后 棳提 高 了 自 主 学 习 能 力 棳并 将 所 学 知 识 应 用

到 了 生 活 实 践 当 中 暎

再 如 棳植 物 分 类 学 第 一 次 课 棳笔 者 要 求 学 生 每

次 课 后 按 照 表 棻 对 课 上 所 学 进 行 各 科 特 征 的 整 理 棳

这 项 作 业 一 直 持 续 到 植 物 分 类 学 结 束 棳需 棽 个 月 时

间 完 成 暎椆棸棩 以 上 的 学 生 都 能 完 成 这 张 大 型 表 格

的 填 写 暎 作 业 结 束 后 棳教 师 总 结 暟表 格 比 较 暠这 一

学 习 方 法 棳使 学 生 不 仅 对 植 物 分 类 一 目 了 然 棳检 索

表 的 使 用 也 能 更 加 自 如 暎 更 可 贵 的 是 棳该 学 习 方

法 也 可 应 用 于 其 他 课 程 中 暎

表棻暋 各科特征一览表

科 根及茎 叶 花序 花程式 果实 胎座 特殊 成分 代表植物

桑科

蓼科

暛

兰科

棽棶棾暋旁征博引棳充实优化课件

多 媒 体 课 件 是 当 今 教 师 的 主 要 教 学 手 段 棳课

件 的 制 作 水 平 直 接 影 响 到 课 程 质 量 暎 在 经 过 反 复

研 究 之 后 棳笔 者 认 为 课 件 的 优 化 可 侧 重 如 下 几 点 椇

棻棭充 实 拓 展 内 容 暋 笔 者 在 拓 展 部 分 加 入 了 代 表 植

物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应 用 棳除 药 用 价 值 外 棳在 食 品 暍

化 工 暍化 妆 品 暍辅 料 暍染 料 的 应 用 也 适 当 提 及 棳使 学

生 的 思 路 得 到 了 拓 展 暎 经 探 索 棳每 个 科 的 拓 展 内

容 大 约 在 棾暙棿 张 幻 灯 片 为 宜 暎棽棭增 加 典 型 案 例 暋

难 记 忆 的 理 解 性 内 容 棳可 利 用 本 学 科 与 生 活 密 切

联 系 的 特 点 棳举 生 活 案 例 以 使 其 浅 显 易 懂 暎 如 伞

形 科 教 学 中 棳以 芹 菜 为 案 例 棳可 使 学 生 轻 松 地 将

暟茎 常 中 空 有 侧 棱 暍叶 柄 基 部 成 鞘 状 暍含 挥 发 油 棳有

香 气 暠等 特 点 归 纳 出 来 暎棾棭优 化 课 件 结 构 暋 笔 者

在 不 同 的 班 级 分 别 对 课 程 重 点 内 容 试 验 了 暟图 片

棲 关 键 词 暠暍暟纯 文 字 暠暍暟纯 图 片 暠暍暟纯 动 画 暠暍暟动 画

棲 文 字 暠等 方 式 棳发 现 暟图 片 棲 关 键 词 暠组 学 生 的 记

忆 最 为 深 刻 暎暟纯 文 字 暠组 枯 燥 乏 味 棳难 以 记 忆 椈

暟动 画 棲 文 字 暠组 学 生 反 映 新 鲜 有 趣 棳但 分 散 了 学

生 的 注 意 力 椈暟纯 图 片 动 画 暠组 对 教 师 要 求 高 棳但 缺

乏 文 字 信 息 刺 激 棳教 学 效 果 也 较 差 暎

棽棶棿暋因势利导棳营造互动情境

实 验 课 是 教 师 与 学 生 直 接 交 流 的 环 节 棳把 握

该 环 节 可 有 效 拉 近 与 学 生 的 距 离 暎 因 此 棳课 堂 互

动 气 氛 就 尤 为 重 要 暎

如 暥茎 的 构 造 暦一 节 棳笔 者 根 据 学 生 参 与 意 识

强 的 特 点 棳将 班 分 为 棿 个 组 棳每 组 分 发 棻 种 类 型 的

茎 切 片 棬双 子 叶 木 质 茎 暍草 质 茎 及 根 茎 棳单 子 叶

茎 棭棳引 导 学 生 在 观 察 的 同 时 棳将 详 图 绘 制 到 黑 板

上 并 加 以 标 注 棳组 内 成 员 可 任 意 修 改 本 组 绘 图 棳限

时 过 后 棳任 何 人 均 可 对 绘 图 从 细 胞 形 状 暍大 小 暍部

位 的 比 例 及 标 注 进 行 评 论 棳最 后 由 教 师 指 正 暎 课

上 学 生 积 极 性 很 高 棳互 动 交 流 气 氛 浓 厚 椈课 后 学 生

不 仅 认 真 对 待 评 论 棳对 评 定 成 绩 也 非 常 认 可 棳并 且

潜 移 默 化 地 增 强 了 团 队 协 作 意 识 暎

再 如 棳椆棸 后 大 学 生 钟 爱 数 码 产 品 暎 笔 者 因 势

利 导 地 鼓 励 学 生 使 用 手 机 对 实 验 棬下转第棻棾棾页棭

棸棾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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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暍客 观 评 价 等 方 式 进 行 考 核 和 评 价 椲椃椵棳而 如 何 制

订 一 种 高 效 的 评 价 体 系 是 值 得 思 考 的 问 题 暎 在 本

文 当 中 棳我 们 也 制 订 了 课 程 评 价 方 案 棳设 计 了 学 生

成 绩 评 估 表 棳力 在 探 索 一 种 适 合 以 病 例 为 基 础 的

暟三 明 治 暠教 学 法 的 行 之 有 效 的 教 学 评 价 方 式 暎

实 践 证 明 棳暟三 明 治 暠教 学 法 作 为 一 种 全 新 的

教 学 方 法 棳将 其 整 合 到 病 理 学 实 验 教 学 中 棳最 大 限

度 地 发 挥 其 教 学 优 势 棳能 够 确 立 学 生 课 堂 的 主 体

地 位 暍提 高 学 生 自 主 学 习 积 极 性 椈能 活 跃 课 堂 氛

围 暍提 高 团 队 意 识 椈能 培 养 学 生 分 析 问 题 暍解 决 问

题 的 能 力 椈能 培 养 学 生 语 言 表 达 能 力 和 沟 通 能 力 椈

另 外 棳对 于 提 高 教 师 素 质 暍促 进 教 学 相 长 以 及 促 进

教 学 评 估 体 系 的 发 展 都 有 重 要 的 推 动 作 用 棳是 一

种 值 得 推 广 的 教 学 方 法 暎 该 教 学 法 的 推 广 实 施 将

为 提 高 教 学 质 量 棳培 养 创 新 型 暍实 用 型 的 医 学 人 才

奠 定 基 础 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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棬上接第棻棾棸页棭课 上 的 任 意 内 容 进 行 拍 摄 暎 如 显

微 镜 下 的 微 观 世 界 暍黑 板 上 的 学 生 作 品 棳随 处 所 见

的 植 物 等 暎 然 后 使 用 实 验 室 数 码 互 动 系 统 将 拍 摄

照 片 上 传 至 班 级 群 棳根 据 群 评 论 情 况 择 优 录 用 到

精 品 课 程 及 自 编 教 材 中 棳显 著 提 升 了 学 生 上 实 验

课 的 兴 趣 和 积 极 性 暎 此 外 棳在 评 论 时 棳教 师 还 可 以

对 学 生 增 加 关 注 和 赞 许 棳同 时 渗 透 传 播 正 确 的 人

生 理 念 椲椀椵棳使 课 堂 内 容 得 到 延 伸 暎

棽棶椀暋多管齐下棳实行灵活评价

暥药 用 植 物 学 暦有 其 自 身 的 特 点 棳传 统 期 末 考

试 难 以 全 面 体 现 学 生 对 知 识 的 掌 握 情 况 暎 笔 者 尝

试 设 计 了 如 下 考 试 形 式 椇棻棭作 业 成 绩 暋 布 置 开 放

性 课 后 作 业 棳引 导 学 生 多 去 图 书 馆 暎 如 暟设 计 一 种

与 十 字 花 科 相 关 的 产 品 暠暎 有 的 学 生 发 现 十 字 花

科 植 物 多 具 防 癌 功 效 棳设 计 了 西 兰 花 茶 包 暎 其 知

识 涉 及 药 剂 学 暍中 药 化 学 等 课 程 的 内 容 棳无 形 中 做

到 了 学 科 交 叉 暎棽棭实 验 成 绩 暋 包 括 实 验 报 告 和 数

码 作 品 暎 实 验 报 告 主 要 是 评 价 学 生 的 理 论 知 识 和

规 范 作 图 技 能 暎 对 于 学 生 上 传 的 作 品 棳如 能 用 正

确 的 中 英 文 名 称 进 行 标 注 棳则 可 获 得 额 外 成 绩 奖

励 棳显 著 增 强 了 学 生 对 英 文 及 图 示 的 关 注 程 度 暎

棾棭期 末 成 绩 暋 试 卷 不 仅 仅 是 检 验 知 识 的 熟 练 程

度 棳更 重 要 的 是 考 察 学 生 的 实 际 应 用 能 力 暎 因 此

笔 者 在 传 统 题 目 基 础 上 棳增 加 了 图 形 题 暎 如 给 出

一 种 叶 子 的 图 形 棳要 求 辨 认 单 叶 暍复 叶 暍分 裂 情 况 棳

比 问 答 题 暟小 枝 单 叶 与 复 叶 暍复 叶 与 全 裂 叶 的 区

别 暠这 种 检 验 形 式 效 果 更 佳 椈再 如 椇暟依 据 一 朵 花 的

图 形 写 出 花 程 式 暠暍暟修 改 一 张 错 误 的 简 图 暠等 有 深

度 的 综 合 性 题 目 暎 学 生 反 映 试 卷 不 仅 有 新 意 棳而

且 印 象 深 刻 暎

棾暋小结

建 构 主 义 理 论 认 为 棳学 习 方 法 和 自 主 学 习 能

力 培 养 是 教 学 的 最 终 目 的 椲椂椵暎 因 此 棳大 学 教 师 可 通

过 把 握 学 生 的 学 习 观 特 点 棳利 用 新 时 期 大 学 校 园

提 倡 的 自 由 学 术 气 氛 棳以 学 生 作 为 主 体 棳对 其 进 行

暟引 导 暠棳充 分 调 动 学 生 的 积 极 性 和 主 观 能 动 性 椈还

应 依 据 不 同 时 代 的 学 生 特 点 实 时 地 改 变 教 学 策

略 棳与 学 生 一 同 暟成 长 暠棳密 切 地 进 行 互 动 交 流 棳以

真 正 做 到 教 学 相 长 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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