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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理学课程在我校是面向三年级本科生

开设的专业主干课，整个课程有 108 个学时，其

中理论课为 72 个学时，实验课为 36 个学时。一

直以来，我们都采用潘瑞炽先生等(2004)主编的

《植物生理学》为教材，由于教材内容比较多，临

考复习时，学生反映内容比较多且零碎，难于复

习记忆。

关于复习课，一般教师都感到不好上，许多

学生也觉得乏味，缺乏新鲜感。究其原因，主

要是复习课的内容面广、容量大，教师在教学方

法和手段上受到限制，缺乏新意；学生因教师的

教法单调，觉得复习课就是已学知识的简单重

述，因复习时间紧迫而对复习课不感兴趣。我们

在10多年来的植物生理学复习课教学实践中，针

对不同章节、不同的教学内容，采用灵活多样的

教学方法和手段，作了一些尝试，效果较好。学

生普遍认为，自从采用了这样一系列形式多样的

复习方法后，他们大大地提高了对复习课的兴

趣，对课程的重点和难点内容比以前记得更深

刻、更牢固，对课程理论知识的掌握也比以前更

容易、更完整和更系统，因而考试的成绩比以前

有进步。我们特写此文，与同行们共同切磋。

1  列表归纳式复习

如在复习“植物的矿质营养”一章的植物细

胞吸收溶质的方式时，我们通过表1把植物细胞吸

收溶质的 4 种类型：离子通道运输、载体运输、

离子泵运输和胞饮作用等一一罗列出来，这样学

生可以将这4种不同吸收类型通过电化学势梯度、

运输情况以及运输的载体、通道这3项内容进行对

比，从而加深印象，便于记忆掌握。又如冷害和

冻害是植物低温伤害的的2种类型。如果直接按照

教材的内容照本宣科地给学生复习，因其内容多

而复杂，难以把握要领，因此，我们将这部分知

识整理综合成表2的形式，这样学生就比较容易理

解和掌握，收到良好的复习效果。

2  师生讨论互动式复习

教师按照复习提纲中的问题，组织全班或小

组进行讨论，然后引导学生作总结，或由教师总

表1  4种植物细胞吸收溶质类型的比较

        吸收方式                                电化学势梯度                                         运输方式                                运输的载体和通道

离子通道运输 顺着电化势梯度 被动运输 离子通道(内在蛋白)

    同向运输载体
载体运输 顺着电化学势梯度、逆着电化学势梯度 主动运输、被动运输 载体蛋白单       向运输载体

    反向运输载体

离子泵运输 逆着电化势梯度 主动运输 载体蛋白、通道蛋白

胞饮作用 顺着电化学势梯度 被动运输 质膜的内折

结，这种复习课适合于综合性强、疑难问题多、

容易开展讨论的内容。例如，在复习“植物细

胞信号转导”一章时，我们列出了以下 2 个与

“植物生长物质”和“植物的生长生理”这 2 章

中有密切关联的问题，如问题 1：当植物遭受干

旱胁迫时，植物体内或者外施的脱落酸是如何作

为化学信号通过一系列细胞信号转导途径，最终

导致气孔的关闭的？问题 2：含羞草受到外界的

机械振动后，是如何在体内作出相应的生理反应

的？让学生通过相互讨论、相互回答问题，各抒

己见，从中复习和巩固这一章的内容。

3  学生习题练习式复习

拟出练习题，让学生当堂作业，或列出知识

比较类的表格，让学生逐项填写，练习题要能反

映出章节的知识体系并能突出重点。作业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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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冷害和冻害对植物伤害的比较

      比较内容                                    　　   冷害                                                          　　　　　 冻害

概念 在零下低温时，虽无结冰现象，但能引起喜温植 温度下降到零度以下时，植物体内形成冰冻，以
物的生理障碍，以致植物受到伤害甚至死亡。 致植物受到伤害，甚至死亡。

结冰情况 未结冰 胞内和胞间结冰
伤害温度 0℃以上低温下膜相改变，膜损坏引起代谢紊乱， 0℃以下低温胞间结冰引起细胞质过度脱水，破坏

导致植物死亡。 蛋白质分子和细胞质凝固变性； 胞内结冰导致原

伤害机制 生质损伤、膜与细胞质破损；最终导致植物死亡。

表3  五大类植物激素的比较

植物激 英文 化学 基本 运输 生物 生理 作用  生产中

素种类   名 性质 结构 情况 合成 作用 机制 应用情况

生长素类

赤霉素类

细胞分裂素类

乙烯

脱落酸

表4   光合作用的机制

    经历的过程     能量转变     贮存能量的物质       发生场所           发生的条件                       产物

光反应 原初反应      光能 量子
       ↓

电子传递      电能 电子 光合膜 光、H 2 O 、叶绿体色素 同化力(ATP、NADPH)
       ↓

光合磷酸化 活跃化学能 质子、A T P 、
N A D P H

活跃化学能 同化力( A T P、N A D P H )
暗反应 碳同化        ↓ 糖类等 叶绿体的基质 各种光合产物

稳定化学能 催化碳同化过程的各种酶

辅以观察或对学生进行一些必要的辅导。例如，

我们在复习“植物生长物质”一章时，列出表

3 那样的内容，让学生在完成表格的同时，也能

比较全面地复习和总结原有教学计划中拟定的五大

类植物激素的教学内容。

铁这几种元素的生理作用和缺乏症。我们通过总

结学生已做过的与此内容相关的综合性实验 —

氮、磷、钾、铁元素对植物生长的影响，将做

得比较好的小组的实验结果做成幻灯片，演示给

学生看，让学生在实验总结中深刻而全面地记住

所学内容，这样做的复习效果较好。

总之，植物生理学复习课中，教师可以大胆

尝试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课堂效益，提高

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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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体系进行讲授。此体系可以是原来的，但

最好是重新设计的，以便于突出教材的本质内容

和内在联系。或者将复习内容按性质归类，并配

以较好的多媒体课件，进行综合讲解。如在复习

“光合作用机制”内容时，我们通过制作表 4 加

深学生对整个光合作用过程的了解，让学生对光

合作用从开始到结束，从能量变化到物质变化都

有一个完整的认识。这样学生可以比较全面而系

统地复习已学过的知识，浓缩知识，将书本从厚

读到薄。

5  实验总结式复习

 这种复习方法就是通过总结与理论知识相关

的实验结果和现象，以达到复习理论课有关知识

内容的目的。例如，“植物的矿质营养”一章

中涉及各种元素比较多，要复习好这方面的内容

不很容易，特别是作为重点内容的氮、磷、钾、

4  教师系统讲授式复习

这种形式的复习课要求将复习的内容组织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