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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0 年 6 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提出了

高校要积极地推进课程思政建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该文件中还强调，推

动课程思政需要将价值观相关的内容，放置于专业课堂教学的全过程中，融合到

专业教材和课堂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想、行为和意识，引导学生形

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因此，各类课程都要充分结合自身专业特点，

融合思政元素，优化教学体系和模式，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有效的组织和保障。 

《植物学》课程是生物科学专业的核心基础课，该课程依据“以学生学习成果

为导向”的 OBE 理念开展教学，建立以“生态文明、全球视野、科学精神、政

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自信、公民品格、法治意识和辩证思维”为核心的九大

思政体系，构建课程思政案例库，打造“有温度”的课程教学，将思政元素有机

融合到教学各个环节中，多维度对学生进行价值引领，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

和素质提升三维一体的教学效果，培养具有扎实专业知识、深厚教育情怀、强烈

社会责任感的新时代中学生物学骨干教师。 

一、课程基本信息 

《植物学》教学在我校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几代老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取得丰

富的教学成果，同时积累了不少经验。这门课是生物科学专业的核心课程，由《植物

学Ⅰ》（形态解剖）和《植物学Ⅱ》（系统分类）两大部分组成，《植物学Ⅰ》主要

讲述营养器官和繁殖器官的形态结构，《植物学Ⅱ》主要讲述各大植物类群的基本特

征和系统发育关系。在第一学期开设的《植物学Ⅰ》（形态解剖），理论课 24 学时

1.5 学分，在此基础上，第二学期开设《植物学Ⅱ》（系统分类），理论课 32 学时 2

学分。因此植物学理论课总计 56 学时 3.5 学分。《植物学》课程由理论课、实验课

和野外实习组成，是融合了理论、操作和实践三方面内容的课程教学体系。 



《植物学》的授课对象是大一的学生，他们刚刚结束了紧张的高中生活，进入大

学，正处于政治意识和公民意识的萌芽期，也是建立正确三观的时期，人生的职业规

划也处于意识初建期，是培养专业思维、职业素养的关键时期。若能在植物学专业知

识的教授过程中，在实验和野外实习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将课程思政元素渗透于专业

知识中，这将使得学生能够在学习植物学专业知识的同时，塑造积极健康的三观，选

择正确的人生发展方向，从而培养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积极奋斗、乐观向上

的有志青年。 

二、课程教学整体设计思路 

《植物学》课程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将提炼出来的思政元素潜移默化地融

入专业知识讲授中,真正实现“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育人效果。本课程依据“以学

生学习成果为导向”的 OBE 理念开展教学，建立以“生态文明、全球视野、科学精

神、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自信、公民品格、法治意识和辩证思维”为核心的九

大思政体系，构建课程思政案例库，打造“有温度”的课程教学，将思政元素有机融

合到教学各个环节中，多维度对学生进行价值引领，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素质

提升三维一体的教学效果，培养具有扎实专业知识、深厚教育情怀、强烈社会责任感

的新时代中学生物学骨干教师。《植物学》课程思政教学总体设计方案见表 1，该课

程思政育人目标总体设计思路见图 1。 

表 1 《植物学》课程思政教学总体设计方案 

章节 思政元素 思政映射与融入点 思政维度 

第一章  

绪论 

生态意识 植物的作用：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 
政治认同 

生态文明 

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 最低等的藻类到被子植物的生活史 公民品格 

科学精神、公民意识与

生态思想在植物学研究

中的体现 

不同植物对全球生态系统的贡献 

科学精神 

公民品格 

生态文明 

社会责任感 紫杉醇的发现和利用 
法治意识 

公民品格 

国家发展推动科学发展 全球植物学大会在中国举行 
政治认同 

文化自信 

第二章 科学发展观 细胞学说的发展历程 科学精神 



章节 思政元素 思政映射与融入点 思政维度 

植物细胞

和组织 
社会责任与社会分工 细胞结构和细胞器分工 

家国情怀 

公民品格 

社会实践的重要性 番茄果实颜色与质体的变化 公民品格 

第三章 

种子植物

的营养器

官 

国家稳定与社会发展 根深叶茂与固本枝繁的生物学机制 政治认同 

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 顶端优势与腋芽的去留 
公民品格 

家国情怀 

遵法守法 南方红豆杉树皮的非法利用 
生态文明 

法治意识 

生态意识与可持续发展 杜仲树皮的利用 
生态文明 

科学精神 

竹的品格与中华文化传

承 
竹和竹制品(竹席）的文化意象 

公民品格 

文化自信 

第四章 

种子植物

的 繁殖器

官 

科学奋斗精神 植物精细解剖图的拍摄 科学精神 

生命的责任 植物种子库建设和钟扬教授的事迹 
公民品格 

科学精神 

第五章 

藻类植物 

环保意识 蓝藻、水华的出现与防治 
政治认同 

生态文明 

社会责任与公民品格 青岛军民齐心清理海域浒苔 
家国情怀 

公民品格 

对植物的可持续利用 海带的人工养殖模式 
生态文明 

科学精神 

第六章 

菌类 

辩证思维 细菌的“好”与“坏”  科学精神 

诚信教育 虫草、灵芝的真伪和优劣 公民品格 

第七章 

地衣 

科学精神和集体协作 地衣的发现历史 
科学精神 

公民品格 

环境保护 地衣作为不同空气质量的指示生物 生态文明 

第八章 

苔藓植物 

生态保护与植物的合理

利用  
泥炭藓的生态作用和人为采挖破坏 生态文明 

奋斗精神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公民品格 

第九章 

蕨类植物 

法治意识 杪椤、金毛狗的非法采挖及其后果 法治意识 

家国情怀和科学精神 蕨类之父的故事 家国情怀 



章节 思政元素 思政映射与融入点 思政维度 

公民品格 

第十章 

裸子植物 

民族文化 银杏、松柏的文化内涵 
公民品格 

文化自信 

国情教育与家国情怀 大兴安岭森林大火 法治意识 

第十一章 

被子植物 

科学奉献精神 一部《中国植物志》巨著,几代人的努力 科学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 梅、兰、竹、菊的文化意象 
文化自信 

公民品格 

法治意识 国家保护植物的售卖——兰花的买卖 法治意识 

生态安全 
植物引种(以加拿大一枝黄花为例）的经

验教训 

科学精神 

生态文明 

第十二章 

植物的系 

统发育 

理性思维 植物个体差异背后的生物学机制 科学精神 

全球视野 
世界各国共同探索植物进化和保护的趋

势 

全球视野 

生态文明 

第十三章 

植物对环 

境的适应 

优秀政治体制保障下的

生态经济 
沙拐枣和草果的种植，促生态，促经济 

政治认同

生态文明 

科学论证与生态安全 薇甘菊、紫茎泽兰的入侵，滇池的二次污染 生态文明 

植物学 

实验 

科学思维 观察植物现象后的思考 科学精神 

团结协作精神 小组讨论和分工与相互学习 公民品格 

工匠精神 实验操作中的“小细心”  
公民品格

科学精神 

植物学 

野外实习 

团队合作精神 小组分工和合作 
科学精神

公民品格 

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青荚叶的叶生花现象背后的观察和实验 科学精神 

吃苦耐劳的个人品质 克服野外调查困难、磨练个人意志品质  公民品格 



 

图 1 《植物学》课程思政育人目标总体设计思路 

三、案例教学目标 

1. 知识目标 

蔷薇科的主要特征，识别蔷薇科四个亚科的基本方法及其典型的代表植物。 

2. 能力目标 

通过自主观察蔷薇科植物的营养器官和生殖器官，提高学生自主观察能力、 

探究能力和知识归纳总结能力，能够通过形态特征鉴定蔷薇科四个亚科的植物。 

3. 素养目标 

蔷薇科是花卉大科和水果大科。蔷薇科五彩缤纷的花装点世界带来无尽美感，

孕育了丰富的精神内涵、文化底蕴，培养高尚的公民品格，增强文化自信；本科

丰富多样的果实类型是人类为生存不断探索的智慧结晶，树立尊重自然和生命的

价值观的公民品格；起源于中国的花卉、水果对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生活的影响，

培养学生爱国情怀和增强民族自信心；本科药用植物对人类健康和发展所做出的

重大贡献，培养学生献身科学事业改变人类生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四、案例教学实施过程 

详细说明教学实施过程，分为课前准备、教学实施、教学评估等环节。 

（一）课前准备 

“1+1”讲植物故事的活动（上一节已经介绍活动内容）。上课提前 10分钟

由学生讲解，充分利用课间半小时的充足课余时间，有效地把学生从手机游戏中

拉回课堂。这一活动学生学习兴趣很高，学生经常拍花发给我（以下截屏了几张），

该活动得到了同学们的认可。 

     

课前预习：蔷薇科是花卉大科和水果大科。蔷薇科植物大多是一些非常漂亮

的花卉，所以蔷薇科植物又叫做花卉大科；蔷薇科里又含有很多水果，所以蔷薇

科又叫做水果大科。预习蔷薇科植物，有哪些花卉和水果是属于蔷薇科植物。学

生在校园里找一找本科植物，以一个小组为单位拍照，并在图书和网络资源库里

查找相关资料，做成 PPT 发给老师，上课前 10 分钟选取代表组上台讲解。   

（二）教学过程 

1. 课前 10 分钟学生展示 

选取小组代表上台展示课前准备的 PPT，展现了植物之美，体现了中国传

统文化的魅力，引导学生传承中国文化，培养学生坚韧抗压的品格，激发学生

对本节课内容的学习兴趣。以下是同学们展示的有关蔷薇科植物的部分截屏。 

 



 

2. 新课导入 

同学们一起朗读毛泽东主席的《卜算子·咏梅》，快乐的读书声把课堂氛围活

跃起来。 

 

融入思政元素： 

通过诗词同学们感受到了梅花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崇高精神境界和高风亮节

的内在美。正如杨兴业同学讲解的，梅花俊美而坚韧不拔，鼓励人们要有积极

乐观的精神；梅花坚强不屈、不畏寒冷的精神风貌，展现了梅花大公无私、谦

逊自处的崇高的精神境界；梅花的自然美与人的德善美有机地融为一体，展现

了“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提问：除了课前展示的蔷薇科植物以外，你们知道还有哪些花卉和水果是蔷

薇科植物？大家熟悉的桃、杏、草莓、蛇莓、苹果、梨、海棠、金樱子、玫瑰、

月季、蔷薇等都是蔷薇科植物，他们不仅美丽，而且有重要多维的价值。 

3. 讲授新课 

（1）请同学们观察以下植物图片，小组讨论并提炼出蔷薇科的主要鉴别

特征： 



（讨论并回答）从营养器官来看：蔷薇科有草本的，有藤本的（如蔷

薇），有灌木，还有乔木。再往下看，蔷薇科植物有单叶的，桃、李、杏、

梅、枇杷都是单叶的，但也有复叶的，月季、蔷薇就是羽状复叶的，不管是单

叶还是复叶，大多是互生的，常常具有托叶，托叶常附生于叶柄上而成对，也

有的无托叶（如绣线菊）。 

再来看花：花两性，辐射对称，有单生的，也有排成各种花序的圆锥花

序，伞房花序，旁边那个图的梨花就是一个伞房花序。 

蔷薇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花托有各种类型，花托有锥形的、凸

起的，有平展的，有下凹的，还有弧形的，因为花萼要长在花托上，而蔷薇科

植物的花萼常常是宿存的，所以我们把有花萼的花托就叫做萼筒，因为花托有

各种形状的，所以萼筒就有浅盘状的、锥形的、弧形的等等。 

绿色的部分是萼筒的部分，浅盘状的锥形的的和弧形的花托。 

对一朵花来讲，萼片和花瓣常常都是 5 个分离的，雄蕊多数，子房有上位

的，也有下位的，心皮有 1 个的，有 5 个的，还有多数的很复杂，心脾有分离

的，也有联合的，每个子房室里边的胚珠 1~2 个，因为它的雌蕊的类型比较

多，所以它将来形成的果实类型就比较多样一点。 

在这个科有聚合蓇葖果、有聚合瘦果，有聚合核果，还有核果，梨果。 

（2）蔷薇科植物常常根据子房的类型，心皮的数量和果实的类型，将这

个科分成 4 个亚科： 

这 4 个亚科分别叫做绣线菊亚科、蔷薇亚科、梅亚科（李亚科）、苹果亚

科（梨亚科），其中梅亚科又可以叫做桃亚科或者杏亚科或者李亚科，梨亚科

又可以叫做苹果亚科。 

我们先从图来感受一下 4 个亚科的区别点。 

 

 

学生分组讨论：每一组派代表说出 4 个亚科的区别点。 



①绣线菊亚科：5 个心皮分离的，将来形成果实是 5 个聚合蓇葖果； 

②蔷薇亚科：心皮多数，将来形成的果实是聚合瘦果，或者是聚合小核

果； 

③李亚科或者梅亚科：心皮只有一个，将来形成一个核果； 

④梨亚科或者叫做苹果亚科：5 个心皮合生的，形成 1 个果子，常常是子

房下位，形成的 1 个假果梨果，这是图解的 4 个亚科。 

这 4 个亚科的异同点，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亚科检索表来区别。我们知道

检索表的编制遵循二岐分类原则，也就是说非此即彼。请同学们先自己编写检

索表，然后请同学展示，最后验证。例如：如果这个亚科它将来形成的果实是

开裂的，是蓇葖果，而且常常不具有托叶，它一定是绣线菊亚科；如果这个亚

科果实是不开裂的，不是蓇葖果，具托叶，它应该属于蔷薇亚科或者李亚科或

者苹果亚科。 

那么什么是聚合蓇葖果？那三个不开裂的果又怎么区分？我们通过子房的

上下位把其中的一个亚科给它分出来，如果果实不开裂，但是是子房下位或者

半下位的，它一定是梨亚科或者是苹果亚科，它对应的是 5 个心皮，合生的果

实是梨果，如果果实不开裂，同时又满足是子房上位的，它应该是属于蔷薇亚

科和梅亚科。 

蔷薇亚科和梅亚科又怎么区分？看心皮数，如果他的心皮是多数分离的，

他将来一定会形成聚合果，它一定属于蔷薇亚科，如果它心皮只有一个，它当

然只有一个果实，所以它一定属于梅亚科。 

（3）四个亚科的属种介绍 

蔷薇科有全球 124 属，3300 余种，分布遍及全世界，以北温带为分布中

心。我国 51 属，1100 余种，产于全国各地。湖北 31 属 210 种。 

紧接着我们要看这个科有哪些代表植物？例如梅、桃、李、樱、月季、玫

瑰、蔷薇等。 

融入思政元素 

歌颂这些植物的诗词很多，你们最喜欢的诗词有哪些？请同学们讨论并回答，

利用超星学习通投屏展示，以下是部分截屏： 



 

通过诗词，鉴赏桃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樱的生机勃勃、李的纯洁清

雅、杏的幸福美满、月季的优雅乐观......，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厚植爱国情怀，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正确的三观而立德。 

月季，原产中国，栽培历史非常久远，所以它的品种极多，花型极多，颜

色极多，花入药活血调经的。我国的月季、茶香月季（R.odorata）分别于 1789

年和 1810 年传入欧洲，把反复开花的遗传性带到了欧洲，大大改善了当地的月

季种质，成为现代月季的鼻祖，到目前月季品种已达 6000 多个，几乎所有高级

的现代月季，都有中国月季的“血统”。（融入思政元素：植物学中的中国元

素，培养学生文化自信和增强民族自信心，厚植爱国情怀） 

下面我们要看的是玫瑰，也是一个木本植物，也是羽状复叶、花能够提炼

价格非常昂贵的玫瑰油，花入药可以凉血止痛的。玫瑰原产中国，品种极多。

我们现在花卉店买的玫瑰大多都是现代月季，而并不是玫瑰。 

小组讨论：玫瑰和月季它们的区别在哪里？我们怎么来辨识这两种植物？

你们平时买的玫瑰花是真的玫瑰花吗？ 

 

小组代表回答后，老师总结。第一，看叶子，这是玫瑰的叶子，玫瑰的小

叶数较多，小叶表面是发皱而不平整的。刚才看的是月季的叶子表面光滑的；

另外月季它的刺比较稀疏，而玫瑰大家想到带刺的玫瑰，它的刺是相对比较密

集的。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玫瑰它的花经常为玫瑰红色，其香味浓郁，是

非常重要的观赏与香精植物，所以愿同学们赠人玫瑰，手有余香。（隐性渗透

思政元素） 



融入课程思政： 

玫瑰是一种富有浪漫和文化内涵的花卉，在不同国家和文化中都具有特殊

的意义。现代玫瑰的培养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经过漫长的培育和繁衍，如今

的玫瑰已经成为世界各地最受欢迎的花卉之一。玫瑰在传统文化中常常作为爱

情、美丽和浪漫的象征，而在国际上，玫瑰也象征着友谊、和平和团结。讲述

玫瑰的故事，不仅可以弘扬传统文化，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还能够拓展学生

的国际视野，让他们了解不同文化对玫瑰的不同解读和赋予的意义。 

还有一个也容易和玫瑰、月季两种植物混淆的，就是蔷薇，也是来自于蔷

薇亚科，但是它是一个藤本，花色很多，花入药能够止血健胃，根也可以入药

有活血的功能。 

看图比较：蔷薇和上面的月季和玫瑰有什么不一样？首先蔷薇大多都是藤

本的，还有一个我们有一句古诗叫做蔷薇花开春归去。蔷薇花开的时候基本上

是立夏的季节，春天的花到蔷薇为止，后边开得很少了，而月季我们又叫它月

月红，只要条件合适，每个月都会开花，所以它的花期很长，而蔷薇集中在那

几天开，一年只开一次花。（隐性渗透思政元素：科学思维）     

金樱子：攀缘性的藤本，三出羽状复叶，它的茎和叶的叶柄上带有皮刺，

表皮细胞向外凸起形成的，所以这种皮质非常容易剥离，它的蔷薇果周生小

刺，蔷薇果是指的蔷薇科蔷薇亚科蔷薇属的这些植物，因为它的花托是杯形

的，它的里边有非常多的小瘦果。 

这是龙牙草，也来自于蔷薇亚科，多年生的草本植物羽状复叶，一对大叶

一对小叶，龙牙草又叫仙鹤草，全草入药，有强心升血压的一种功效。 

这个是来自于蔷薇亚科的地榆，多年生草本植物，羽状复叶，根入药有止

血止泻的功效。现在有一种药叫地榆升白片，是癌症放疗以后的一种升高白细

胞的药物。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来自于另外一个亚科的李亚科或者梅亚科的杏，乔木

单叶的，花先叶开放，早春开放，核果心皮只有一个，止咳的、祛痰的、通便

的，杏仁有微毒。杏原产我们国家，它可以作为水果食用。杏实际上和中医中

药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我们经常说中医医德好，医术高，叫杏林；教育界把教

师崇高的职业比喻为教坛。（隐性渗透思政元素：文化自信）  



接下来同样是来自于李亚科的桃，单叶的，花美丽，有单瓣的，有重瓣

的，那些重瓣都是用什么变的？雄蕊瓣化而来的，所以重瓣的桃子很难结果。

在牡丹、芍药、杏、梅等都会常常利用雄蕊瓣化的技术。核果，果实非常好

吃，它的种子也可以有祛痰、活血等功效。 

再来看看李亚科的梅，落叶乔木，单叶的，花单生的，品种极多，先叶开

花，在冬天开花，它的种子也可以入药的。 

苹果亚科的另外一个代表植物---枇杷，常绿，乔木，叶子比较大，叶子可

以入药，润肺止咳化痰。苹果亚科很多都是水果，苹果、梨子、海棠、木瓜等

等。 

融入课程思政： 

新疆野生苹果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重要例子。新疆

地区拥有丰富的野生苹果资源，这些苹果品种独特、珍贵，对于维持当地生态

平衡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加强对新疆野生苹果资源的保护和利

用，可以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同时也能够提高人们对于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认识和重视程度。 

还有樱桃，非常漂亮的樱花，日本晚樱、垂丝海棠、西湖海棠、贴梗海棠

等等，都来自于蔷薇科。蔷薇科的内容我们就学到这里，总结一下。 

4. 课程总结 

本节课我们学习了蔷薇科的典型特征、蔷薇科四个亚科的区别，四个亚科

的代表植物。在蔷薇科的演变过程当中，它从单雌蕊到复雌蕊，从上位子房到

下位子房，从真果到假果，最终形成了今天看到的多姿多彩的蔷薇科大家族。

（隐性渗透思政元素：演化规律，尊重自然，热爱自然）    

主题讨论：既然这 4 个亚科存在那么多的形态学特征的差异，为什么我们

要将它称为蔷薇科的 4 个亚科，而并非将它们称作是 4 个不同的科？（讨论后

学习通上传），以下是学生讨论结果的部分截屏： 

 



 

师生互动：启发并鼓励同学们发言。首先所有的蔷薇科的不同的植物，它

们都具有蔷薇花冠，这也正是蔷薇科名称的来历；其次蔷薇科所有的植物它的

雄蕊类型是高度一致的；（最近的研究）根据全基因组测序表明它们之间确实

有非常近的亲缘关系，所以说它们是蔷薇科的 4 个亚科。 

课后，学生进一步通过互联网总结相关知识和研究进展，制作知识体系思

维导图，通过整理和修改研究报告进一步提升思政效果。 

（三）教学评估 

1. 多元化设计课程思政评价体系 

对专业课思政教育效果进行考核，只有加强对学生理论素养、情感态度、 价

值观念、行为表现、综合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评估和考核，才有利于充分发挥课程

思政在大学生思政教育中的主导作用。因此，课程采用讨论发言、课堂展示、调

查报告、案例分析等相结合的多元评价形式，在评价过程中综合采用教师评价、

学生自评、生生互评相结合的多元评价主体。教师的评价通过课堂观察、课堂展

示、平台学习行为跟踪及在线测试等手段完成。 

2. 本部分的课程思政教学评价 

（1）考查学生对于蔷薇科植物的形态观察、花的解剖探究能力、知识归纳总

结和分析能力，可以采用书面测试、口头答辩和实际操作等形式进行评价。 

（2）通过学生小组讨论和展示，评价学生对于课程思政素材的理解和体悟程

度，以及其对于花卉、水果、中药材和生态系统的认识和态度的转变进行评价。 

以上教学设计，能够充分挖掘植物学课程中的思政素材，在传授专业知识的

同时，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促进其全面发展。 

 



五、教学效果及反思 

本节课依据大学一年级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实际水平进行教学设计。在教学

过程中以“知识为载体、思政为灵魂”，通过课前布置任务、课中多维思政元

素融入、课后拓展反馈的闭环流程，实现专业教育与价值观塑造的深度融合。 

总体上该设计充分挖掘了课程内容中的思政元素，思政内容贴合课程知识

点，教师讲述中将思政元素与知识点有机融合，做到“不离专业讲思政，渗透

思政讲专业”,达到对学生进行价值塑造、思想浸润的育人效果。 

不足之处：本节内容的专业知识有一定难度，四个亚科的区别可以通过学生

反复观察实践、归纳总结化解难点，对于实现教学目标中对学生相关能力的培养

有一定难度，需要进一步探寻更有效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