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学实验》课程教学大纲 

Botanical Experiment 

 

 

课程类别 专业核心课程 课程编号： 1020110B 

适用专业 生物科学 先修课程： 植物学 

总 学 时 39 学    分： 1 

讲    授 0 实    践： 39 

 

一、课程性质与任务 

（一）课程性质 

植物学实验是四年制生物科学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作为研究植物形态结构、

功能及分类和鉴定的一门学科，具有较强的实践性。本课程以习近平教育思想为指导，担负

着巩固植物学知识、训练学生基本操作技能、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任务，为后续植物生理

学、生态学等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是学生今后从事中学生物教学工作、开展植物学研究所

必经的培养环节。  

（二）课程任务 

通过本课程的实验（思政）教学使学生具备以下知识和能力： 

1. 掌握植物学实验的基本原理、步骤和方法，熟练操作光学显微镜，制作临时切片，

绘制植物显微图；了解植物主要科属特征，能够查阅植物标本工具书或电子资源鉴别常见植

物种类。 

2. 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良好的实验习惯，能够正确观察、记录、分析、总结、

归纳实验现象，合理处理试验数据，规范撰写实验报告，查阅文献资料；具备利用植物学实

验原理与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 具有科学的思维方式，能够设计、改进植物学实验；能够对实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反思，具备生物教学与研究的能力。 

4. 参与实验协作与讨论，培养学生团队意识与团队精神，并提高其沟通合作与共同解

决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通过植物学实验教学，使学生掌握植物学实验的基本原理、方法、操作技

能和生物绘图技术，能够区分植物不同组织的形态与结构，鉴别常见的植物种类。（支撑毕

业要求指标点 3.1） 

课程目标 2：通过植物学实验讲解与演示，使学生具备求真务实的实验态度和严谨的实

验操作能力，掌握植物发育规律，能够利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生命现象与实际问题，更好

地为教育教学、生产实践服务。（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3.2） 

课程目标 3：通过植物学实验教学，激发学生探索与求知的欲望，使学生具备主动学习

和探究性学习的能力，能够根据要求进行植物学实验方案的设计与实施，能够分析实验中存

在的问题并进行反思，具有生物教学与研究能力。（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7.2） 

课程目标 4：通过设置实验协作与讨论小组，使学生具有良好的团队精神和团队协作能

力，能够以小组为单元完成各项实验内容。（支撑毕业要求指标点 8.1） 

三、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对应关系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学科素养

（H） 

3.1 [学科基础] 具有系统扎实的生物科学理论基础知识及基

本技能，熟悉生物专业知识体系和架构，能综合运用生物学科

知识和技能解释生命现象，科学地解决生活实际问题，服务社

会。 

课程目标 2 
学科素养

（H） 

3.2 [知识整合] 关注生物学科发展前沿，掌握生物学科的思

维和方法，了解生物科学与数学,化学,物理等学科之间的关

联，具有环境保护与生态优先意识。 

课程目标 3 
学会反思

（M） 

7.2 [反思创新] 系统进行批判性思维方法和反思技能的训练，

学会独立思考，掌握基本的反思方法与技能，创新性地解决专

业学习及中学生物教育教学等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具有积

极的教学反思体验。 

课程目标 4 
沟通合作

（H） 

8.1 [团队协作] 理解学习共同体在中学生物教育教学工作中

的重要作用，明白团队至上、互敬互助的道理，具备团队合作

意识，掌握团队协作的相关知识与技能，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

精神。 

 

 

 



 

四、课程目标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对应关系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教学方法 学时 类型 要求 
支撑 

课程目标 

1 
显微镜的使用与

生物绘图 

 讲授法、 

 讨论法、 

演示法 

2 验证性 必做 课程目标 1、3、4 

2 
植物细胞的结构

观察 

 讲授法、 

 讨论法、 

演示法 

2 验证性 必做 课程目标 1、2、3、4 

3 
植物各组织的观

察 

讲授法、 

 讨论法、 

演示法 

4 综合性 必做 课程目标 1、2、3、4 

4 种子的结构观察 

讲授法、 

 讨论法、 

演示法 

2 验证性 必做 课程目标 1、2、3、4 

5 
根的初生结构和

次生结构观察 

讲授法、 

 讨论法、 

演示法 

4 综合性 必做 课程目标 1、2、3、4 

6 
茎的初生结构和

次生结构观察 

 讲授法、 

  讨论法、 

演示法 

4 综合性 必做 课程目标 1、2、3、4 

7 
叶的形态和结构

观察 

 讲授法、 

 讨论法、 

演示法 

4 综合性 必做 课程目标 1、2、3、4 

8 花的结构观察 

 讲授法、 

 讨论法、 

演示法 

2 验证性 必做 课程目标 1、2、3、4 

9 
营养器官的变态

及果实类型 

讲授法、 

 讨论法、 

演示法 

2 验证性 选做 课程目标 1、2、3、4 

10 藻类植物观察 

 讲授法、 

 讨论法、 

演示法 

2 验证性 必做 课程目标 1、2、3、4 

11 
菌类和地衣植物

观察 

 讲授法、 

 讨论法、 

演示法 

4 综合性 必做 课程目标 1、2、3、4 

12 
苔藓植物和蕨类

植物的观察 

 讲授法、 

 讨论法、 

演示法 

4 验证性 必做 课程目标 1、2、3、4 

13 裸子植物观察 

 讲授法、 

 讨论法、 

演示法 

2 验证性 必做 课程目标 1、2、3、4 



 

序号 实验项目名称 教学方法 学时 类型 要求 
支撑 

课程目标 

14 
校园被子植物 

调查 

 讲授法、 

 讨论法、 
4 综合性 必做 课程目标 2、3、4 

15 
植物标本的采集

与制作 

 讲授法、 

 讨论法、 

演示法 

4 综合性 选做 课程目标 2、3、4 

 

学习内容： 

实验 1. 显微镜的使用与生物绘图 

实验目的：了解和掌握显微镜的构造和成像原理及使用方法；掌握显微镜操作要领，初

步练习生物绘图。 

实验原理：显微镜和放大镜起着同样的作用，就是把近处的微小物体成一放大的像，以

供人眼观察。显微镜的结构由：光学部分和机械部分组成，放大倍数=物镜倍数×目镜倍数。 

实验仪器：显微镜。 

实验安排：回顾上周实验；讲授本周实验的目的要求、原理、步骤及注意事项等；学生

按要求规范操作，教师随时指导；通过中国大学慕课相关内容加深巩固；作业及答疑。 

实验场所：显微互动实验室。 

实验报告要求：简述实验原理并手绘所观察到得到显微图，记录实验步骤；写出实验的

注意事项，认真完成布置的思考题。 

实验 2. 植物细胞的结构观察 

实验目的：掌握光学显微镜下植物细胞的基本结构；初步掌握临时水装片的制作方法。 

实验原理：植物细胞一般很小，高等植物中，其直径通常为 10-100μm。 植物细胞的形

态多种多样，常见的有圆形、椭圆形、多面体、圆柱状和纺锤状。通过染色我们可以借助显

微镜观察到植物的细胞壁、细胞核和液泡等。 

实验仪器：显微镜。 

实验安排：回顾上周实验；讲授本周实验的目的要求、原理、步骤及注意事项等；学生

按要求规范操作，教师随时指导；通过中国大学慕课相关内容加深巩固；作业及答疑。 

实验场所：显微互动实验室。 

实验报告要求：内容包括实验题目、目的、原理、仪器及材料、方法和步骤、结果记录、

注意事项及思考题。尤其需认真绘制所观察的植物组织的图片，并表明各部分发结构名称。                 



 

实验 3. 植物各组织的观察 

实验目的：了解植物组织的类型；掌握各类组织的结构特征、功能及其在植物体内的分

布；掌握保护、机械、薄壁、输导和机械组织的细胞形态和结构特征，能够辨认各种植物组

织。 

实验原理：植物组织由来源相同和执行同一功能的一种或多种类型细胞集合而成的结构

单位。植物组织包括五大基本组织(保护组织、输导组织、营养组织、机械组织和分生组织)。 

实验仪器：显微镜。 

实验安排：回顾上周实验；讲授本周实验的目的要求、原理、步骤及注意事项等；学生

按要求规范操作，教师随时指导；通过中国大学慕课相关内容加深巩固；作业及答疑。 

实验场所：显微互动实验室。 

实验报告要求：内容包括实验题目、目的、原理、仪器及材料、方法和步骤、结果记录、

注意事项及思考题。尤其需认真绘制所观察的植物组织的图片，并表明各部分发结构名称。 

实验 4. 种子的结构观察 

实验目的：掌握不同类型种子的形态和结构；观察了解种子的萌发过程；学会用简单的

显微化学方法鉴定植物细胞的贮藏物质。 

实验原理：种子由种皮、胚和胚乳组成。双子叶植物的种子大部分是无胚乳种子，单子

叶植物的种子大部分是有胚乳种子。胚由胚芽、胚根、胚轴和子叶组成。 

实验仪器：显微镜。 

实验安排：回顾上周实验；讲授本周实验的目的要求、原理、步骤及注意事项等；学生

按要求规范操作，教师随时指导；通过中国大学慕课相关内容加深巩固；作业及答疑。 

实验场所：显微互动实验室。 

实验报告要求：内容包括实验题目、目的、原理、仪器及材料、方法和步骤、结果记录、

注意事项及思考题。尤其需认真绘制所观察的种子结构的图片，并表明各部分发结构名称。 

实验 5. 根的初生结构和次生结构观察 

实验目的：掌握根尖的形态、分区及各区细胞特征；详细观察根的初生结构，掌握各部

分结构的特点；了解侧根的形成。掌握根的维管形成层和木栓形成层的发生及其次生结构，

了解根的变态类型及根瘤。 

实验原理：根尖由根冠、分生区、伸长区和成熟区组成；双子叶植物根的初生结构从外

向内由：表皮、皮层（包括：外皮层、中皮层和内皮层）、维管柱（包括：中柱鞘、初生木



 

质部、初生韧皮部）组成；单子叶植物根的初生结构从外向内由：表皮、皮层（包括：外皮

层、中皮层和内皮层）、维管柱（由：中柱鞘、初生木质部和初生韧皮部组成）与髓组成。

侧根是由中柱鞘细胞脱分化形成的。双子叶植物根的次生结构由：周皮（包括：木栓层、木

栓形成层和栓内层）和次生维管组织（包括：次生木质部、次生韧皮部、维管形成层和维管

射线）组成。 

实验仪器：显微镜。 

实验安排：回顾上周实验；讲授本周实验的目的要求、原理、步骤及注意事项等；学生

按要求规范操作，教师随时指导；通过中国大学慕课相关内容加深巩固；作业及答疑。 

实验场所：显微互动实验室。 

实验报告要求：内容包括实验题目、目的、原理、仪器及材料、方法和步骤、结果记录、

注意事项及思考题。尤其需认真绘制所观察的植物根的根尖、初生结构及次生结构的图片，

并表明各部分发结构名称。 

实验 6. 茎的初生结构和次生结构观察 

实验目的：了解茎与芽的形态和类型；观察茎尖的结构；了解茎的分枝类型及分蘖；掌

握茎的初生结构和次生结构；了解茎的三切面的结构特点。 

实验原理：茎尖由分生区、伸长区和成熟区组成；双子叶植物茎的初生结构：表皮、皮

层、维管柱（维管束，其包括初生韧皮部、形成层和初生木质部）、髓射线与髓组成，单子

叶植物茎的初生结构：表皮、基本组织、维管束（其包括维管束鞘）、初生韧皮部（主要筛

管和伴胞）与初生木质部（大的孔纹导管、导管和管胞）组成。双子叶植物茎的次生结构由：

周皮（包括：木栓层、木栓形成层和栓内层）和次生维管组织（包括：次生木质部、次生韧

皮部、维管形成层和维管射线）组成。 

实验仪器：显微镜。 

实验安排：回顾上周实验；讲授本周实验的目的要求、原理、步骤及注意事项等；学生

按要求规范操作，教师随时指导；通过中国大学慕课相关内容加深巩固；作业及答疑。 

实验场所：显微互动实验室。 

实验报告要求：内容包括实验题目、目的、原理、仪器及材料、方法和步骤、结果记录、

注意事项及思考题。尤其需认真绘制所观察的植物茎尖、茎的初生结构及次生结构的图片，

并表明各部分发结构名称。 

实验 7. 叶的形态和结构观察 



 

实验目的：观察了解一般叶和变态叶的形态特征，掌握双子叶植物叶、单子叶植物叶和

松针叶的结构特点，了解叶的结构对不同生态环境的适应性。 

实验原理： 双子叶植物的叶片由表皮、叶肉（包括：海绵组织和栅栏组织）、叶脉（包

括：机械组织和维管束）组成；裸子植物叶的结构：表皮、下皮层、叶肉、维管束（包括：

木质部和韧皮部）与内皮层组成。单子叶植物的叶片由：表皮、叶肉（没有分化）和叶脉组

成。 

实验仪器：显微镜。 

实验安排：回顾上周实验；讲授本周实验的目的要求、原理、步骤及注意事项等；学生

按要求规范操作，教师随时指导；通过中国大学慕课相关内容加深巩固；作业及答疑。 

实验场所：显微互动实验室。 

实验报告要求：内容包括实验题目、目的、原理、仪器及材料、方法和步骤、结果记录、

注意事项及思考题。尤其需认真绘制所观察的双子叶植物和单子叶植物叶初生结构的图片，

并表明各部分发结构名称。 

实验 8. 花的结构观察 

实验目的：了解被子植物花的外部形态和组成；掌握花药、子房和胚珠的结构。学习使

用花程式和花图式表示花的结构。 

实验原理：花是具有繁殖功能的变态短枝。花的组成包括：花柄、花托、花萼、花冠、

雄蕊群和雌蕊群。雄蕊群：一朵花中雄蕊的总称；雄蕊由花药和花丝组成。雌蕊群：一朵花

中雌蕊总称。雌蕊的组成：柱头、花柱和子房。 

成熟花药的解剖结构：表皮、纤维层、中层（已退化）、绒毡层（已退化）和花粉粒。 

子房的结构：子房壁、子房室和胚珠。 

胚珠结构：珠柄、珠被、珠心、珠孔、珠脊、合点和胚囊（由 3 个反足细胞、1 中央极

核、2 个助细胞、1 个卵细胞组成）组成。    

花程式就是用数字和字母来表示花的组成与结构；花图式是用花的横切面的简图表示各

部关系。 

实验仪器：显微镜。 

实验安排：回顾上周实验；讲授本周实验的目的要求、原理、步骤及注意事项等；学生

按要求规范操作，教师随时指导；通过中国大学慕课相关内容加深巩固；作业及答疑。 

实验场所：显微互动实验室。 



 

实验报告要求：内容包括实验题目、目的、原理、仪器及材料、方法和步骤、结果记录、

注意事项及思考题。尤其需认真绘制所观察的百合花药和子囊的图片，并表明各部分发结构

名称。 

实验 9. 营养器官的变态和果实的类型 

实验目的：观察并掌握根、茎、叶各种变态器官的形态与结构；掌握果实主要类型的特

征。 

实验原理： 有些植物的营养器官为适应不同的环境、行使特殊的生理功能，其形态结

构相应发生变异，经若干世代后，变异愈加明显而稳定，成为该种植物的遗传特性，这种现

象称为变态。营养器官的变态包括：根的变态、茎的变态和叶的变态。其中，一、根的变态

分为：（一）贮藏根：（二）气生根（三）寄生根——高等寄生植物的不定根，如菟丝子的根

能进入寄主组织内吸收养分和水分。二、茎的变态分为：（一）根状茎：横生于土壤中或近

地面，有明显的节、鳞片、腋芽等茎的特征，根状茎上可长出不定根，故具贮藏吸收和繁殖

的功能，如竹鞭。（二）贮藏茎 1.块茎——马铃薯 2.鳞茎——洋葱 3.球茎——荸荠 4.肉质茎

——球茎甘兰、仙人掌（三）茎卷须——如南瓜、葡萄（四）茎剌——如山楂、柑桔（月季

茎上剌分布无规则；为茎表皮形成，称皮剌）（五）叶状茎——仙人掌、竹节蓼。三、叶的

变态（一）苞片和总苞——花和花序下的变态叶，保护和吸引作用如一品红、玉米（二）鳞

叶——包括芽鳞和茎鳞，保护作用。包被木本植物越冬芽，地下茎节，鳞茎。（三）叶卷须

——由托叶、叶轴变态形成，用于攀缘。如豌豆顶端小叶。（四）叶剌——保护作用，小檗

（托叶）、仙人掌。果实的类型（按果实的来源）分为：真果：单纯由子房发育而成的果实。

果皮由子房壁发育而成，通常分为外果皮、中果皮、内果皮三层，多数植物的果实是真果，

如梅、桃、李等。假果：除子房外，还有花的其他部分参与果实的形成和发育，如花托或花

管参与，甚至花序轴也参与果实的形成，如梨、苹果、瓜类、无花果和凤梨（菠萝）等。 

实验仪器：显微镜。 

实验安排：回顾上周实验；讲授本周实验的目的要求、原理、步骤及注意事项等；学生

按要求规范操作，教师随时指导；通过中国大学慕课相关内容加深巩固；作业及答疑。 

实验场所：显微互动实验室。 

实验报告要求：内容包括实验题目、目的、原理、仪器及材料、方法和步骤、结果记录、

注意事项及思考题。 

实验 10. 藻类植物观察 



 

实验目的：掌握蓝藻、绿藻、红藻与褐藻等藻类植物的主要特征；了解藻类的生活习性

和繁殖方式。 

实验原理：藻类植物是一群低等的光合自养的生物，它们没有根茎叶分化；生殖器官为

单细胞，少数为多细胞；合子不发育成胚。藻类植物的光合色素比高等植物丰富，有叶绿素

类、胡萝卜素类、叶黄素类和藻胆素，不同的藻类各有差异；载色体的形态也比高等植物多

样化。藻类植物繁殖方式有营养繁殖、无性生殖和有性生殖；有性生殖有同配生殖、异配生

殖、卵式生殖以及接合生殖。藻类生活史类型丰富，有的无核相交替，有的具有核相交替，

根据减数分裂发生的时期不同可分为合子减数分裂、配子减数分裂和孢子减数分裂三种类

型。藻类植物是一群没有根、茎、叶分化的，能进行光合作用的低等自养植物。藻类植物的

形态结构差异很大，从体型上看，小的只有几微米，必须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而大的体长

可达 60m。 

实验仪器：显微镜。 

实验安排：回顾上周实验；讲授本周实验的目的要求、原理、步骤及注意事项等；学生

按要求规范操作，教师随时指导；通过中国大学慕课相关内容加深巩固；作业及答疑。 

实验场所：显微互动实验室。 

实验报告要求：内容包括实验题目、目的、原理、仪器及材料、方法和步骤、结果记录、

注意事项及思考题。尤其需认真绘制所观察的藻类植物的图片，并表明各部分发结构名称。 

实验 11. 菌类和地衣植物观察 

实验目的：掌握菌类和地衣的形态结构特征；了解真菌的生活习性和繁殖方式。掌握子

囊菌和担子菌等类群的区别特征。 

实验原理：菌类是一类不含光合色素的低等植物的统称，包括细菌门、粘菌门、和真菌

门。地衣是藻类和真菌共同生活而成的共生体，其在形态、结构、生理和遗传各方面都形成

一个单独的固定有机体，构成地衣的真菌主要为子囊菌，也有其它的如担子菌等；藻类有蓝

藻和绿藻。地衣（同层地衣和异层地衣）的基本构造：上皮层和下皮层（由菌丝交织而成）

（上皮层因含大量色素，而使地衣体呈现各种颜色）、藻胞层（位于上皮层之下）与髓层。 

实验仪器：显微镜。 

实验安排：回顾上周实验；讲授本周实验的目的要求、原理、步骤及注意事项等；学生

按要求规范操作，教师随时指导；通过中国大学慕课相关内容加深巩固；作业及答疑。 

实验场所：显微互动实验室。 



 

实验报告要求：内容包括实验题目、目的、原理、仪器及材料、方法和步骤、结果记录、

注意事项及思考题。尤其需认真绘制所观察的菌类和地衣植物的图片，并表明各部分发结构

名称。 

实验 12. 苔藓植物和蕨类植物的观察 

实验目的：掌握苔藓和蕨类植物的形态结构特征；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性和繁殖方式及生

活史特点。了解苔藓植物、蕨类植物各包含的主要类群及基本特征，识别常见种类。 

实验原理：苔藓植物是一类孢子体生长于配子体上的高等植物。苔藓植物的配子体为形

态构造简单的小型多细胞绿色高等植物；孢子体分化为基足、蒴柄和孢蒴，不能独立生活；

苔藓植物的有性生殖器官为精子器和颈卵器；卵式生殖，受精作用离不开水，合子在颈卵器

内发育为胚；苔藓植物的生活史为孢子减数分裂，配子体占优势的异型世代交替；孢子萌发

成配子体时经过原丝体阶段。蕨类植物的孢子体发达，配子体退化，孢子体和配子体都能独

立生活，孢子体在生活史中占绝对优势；孢子体具真正而发达的根、茎、叶系统，有发达的

纵向系统；蕨类植物具明显的世代交替，无性生殖以孢子形式，有性生殖器官为精子器和颈

卵器，有性生殖过程离不开水湿环境。 

实验仪器：显微镜。 

实验安排：回顾上周实验；讲授本周实验的目的要求、原理、步骤及注意事项等；学生

按要求规范操作，教师随时指导；通过中国大学慕课相关内容加深巩固；作业及答疑。 

实验场所：显微互动实验室。 

实验报告要求：内容包括实验题目、目的、原理、仪器及材料、方法和步骤、结果记录、

注意事项及思考题。尤其需认真绘制所观察的苔藓类和蕨类植物的图片，并表明各部分发结

构名称。 

实验 13. 裸子植物观察 

实验目的：通过实验和校园实地的调查，及观看裸子植物的录像，掌握裸子植物门的主

要特征；能够识别常见裸子植物科、属、种。 

实验原理：裸子植物是介于蕨类植物和被子植物之间的一类维管植物。孢子体发达、具

裸露的胚珠、孢子叶聚生成球花、配子体退化，寄生在孢子体上，具颈卵器构造，形成花粉

管，受精作用不再受水的限制，具多胚现象。它和苔藓、蕨类植物的相同之处是具有颈卵器。

其最大的特点是能产生种子，但种子裸露，没有心皮包被，不形成果实。 

实验仪器：显微镜、多媒体。 



 

实验安排：回顾上周实验；讲授本周实验的目的要求、原理、步骤及注意事项等；学生

按要求规范操作，教师随时指导；通过中国大学慕课相关内容加深巩固；作业及答疑。 

实验场所：显微互动实验室。 

实验报告要求：内容包括实验题目、目的、原理、仪器及材料、方法和步骤、结果记录、

注意事项及思考题。尤其需认真绘制所观察的裸子植物植物的图片，并表明各部分发结构名

称。 

实验 14. 校园被子植物调查 

实验目的：通过实验和校园实地的调查，及观看被子植物的录像，掌握被子植物门的主

要特征；能够识别常见被子植物科、属、种，尤其是要能够识别校园常见的被子植物种类。 

实验原理：被子植物有乔木、灌木和草本；多为自养，少数为半寄生或寄生；具有真正

的花（雄蕊、雌蕊），具有双受精现象（3N 胚乳），产生果实（果实有心皮包被），孢子体发

达，配子体简化为成熟花粉粒和成熟胚囊，无颈卵器；单叶或复叶，网状脉或平行脉。  

实验仪器：多媒体。 

实验安排：回顾上周实验；讲授本周实验的目的要求、原理、步骤及注意事项等；学生

按要求规范操作，教师随时指导；通过中国大学慕课相关内容加深巩固；作业及答疑。 

实验场所：显微互动实验室、校园。 

实验报告要求：内容包括实验题目、目的、方法和步骤、结果记录、注意事项及思考题。

认真完整的、尽可能多的列出校园的木本种子植物。 

实验 15. 植物标本的采集与制作 

实验目的：掌握高等植物标本的采集、记录方法；掌握腊叶标本的制作方法，了解浸制

标本的制作方法。了解利用工具书鉴定植物标本的方法。 

实验原理：植物系统、分类学采用比较解剖的方法，对植物进行分类和鉴定，这就需要

植物材料供给研究，当然可用新鲜材料，但更多地应用标本。浸制标本：将植物体浸在 8%

左右的福尔马林液中保存（40%的甲醛称为福尔马林），浸制标本适合高等植物的果实、低

等的植物如藻类、菌类的子实体等。干制标本：将植物体干燥后贮存于特制的标本袋中，如

苔藓植物的标本，木、革质的大形真菌等。腊叶标本——标本的采集要求：有花或有果，如

无或不易开花的植物亦可采。取一段带花或果的长约 25~30cm 的枝条，要求枝叶能代表生

态形状；草本植物要带根，高者取花序、中部茎和根各一段；藤本植物需 2 节以上。特别注

意有无块根、块茎。压制标本：每份标本编号记录，于标本夹中压制。第一天，换 2 次吸水



 

纸，结合疏枝叶和整形，以后每天换 1 次吸水纸，直至干燥，然后消毒。上台纸和保存：将

标本固定在台纸上，鉴定完毕在台纸上粘贴采集信息卡及鉴定签。 

实验工具：标本夹、枝剪等。 

实验安排：回顾上周实验；讲授本周实验的目的要求、原理、步骤及注意事项等；学生

按要求规范操作，教师随时指导；通过中国大学慕课相关内容加深巩固；作业及答疑。 

实验场所：显微互动实验室、植物标本制作室、植物标本馆。 

实验报告要求：内容包括实验题目、目的、工具及材料、方法和步骤、结果记录、注意

事项及思考题。 

五、达成学习目标的途径和措施 

1. 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利用网络优质教学资源，提前引导学生预习实验内容，

课中随时进行实验指导，组织小组合作，发挥学生学习自主性，课后实验总结并自主复习。 

2. 采用讲授法、讨论法及演示法等多种教学方式，将先修课程与本课程联系起来，使

学生的知识形成系统或网络，具备实际操作能力，提高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 

3. 采用分组讨论，归纳总结实验结果，使学生具备良好的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提高

学生学习效率，增强教学效果。借助于中国慕课等优质资源来丰富和拓展学生的学习内容。 

六、考核方式与评定方法 

（一）考核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对应关系 

课程目标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通过植物学实验教学，使学生掌握植物学实验

的基本原理、方法、操作技能和生物绘图技术，能够区分植

物不同组织的形态与结构，鉴别常见的植物种类。 

实验预习情况，实验原

理、步骤、基本操作技能

与生物绘图技术的掌握

情况，实验完成情况。 

实验预习 

实验操作 

实验报告 

技能考试 

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2：通过植物学实验讲解与演示，使学生具备求真

务实的实验态度和严谨的实验操作能力，掌握植物发育规

律，能够利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生命现象与实际问题，更

好地为教育教学、生产实践服务。 

实验预习情况，实验操作

的规范性、熟练程度，分

析与解决问题能力，实验

报告的完整性、认真程

度、正确性及重复率。 

实验预习 

实验操作 

实验报告 

技能考试 

期末考试 

课程目标 3：通过植物学实验教学，激发学生探索与求知的

欲望，使学生具备主动学习和探究性学习的能力，能够根据

要求进行植物学实验方案的设计与实施，能够分析实验中存

在的问题并进行反思，具有生物教学与研究能力。 

实验反思情况，实验心得

体会。 

实验操作 

实验报告 

技能考试 

期末考试 



 

 

（二）评定方法 

1. 成绩评定 

考查课程成绩采取“N+2”的评定模式，“N”指平时成绩，占总成绩 30%，其中包括实验

预习（20%）、实验操作（50%）、实验报告（30%）；“2”指期末考试成绩和技能考试成绩，

分别占总成绩的 30%和 40%。 

2. 课程目标考核占比与达成度计算 

 

 

（三）评分标准 

1. 实验预习评分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18-20 16-17 14-15 12-13 0-11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课程目标 1 

熟悉实验目的、

原理及步骤，清

楚实验重难点。  

实验目的、原

理及步骤较熟

悉，实验重难

点较清楚 

实验目的、原

理及步骤较熟

悉，但实验重

难点不清楚。 

了解实验目的、

原理及步骤，但

实验重难点不清

楚。 

不清楚 实验目

的、原理及步骤，

以及实 验重难

点。 

课程目标 4：通过设置实验协作与讨论小组，使学生具有良

好的团队精神和团队协作能力，能够以小组为单元完成各项

实验内容。 

实验协作情况，讨论实验

问题时的参与度。 
实验操作 

实验报告 

考核环节 考核方式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课程目标 4 

过程性考核 
平时成绩 

（30%） 

实验预习（20%） 10 10   

实验操作（50%） 15 15 10 10 

实验报告（30%） 10 10 5 5 

终结性考核1 
技能成绩

（40%） 
现场操作 100分，根据技能考试评分细则和学生操作情况给分 

终结性考核2 
期末成绩 

（30%） 
开卷考试 100分，课程目标1、2、3根据考核实际情况而定 

课程达成度 分目标达成度=∑各考核环节样本总均分/总分*权重（总达成度以分目标最小值确定） 



 

课程目标 2 

预习报告中实验

原理、仪器、材

料及实验步骤等

内容完整，格式

规范，无抄袭现

象。 

预习报告中实

验原理、仪器、

材料及实验步

骤等内容较完

整，格式较规

范，无抄袭现

象。 

预习报告中实

验原理、仪器、

材料及实验步

骤等内容不完

整，格式较规

范，无抄袭现

象。 

预习报告中实验

原理不太清晰，

仪器、材料及实

验步骤等部分内

容有缺失，格式

规范性较差，无

抄袭现象。 

预习报告中实验

原理不清晰，仪

器、材料及实验

步骤等部分内容

有缺失，格式不

规范，有抄袭现

象。 

 

2. 实验操作评分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45-50 40-44 35-39 30-34 0-2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课程目标 1 

在掌握实验原理

的基础上，能够严

格按照要求完成

实验操作，熟练完

成生物绘图。 

在掌握实验原理

的基础上，能够

严格按照要求完

成实验操作，较

熟练完成生物绘

图。 

在掌握实验原

理的基础上，

能够按照要求

完 成 实 验 操

作，完成生物

绘图。 

在掌握实验原

理的基础上，能

够按照要求完

成实验操作，大

致完成生物绘

图。 

在掌握实验原理

的基础上，不能

按照要求完成实

验操作，不能完

成生物绘图。 

课程目标 2 

实验操作规范、熟

练，在实验过程中

能够灵活处理遇

到的实验问题，实

验态度认真、严

谨。 

实验操作较规

范、较熟练，在

实验过程中能够

处理遇到的实验

问题，实验态度

认真、严谨。 

实验操作较规

范，但不熟练，

在实验过程中

能够处理遇到

的实验问题，

实验态度较认

真，但不严谨。 

实验操作较规

范，但不熟练，

在老师的指导

下能够处理在

实验过程中遇

到的问题。实验

态度较认真，但

不严谨。 

实验操作 不规

范、不熟练，在

老师的指导下仍

不能处理在实验

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实验态度不

认真、不严谨。 

课程目标 3 

能够主动对实验

操作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进行深入

反思，具有较强的

科学研究能力和

创新能力。 

能够主动对实验

操作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进行反

思，具有基本的

科学研究能力和

创新能力。 

能够对实验操

作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进行反

思，科学研究

能力和创新能

力较低。 

在老师的引导

下，能够对实验

操作过程中出

现的问题进行

反思。 

在老师的引导

下，不能对实验

操作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进行反

思。 

课程目标 4 

在实验操作的过

程中，注重团队协

作，具有良好的团

队意识和协作精

神，能够组织小组

成员完成各项实

验操作。 

在实验操作的过

程中，注重团队

协作，具有良好

的团队意识和协

作精神，能够以

小组为单位完成

各项实验操作。 

在实验操作的

过程中，能够

进 行 团 队 协

作，具有团队

意识和协作精

神，能够以小

组为单位完成

各 项 实 验 操

作。 

在实验操作的

过程中，能够进

行团队协作，但

团队协作意识

较弱，但还能以

小组为单位完

成各项实验操

作。 

在实验操作的过

程中，不参与团

队协作，没有团

队意识和协作精

神，不能以小组

为单位完成各项

实验操作。 

 

3. 实验报告评分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28-30 25-27 22-24 18-21 0-17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课程目标 1 

能够认真完成

实验预习报告

与结果报告，实

验目的、原理及

步骤等详细，生

物绘图完整、清

晰。 

能够完成实验预

习报告与结果报

告，实验目的、原

理及步骤等较详

细，生物绘图完

整、清晰。 

能够完成实验预

习报告与结果报

告，实验目的、

原理及步骤等较

详细，生物绘图

较完整、较清晰。  

能够完成实验预

习报告与结果报

告，实验目的、原

理及步骤等较简

单，生物绘图较粗

糙。 

不能完成实验

预习报告与结

果报告。 

课程目标 2 

在理解实验目

的、原理及步骤

的基础上，能够

利用所学知识

对实验结果进

行深入分析，实

验报告完整、正

确，无抄袭现

象。 

在理解实验目的、

原理及步骤的基

础上，能够利用所

学知识对实验结

果进行分析，验报

告完整、正确，无

抄袭现象。 

实验目的、原理

及步骤理解地不

充分，对实验结

果 的 分 析 较简

单。实验报告较

完整，实验结果

正确，无抄袭现

象。 

实验目的、原理及

步骤理解地不充

分，仅能对实验结

果进行粗略分析，

实验报告较较完

整，但存在一些错

误，无抄袭现象。 

实验目的、原

理及步骤不清

楚，没有实验

结果分析。实

验 报 告 不 完

整，存在较大

错误，有抄袭

现象。 

课程目标 3 

能够主动对实

验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反

思，认真完成实

验思考题并撰

写实验心得。 

能够对实验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进

行反思，完成实验

思考题并撰写实

验心得。 

能够对实验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进

行反思，实验思

考 题 回 答 不 完

整，实验心得较

少。 

能够对实验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进

行反思，实验思考

题回答存在一些

小错误，实验心得

较少。 

不能对实验过

程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反思，

不完成实验思

考题，不撰写

实验心得。 

课程目标 4 

能够主动对实

验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小

组讨论，并条

理、清晰、完整

地分析问题，撰

写讨论结果。 

能够对实验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进

行小组讨论，讨论

结果较条理、较清

晰、较完整。 

能够参与小组讨

论，但对实验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

没有进行深入交

流，对问题的分

析较简单。 

能够参与小组讨

论，但对实验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交

流较少，对问题的

分析简单。 

不参与小组讨

论，对实验中

存在的问题不

进行分析。 

 

4. 技能考试评分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课程目标 1 

能够熟练操作显

微镜观察植物细

胞永久性装片，

显微镜、 载玻片

安放规范，对光、

粗细焦距调节、

显微镜清洁及归

位方法正确。 

能够操作显微镜

观察植物细胞永

久性装片，显微

镜、 载玻片安放

规范，对光、粗

细焦距调节、显

微镜清洁及归位

方法正确。 

能够操作显微镜

观察植物细胞永

久性装片，显微

镜、 载玻片安放

较规范，对光、

粗细焦距调节、

显微镜清洁及归

位方法基本上正

确。 

能够操作显微镜

观察植物细胞永

久性装片，显微

镜、 载玻片安放

较规范，对光、粗

细焦距调节方法

基本上正确，实验

结束后没有进行

显微镜清洁、归位

不能正确操作显

微镜观察植物细

胞永久性装片，

显微镜、 载玻片

安放不规范，对

光、粗细焦距调

节方法不正确，

实验结束后没有

进 行显 微 镜 清



 

操作。 洁、归位操作。 

课程目标 2 

能够完整、清晰

地表述操作流

程，并且能正确

使用目镜描述所

观察到的植物细

胞完整结构。 

能够较完整、较

清晰地表述操作

流程，并且能正

确使用目镜描述

所观察到的植物

细胞结构。 

操作流程表述完

整，但不清晰，

能正确使用目镜

描述所观察到的

植物细胞结构。 

操作流程表述不

完整、不清晰，但

还能使用目镜描

述所观察到的植

物细胞结构。 

操作流程表述不

清楚，不能正确

使用目镜描述所

观察到的植物细

胞结构。 

课程目标 3 

在显微镜操作过

程中能够快速反

思，说出操作步

骤的注意事项。 

在显微镜操作过

程中能够进行反

思，说出操作步

骤的注意事项。 

在显微镜操作过

程中能够进行反

思，操作步骤的

注意事项表述不

完整。 

在显微镜操作过

程中不能及时反

思，操作步骤的注

意事项表述不清

晰。 

在显微镜操作过

程中不能进行反

思，不清楚操作

步 骤 的 注 意 事

项。 

 

5. 期末考试评分标准 

课程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课程目标 1 

能够完全掌握实

验原理、步骤及

操作技能；能够

规范地进行生物

绘图，准确地识

图。 

能够掌握实验原

理、步骤及操作

技能；能够较规

范地绘图，较准

确地识图。 

能够掌握实验原

理、步骤及操作

技能；能大致完

成绘图和识图，

但规范性较欠

缺。 

实验原理、步骤及

操作技能掌握地

不扎实；能大致完

成绘图和识图，但

规范性较差。 

没有掌握实验原

理、步骤及操作

技能；不能完成

绘图和识图。 

课程目标 2 

能准确利用所学

植物学实验的基

本理论和操作技

能回答、分析和

解释相关植物学

现象。 

能较准确利用所

学植物学实验的

基本理论和操作

技能回答、分析

和解释相关植物

学现象。 

能大致利用所学

植物学实验的基

本理论和操作技

能回答、分析和

解释相关植物学

现象，但不完整。 

能大致利用所学

植物学实验的基

本理论和操作技

能回答、分析和解

释相关植物学现

象，不完整，存在

一些错误。 

不能利用所学植

物学实验的基本

理论和操作技能

回答、分析和解

释相关植物学现

象。 

课程目标 3 

能够灵活应用植

物学实验基本原

理，熟练进行植

物学实验方案的

设计和实施，综

合分析植物学问

题。 

能够应用植物学

实验基本原理，

进行植物学实验

方案的设计和实

施，综合分析植

物学问题。 

能够应用植物学

实验基本原理进

行植物学实验方

案的设计和实

施，较全面分析

植物学问题。 

能够应用植物学

实验基本原理，进

行植物学实验方

案的简单设计与

实施，简单分析植

物学问题。 

不能应用植物学

实验基本原理，

进行植物学实验

方案的设计与实

施，分析植物学

问 题的 能 力较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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