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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环境污染严重，人类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全球

气候变暖、酸雨、生物多样性锐减、资源和能

源消耗过快、土地沙漠化严重、水资源匮乏和水

污染严重等。一方面是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资源

迅速减少、枯竭；另一方面公众环境意识却相对

薄弱，仍在无休止地破坏环境。环境危机现状与

公众环境意识淡薄之间存在严重的矛盾，因此，

开展环境教育刻不容缓(王志平 2005)。培养和提
高学生的环境意识，并对他们进行环境教育是我

们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本文就如何在植物生理

学教学中实施环境教育谈谈我们的一些心得与体

会。

1  环境教育的内容
我们在植物生理学教学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内

容，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来自教材中涉及的

有关环境问题的内容，具体落实到每一章节(表 1) ；
另一方面是教材之外的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

社会新闻内容、当今世界环境热点、与环境有关

的各种媒体(如有关的参考文献与资料、书籍、网
络文字、电子资料等)的内容。前者我们直接结
合课堂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环境教育，后者由教

师在平时日常生活中有目的、有计划地收集与环

境和课本知识相关的环境教育素材。

2  环境教育的方式
在综合性大学生物学专业的各门课程中，植

物生理学课程与环境教育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

植物都生活在环境中，与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

系：一方面，植物要从环境中不断地摄取物质和

能量，受环境制约；另一方面，植物的生命活

动又不断地改变环境，植物与环境是统一的整

体。我们认为，植物生理学是适合进行环境教育

的一门学科。教学中我们采用课堂教学渗透、课

外思考讨论和实验小课题研究 3种方式。
(1)课堂教学渗透。现行的植物生理学教材

(潘瑞炽 2004)中涉及的环境教育内容较多(表 1)，
我们在讲清楚基本概念和原理的基础上，对课本

中涉及到的环境教育内容适当延伸扩展，结合学

生身边的环境问题，增加趣味性内容，启发学生

思维，激发其探讨环境问题的兴趣和积极性，使

学生认识到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生存的意义和环境污

染的危害，掌握基本的环境科学知识，教育和帮

助他们形成爱护自然、保护环境的良好习惯，树

立保护环境的意识和责任感。例如在讲授“光合

作用”一章时，通过对光合作用过程、有机物

的制造和温室效应内容的介绍，将“光合作用”

的内容与大气环境污染联系起来，进而给学生渗

透诸如工业排放 CO2对环境的影响、植树造林、

增加 O 2的产量、大气污染的现状和防治、温室

效应、厄尔尼诺现象和《环境保护法》等环境

教育的知识内容和生活例子，这样既活跃了课堂

气氛，学生学到了植物生理学知识，又接受了环

保教育，使学生切身体会到环境问题与我们的生

活是息息相关的，并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严峻性与

紧迫性(邢丁玲 2000)。
(2)课外思考讨论。我们在教学过程中，根

据不同的教学阶段有选择地布置课外讨论作业，

有时是具体的一个题目，有时是一个范围，比如

讲完“光合作用”一章的内容后，就有关“植

物的光合作用与环境保护”将学生分成小组，每

组自定讨论题目。教师指导学生查阅中外文资料

和文献检索，制作多媒体幻灯片，最后每组选一

个代表就他们定好的题目在全班作发言讨论。在

学生发言交流后，由教师对学生发言的内容进行

总结和归纳，不足的内容加以补充。学生对这样

的活动非常感兴趣，他们认为采用这样形式的讨

论交流活动既拓宽了知识面，培养和提高了自主

教学园地 Teaching



植物生理学通讯  第 44卷 第 3期，2008年 6月 549

关的实验小课题，实验中由学生自主选择实验材

料，独立制定实验方案和实际操作，教师只为学

生准备必需的实验药品和仪器，在实验过程中给

予必要的帮助和指导。我们的具体做法是，先把

学生分组，5~6个学生为 1个小组，实验前 1周
在教师的指导下制定具体的实验方案，实验方案

包括实验目的、意义、原理、拟采用的实验方

法、实验的具体操作步骤、实验所需条件(实验
仪器、实验药品等)、实验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
预期的实验结果等。经过教师审核、批改后，由

学生按照制定好的实验方案进行具体的实验操作。

学生做完实验，完成实验报告和老师批改以后，

再挑选出做得比较好的几个小组的同学，让他们

将实验报告做成多媒体幻灯片，向全班同学演示

整个实验过程，分析实验结果，总结实验结论，

表 1  植物生理学教学中渗透环境教育的内容

　 　　 　     教学内容 　　　　　　　　　      环境教育内容要点 　　　　　　　　　    渗透拓展延伸内容

植物的水分生理 根对水分的吸收； 根吸水对保水固土的作用，蒸腾作用对自 一切生物离不开水；中国水资源状况；

植物的蒸腾作用 然界水循环所起的作用。根系牢牢抓住土 水体污染和水资源保护；节约用水；

壤，防止水土流失；森林可以增大大气的 《水法》与《水污染防治法》。森林

湿度，使天空的云量增多，从而增加降雨 的作用；毁林的恶果；《森林法》；

量，大规模植树造林可减轻干旱，调节气 我国目前森林现况；水土流失、耕地减

候 少、物种减少的情况

植物的矿质营养 根对无机盐的吸收； 根系牢牢抓住土壤，防止水土流失；各种 农村中小型造纸厂、化肥厂、化工厂的

矿质代谢；植物的 无机盐对土壤造成的影响，无土栽培技术 排污不达标，导致水体、土地污染、

溶液培养 的应用 板结土壤；无公害、绿色蔬菜；无土

栽培技术的应用可以减少环境污染

植物的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过程； 绿色植物是 “自动的空气净化器 ”，保持大 工业排放 CO 2 对环境的影响，植树造

有机物的制造； 气中 O 2 和 CO 2 含量的稳定；当今世界面临 林，增加 O 2 的产量；大气污染的现状

温室效应 四大难题：粮食、人口、环境、资源， 和防治；温室效应；厄尔尼诺现象；

重点是环境问题 《环境保护法》

植物的呼吸作用 植物的呼吸作用与 应用物理方法低温抑制呼吸作用水平以及微 农产品的无公害防腐贮藏保鲜；绿色环

农作物的贮藏保鲜 生物的活动的原理，对农产品进行无污染、 保食品等

无毒害作用的环保贮藏保鲜

植物体内有机物 植物次级代谢物质 植物次级代谢物质如花色素等赋予自然界花 对自然环境的美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的代谢 ( 萜类、酚类物质、 果丰富多彩的颜色，一方面美化了自然环 从植物体中提取的一些天然的次级代谢

生物碱)的作用 境，另一方面吸引各种昆虫给植物传粉， 物质(主要是萜类)应用在化妆品(如香水、
延续了后代 口红、染发剂等)上无副作用，可减少

化学污染对人体的伤害作用等

植物生长物质 植物激素；植物生 植物体内的植物激素调节生长发育过程 尽量用天然的植物生长物质替代化学农

长调节剂 药，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和减少化学农

药的用量，降低环境污染的程度

植物的生殖生理 植物的成花生理 植物开花可美化环境，繁衍后代 使自然环境生态稳定平衡，各种动植物

昆虫分布均衡

植物的抗性生理 植物的环境胁迫； 环境影响植物的分布、生存；环境因素影 环境因素导致植物基因突变、染色体变

植物的抗性 响植物的生长发育过程；影响农作物的质 异、植物不正常的生长发育等

量和产量

学习能力，又在查阅资料和交流的过程中了解和

学习到更多关于环境方面的知识和新的研究进展，

从而将所学的专业知识与环境问题结合起来，从

而增强了学生热爱环境，自觉保护环境的意识。

(3)开展实验小课题研究。环境科学是一门综
合性学科，涉及面广，有的问题需要运用学生过

去所学的知识和一些目前还没有学到的新知识去解

决，我们除了在理论课上有针对性地进行渗透环

境教育外，还结合我们的实验室和学生的实际情

况，结合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开展一些与环保有

关的实验小课题研究，让学生通过这些环保方面

的研究性小课题，以达到实验课程中渗透环境教

育的目的。例如，让学生自行选择或者由老师给

出一些题为“酸雨对植物生长的影响”、“水体

酚类化合物污染对植物生长的影响”等与环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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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老师和学生就实验中的一些问题向讲述的

学生进行提问，彼此交流与互动，效果较好(江
月玲 2006)。我们的实践表明，通过环保方面的
研究性小课题，学生有了亲身的体验，并通过查

找资料、自行设计实验方案、独立操作实验、撰

写实验报告以及交流讨论，不仅为环境教育开辟

了新的学习空间，专业知识与环境教育可有机地

结合在一起，而且还能提高学生的环保意识、创

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3  几点体会
经过几年来的摸索和实践，我们在植物生理

学教学中渗透环境教育，收到比较好的效果。如

学生学习植物生理学的积极性和兴趣有提高，学

生参与环境保护的意识加强，学生们还自发成立

了“环保社”，进行环保宣传，做好学校的环

境清洁工作，使校园的环境更优美。此外。在

教学过程中我们认为，环境教育渗透要注意适

时、适量。所谓适时，就是在课堂上讲到相关

的教学内容时才渗透；适度就是要根据具体的课

程教学大纲、学时数以及学生的接受效果决定讲

授的量和时间。总之，环境教育是一门涉及自然

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包括生物、物理、

化学、地理、人文、社会等多个学科的知识，

作为一名植物生理学教师，自身也应该加强环境

教育的意识，平时注意多收集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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