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植物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

（药生学院；季晓红、陈晔）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 程 名 称 植物学 课程性质 专业基础课

学 分 3 学 时 74（理论 42+实验 32）

开 课 专 业 生物科学 授课对象 本科一年级

二、课程思政建设总体思路

《植物学》课程是生物科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讲述植物形态构造、分类鉴

定、生长发育形成与变化及引领新资源开发。理论教学以植物系统发育和植物分

类为重点。课程内容复杂，术语繁多，学生比较容易混淆和感到枯燥。将课程思

政与课程、生活和教育相结合，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

全过程的教育观，是这门课程思政建设的目标。

《植物学》为大学一年级生物科学专业学生必修专业基础课程。大学一年级

正处于大学阶段的“拔节期”，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结合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

设纲要，围绕生物科学类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要求，将敬畏生命教育、职业道德

教育、生态文明教育、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和科学创新教育等相关思政元素融入课

程。

本门课程依据各章节的内容，挖掘了课程思政基因，并在课堂上实行思政线、

知识线和科学创新线的“三线式”教学模式，进行三全育人教育。

三、课程思政典型教学案例

（一）案例名称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苔藓植物的分类及常见植物

（二）教学目标

1.价值目标

通过学习苔藓植物形态结构特点与其生活环境相适应，向学生渗透生物与环

境相统一的辩证观点，增强环境保护意识，实行生态文明教育；进一步加深对生

命的理解，即使平凡，亦不妄自菲薄，即使身处逆境，也要努力向上。

2.知识目标

掌握苔藓植物的基本特征；熟悉苔藓植物的分类及重要植物；了解苔藓植物

的生活史以及苔藓植物学科前沿。



3.能力目标

学会认识、区分苔藓，走出刻板印象；了解苔藓植物目前的研究热点；感兴

趣的同学可以参观学习组培技术。

（三）教学设计与组织实施

案例名称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苔藓植物的分类及常见植物

教

学

目

标

在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将梳理到的课程思政元素自然有机地结合到专业知

识中，做到人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的统一。

（1）人格塑造

本章节内容中最强烈的一个思政元素即为对学生个人的思想品德教育。苔

藓植物本身非常矮小，常生活在墙角、砖缝等地方，生活中极少有人愿意蹲下

身子去观察它。它不引人注目，更无人喝彩，可它也有生命的本能，并不会因

为环境恶劣而丧失生发的勇气。就像生活中的我们，即使平凡，也要努力活出

自己的精彩；即使身处困顿，也要努力逆风而上。这一部分在苔藓的生境部分、

袁枚的《苔》的分享及最后《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可以体现。

（2）生物与环境辩证统一，保护环境

苔藓的内部结构特点决定了它必须生活在阴湿多水的地方，自然界中的所

有生物包括我们人类，也是一样，固有的构造特点决定了我们需要生活在什么

样的自然环境下，一旦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生态平衡被打破，那么生存将遭到

威胁。苔藓虽然很不起眼，但它却被誉为“大自然的拓荒者”，就是因为它能

附生于其它植物不能生长的场所，分泌酸性物质，溶解岩面，为其它植物的生

长提供环境。所以一个微小的植物却是五彩缤纷的生物世界的生存基础，任何

生物都是平衡的生态环境的一环，一旦遭遇破坏，可能引发“蝴蝶效应”，保

护环境，人人有责。

（3）继往开来，能力培养

古代有很多描写苔藓的古诗词，意象优美，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能让学生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传承中华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另外苔藓被当做

药用植物的应用历史也很久，《嘉佑本草》、《本草纲目》等古代本草著作中就

有此类记载，从而培养学生的科学创新精神。而且在一些地区仍然作为中草药

在民间使用。学生除了要知道苔藓的传统药用功能价值，也要紧跟科学的前沿，

了解目前苔藓植物在基础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同时结合实验室资源，组

织有兴趣的同学参加苔类植物的无菌组织培养实践，让抽象的概念变得具体，

加深理解，同时可以为日后参加科研工作奠定技术基础。



教

学

重

点

与

难

点

教学重点：

苔藓植物的特点、分类及常见植物。

教学难点：

苔藓植物的生活史。

教

学

方

法

与

手

段

授课过程中主要用以下教学方法，例如：

（1）讲授法

主要聚焦于知识的难点部分：苔藓植物的生活史。给学生先介绍完苔藓整

个生命周期后，可能大部分学生会混乱，这时可以引出“世代交替”的概念，

即在苔藓生命周期中单倍体的配子体世代与二倍体的孢子体世代有规律地交

替出现的现象。高等植物在世代交替中的进化方向是趋于配子体越来越退化，

孢子体越来越发达，比如我们看到的被子植物全是其孢子体，而其配子体结构

简单。掌握两个事件节点，就可以很好的区分开两个世代，即受精作用和减数

分裂。

（2）设问法

在课开始的时候，组织同学们自由发言描述苔藓的主要的特征后，提出问

题，让大家思考“为什么苔藓形态矮小，且多生活在阴湿多水的地方”，引导

学生带着问题听课，随着课堂的进行，加深学生对苔藓形态结构特点与其生活

环境相适应的理解，同时也能使学生对苔藓的特征有更深刻的记忆。

（3）演示法

绝大多数学生对苔藓其实并了解，而且教材图片黑白不形象，学生无法想

象其自然状态；将实验室培养的苔类叶状体发放给学生进行分组观察，使其对

苔藓有更感性的认识。

（4）讨论法

本次内容的重点为苔藓植物的特征，但其在前三部分内容（苔藓植物的生

境分布、分类、生活史）的学习过程中已经渗透包括了，所以此部分可以组织

学生分组讨论，自己总结得出，加深印象。

（5）实践法

组织有兴趣的同学参加庐山苔类植物野外鉴别活动。



教学

过程
教学内容提要 教学实施流程说明

时

间

课前准备

1.精选内容

2. 编 写 教 案

与学案

3. 任 务 分 配

与预习

集体备课

备教材、备学情院情、根据

学情、院情和教材

精选内容

超星网络教学平台资料

启动任务

自主预习，形成结果

预习检测：批阅预习检测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围绕学生

的学习，按照德育元素“五进”的

教学方案，编写教学资料，主要有

思政教学大纲、授课计划、教案、

试题库、活动库，拍摄图片与视频

等资料，上传至网络教学平台。

学习通上发布任务及预习要求，自

主完成课前资料的阅读和预习。教

师及时检测预习情况指导与督促。

课

前

完

成

课中探究

4.课前反馈

5.案例导入

6.新课教学

组织教学与预习的反馈

案例一 文字材料《漫画中医

文化故事：苔藓——李时珍

和蜘蛛》

（1）苔藓的生境与分布

①是植物界由水生向陆生过

渡的类型。生活在阴湿多水

的环境中；

②分布范围广，生命力顽强，

“大自然的拓荒者”。

（思政元素：思想品德教育）

（2）苔藓的分类

（3）苔藓植物生活史

学习通签到，反馈预习完成情况。

文字材料和问题创设相结合的方式

导入案例一，了解苔藓的药用价值，

明确其历史意义，通过挖掘苔藓的

历史渊源、传说故事、文学艺术等

方面，展示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提

升文化自信心。

随着地壳运动和板块运动，地球出

现了陆地，最先登陆的植物是谁？

借由两句诗词引入主题(思政元素：

传统文化)，组织学生自由发言，介

绍自己对苔藓植物所了解的情况

（潮湿、矮小、绿色等）。提出问

题“为什么苔藓是这样的？”引导

学生带着问题听课。

将实验室的无菌苔类叶状体发放给

学生进行分组观察，并结合幻灯片

总结苔和藓的外形特征。

举例：幻灯片展示地钱的雌雄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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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课外分享

布置课下作

业及实践活

动

（4）苔藓植物的特点

（5）苔藓常见的植物

地钱：功效——解毒。

葫芦藓：功效——除湿，止

血。

（6）苔藓的日常用途

①吸水保水，涵养水源，防

水土流失；园艺上用于包装

运输新鲜苗木、覆盖防水分

蒸发；②污染检测；③盆景

装饰。

（1）苔藓植物在基础研究

领域目前的主要方向

（2）分享清代诗人袁枚的

诗《苔》

（1）学习通发布习题；

（2）画植物的分门进化图；

（3）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

实验室参观学习苔类植物组

培。

托、地钱生活史

根据上述学习的所有内容，大家分

组讨论苔藓植物的特点，每个小组

出 1 名同学，写到黑板上。

大家总结完苔藓的特点后，让学生

再回顾一下刚上课时提出的问题

“为什么苔藓形态矮小，且多生活

在阴湿多水的地方?”请学生回答。

（思政元素：学生中心；生物与环

境辩证统一，增强环境保护意识，

生态文明教育）

（1）苔藓植物在基础研究领域目

前的主要方向：①提取分离，发现

新化合物；②次级代谢产物生物活

性研究；③基因挖掘，生物合成活

性化合物；④作为绿色生物反应器。

让大家观看央视《经典咏流传》节

目中来自重庆支教老师携山区孩子

们演唱的《苔》。

（思政元素：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思想品德教育）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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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效果及反思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穿插了部分短小的思政元素，但思政成果具有内隐性，如

文化素养、辩证思维、情感、价值观等。这些需要在潜移默化中，在一个较长时



间里改变学生的深层素质，不是可以显著测量的指标。但这也不妨碍学生对课堂

中的某些思政教育有当下比较深刻的感触。苔藓很卑微，却也生长旺盛，正像课

堂中分享的《经典咏流传》节目中那些来自贵州乌蒙山里的孩子们一样，虽然物

质条件没有那么丰盈，可他们也心怀梦想，向着心中的美好努力成长。课堂结束

后，班里有学生很受大山里孩子们“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的精神的触动，

同时也很喜欢这首歌曲《苔》，所以学习吉他的和弦，自弹自唱了这首《苔》，这

也姑且算是思政课程中“滴灌教育”的一个小小体现。

四、课程思政建设特色与创新（总结课程思政建设的特色、亮点和创新点，

凝练可供同类课程借鉴、共享的经验做法。

在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将梳理到的课程思政元素自然有机地结合到专业知识

中，做到人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的统一。思政建设需从与本课程相关的

国家发展战略上寻找思政元素。比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的意见》等。引导学生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同向同行，这就是最好的

思政元素。其次，从学生自身发展的需求出发，“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

学生自主获得的、自身体验的思政教育才最有效、最持久。思政教育的方式要采

取“滴灌式”、“浸润式”、“体验式”，而不是“大水漫灌”。可以专题嵌入的方式，

有效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党史学习，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增强学生对党的

政策、理论的思想认同，从而激发学生学习内驱力，促进学生对课程知识的理解、

掌握、拓展和深化。最后，在效果评价上，要重过程、勿下定论，因为观念的形

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评价以学生互评为主，教师的评价主要起到鼓励和正向引

导的作用。

总之，在整个植物学课堂教学过程中实施“三线式”教学模式，从而达到三

全育人的教学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