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项目：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J2012104）。
收稿日期：2015—05-21

作者简介：金 山（1972—）男，内蒙古通辽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植物学、植物生态学、民族植物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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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我校实际情况，构建了植物学野外实习成绩综合评价体系。综合评价体系由小组评价和

个人评价两部分组成。小组评价由标本多样性、标本压制质量、采集记录、鉴定准确率、遵守纪律情况、上台

纸质量、工具完好情况、小组汇报 8 个指标构成；个人评价由实习笔记、检索表使用能力、面试成绩、笔试成

绩和实习总结 5 个指标构成。个人综合成绩由小组成绩和个人成绩组成，各占 50%。实践证明，该综合评

价体系能够客观反应学生的学习成绩、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巩固学习成果、培养团队协作能力、有助于强化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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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学野外实习是植物学教学的重要实践环

节，是植物学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当中的重要教学

过程，在加强对学生的素质教育与培养创新能力方

面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1]。通过野外实习实

践教学，使学生在巩固理论知识的同时能够培养观

察能力、动手能力、认知能力、科研思维能力以及吃

苦耐劳精神。因此，如何提高植物学实习实践教学

的效果，如何理论联系实际，如何培养学生综合能

力，对于学生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文章对长治学院在植物学野外实习综合评价

体系的改革和应用效果进行总结，为相关学校相关

专业的野外实习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1 构建综合评价体系的必要性

植物学野外实习是一项综合性实习，其目的是

学习和巩固植物学专业知识；学会和掌握植物标本

采集和制作方法；学会使用工具书鉴定植物；认识

植物与环境的关系；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的情怀和

保护环境意识；在艰苦环境中锻炼学生吃苦耐劳、
独立自主、团结协作、勇于实践等优良作风。因此，

为了达到实习目的，必须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综合

评价体系。考核方式是实习教学活动的指挥棒，有

什么样的考核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学习态度与之对

应[2,3]。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应能够客观反映学

生的学习成绩，同时还应有效促进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激发学习的主动性、发挥学生的创造力和潜能，

具有可操作性，有助于管理工作顺利开展。

2 旧评价体系的不足

2.1 实习成绩评价指标单一

2013 年以前，我校没有植物学野外实习具体的

教学大纲和要求，也没有一套完整的评价体系。实

习目的要求和内容都是指导教师依据经验临时制

定，学生成绩的评价仅是专业知识单方面的考核，

只要学生稍加用功记忆就能得到不错的成绩。后来

逐渐将标本的数量和质量计入成绩，但所占比例较

小，难以激发学生制作标本的积极性，因此学生也

很难制作出合格美观的标本。
2.2 小组成绩与个人成绩不结合

以前为了激发学生的积极性，曾经采用过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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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小组的办法，即根据平时表现和标本制作质

量，评选出优秀小组。但是，优秀小组和优秀个人完

全是两回事，结果出现优秀小组成员的个人平均成

绩比其他小组成员分数低的情况，相互矛盾。因此，

这种评价方法存在弊端。按理说优秀小组中会产生

个人成绩最好的优秀个人，并且优秀小组的个人平

均成绩理应比普通小组高才对。由于评价体系中个

人成绩与小组成绩没有关系，学生只要能够学好专

业知识就可以拿到高分。因此，过去的评价体系不

能激发学生集体劳动的积极性，反而使小组内出现

了不能及时压制标本、不能及时修剪和换纸等现

象，从而给管理工作中带来了不少困难。

3 综合评价体系的构建

3.1 综合评价指标的选择及赋分

经过多年的实践，不断总结、反思和探索野外

实习评价体系，并参考其他院校的改革经验[4-12]，笔

者逐步建立了一套植物学野外实习综合评价体系，

包括小组成绩和个人成绩，评价指标及分值见表 1。
目前已连用 3 届学生，效果较好。

小组成绩由标本多样性、标本压制质量、采集

记录、鉴定准确率、遵守纪律情况、上台纸质量、工
具完好情况、小组汇报等指标。标本多样性根据标

本的科、属、种的数量打分，植物物种数量最多小组

为满分；标本的压制质量主要根据植物形态性状完

整程度、修剪美观程度、有无发黑发霉情况进行打

分；采集记录分数主要根据物种记录完全程度和详

细程度；鉴定准确率由专业指导教师把关，准确率

最高的小组得满分；遵守纪律情况由辅导员根据平

时的表现给出分数，如有迟到、人数不齐、在工作时

间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小组协作差等情况，应当

扣分；上台纸质量主要根据性状的保留完好程度及

美观程度进行打分；工具完好程度根据发放数量和

标准回收，如有丢失或损坏、毛边纸叠放捆扎不整

齐等应扣除相应的分数；小组总结汇报由小组组长

汇报，由多个老师共同打分取平均值。根据小组成

绩高低排列选出前 2 名为优秀小组。
个人成绩由实习笔记、检索表使用能力、面试

成绩、笔试成绩、实习总结五个方面构成。实习笔记

由指导教师检查 3 次后取平均值，主要依据内容多

少、记录详细准确程度、有没有自己归纳总结的内

容、有没有图表等；检索表使用能力由指导教师利

用每天鉴定标本的时间检查学生鉴定标本情况；考

试分两种，一种为试卷考查的笔试，另一种是老师

提问学生当场回答的面试，每个学生回答 3-5 个问

题，由老师给出成绩；实习总结的内容主要包括专

业知识、心得体会和意见建议。
3.2 小组成绩与个人成绩的计算

小组成绩为小组评价各指标得分之和。个人成

绩是个人评价各指标得分之和。个人综合成绩是由

小组成绩和个人成绩算出，各占 50%，即：个人综合

成绩 =（小组成绩×50%）＋（个人成绩×50%）。

4 综合评价体系运行效果检验

4.1 比较不同年级植物学野外实习考试成绩

选取采用新评价体系之前的 2009、2010、2011

三个年级的面试成绩和笔试成绩与新评价体系之

后的 2012、2013、2014 级进行对比 （实习时面试主

要内容为识别标本和重点识别特征，笔试内容主要

是科属种的形态特征以及相互比较），结果见表 2

由表 2 可知，不同年级的面试平均成绩差距不

大，但笔试成绩差异显著，即采用新评价体系之后

的 3 个年级成绩明显高于之前的 3 个年级。说明后

3 个年级学生对于植物科、属、种的形态特征及形态

术语掌握情况较好。在采用新评价体系的 3 个年级

当中 2014 级成绩略高于 2012 级和 2013 级。2015

年对于新评价体系进行微调改进，将标本鉴定准确

率分值由原来 10 分调整为 20 分。教学方法上也做

了调整，由原来老师讲解科、属特征，学生记录转变

为学生自行查阅工具书鉴定，指导教师每日检查鉴

定情况并打分，然后指导和纠正学生的鉴定结果。
上述做法调动了学生自己动手鉴定标本、使用检索

表、查阅植物志的积极性。

小组评价指标 分值 个人评价指标 分值

标本多样性 10 实习笔记 10

标本压制质量 10 检索表使用能力 20

采集记录 10 面试成绩 30

鉴定准确率 30 笔试成绩 30

遵守纪律情况 10 实习总结 10

上台纸质量 10

工具完好情况 10

小组总结 10

表 1 植物学野外实习成绩评价体系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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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比较实习一年后标本识别能力

实习结束一年后，选择不同年级实习成绩前 30

名学生，在实验室识别当年实习时采集制作的标本

100 种，1 个物种 1 分，满分 100 分。参加测试的年级、
时间和成绩见表 3。新评价体系之前的 2011 级实习一

年后的识别成绩平均为 26.4 分，而施行新评价体系之

后的 2012 级为 51.9 分，2013 级为 48.7 分，均明显高

于 2011 级，分别高出 25.5 分和 22.3 分。
学生的成绩表明新的评价体系教学效果持续

性比较长，能够促进长期记忆，反映了新评价体系

之后的学生实习时是用心学习而不是突击学习应

付考试。因此，新教学评价体系对教学具有一定的

促进作用。

5 讨论

5.1 综合评价体系促使学生动手操作

自己动手操作印象更深刻，记忆更牢固。学生

自己使用检索表鉴定，不仅熟悉植物形态术语，而

且还能记住各种植物的识别特征和不同科、属、种
之间的区别。鉴定标本的过程也是一个感性认识与

理性认识结合的过程。自己动手鉴定过的标本，会

对其形态特征记忆犹新。每天换两次纸也是一种动

手操作，每翻一张标本就是一次复习的过程，是巩

固学习效果的手段。另外，为了应对两种考试，学生

会做好笔记并积极复习，在不断的复习过程中巩固

了所学知识。

5.2 综合评价体系能够有效促进学生的积极性

从近三年实习情况看，整个实习过程中学生们

的表现非常积极，早晨很早起来换纸、背所采集标

本的植物学名词术语、及科、属、种名称及其特征。
实习笔记虽然没有形式和内容上的要求，检查记录

本上可看出，多数学生记的是物种名称及识别特

征、科属的重要特征；也有优秀学生的记录本，不仅

全面记录了各个科、属、种名称和识别特征，而且附

有图片和疑问批注，写的非常认真。
5.3 综合评价体系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

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对于学生来说也提供了

一个取长补短的机会，如学习成绩差一些的学生可

以用其他指标来弥补考试成绩上的不足，比如多参

加劳动，学习笔记写的好、实习总结写的好、会使用

检索表等，不论对小组的成绩还是个人的成绩都有

贡献。
5.4 综合评价体系能够激发团队协作精神

小组成绩和个人成绩结合的模式将小组成员

结合在一起，彼此必须协同合作才能将压制标本、
修剪标本、鉴定标本的工作及时完成。
5.5 综合评价体系有利于管理工作

以前注重强调实习期间的纪律，但效果不佳。
运用新的综合评价体系以来，学生都忙着鉴定标

本、换纸、做记录、做笔记、复习，指导教师和辅导员

忙于检查、打分、指导、解答疑问。因此，整个团队的

管理工作非常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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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of Botany Field Practice

Jin Shan1,2，Tie Jun1,2，Qin Yong-yan1,2，Zhang Gui-ping1,2，Ru Wen-ming1,2
（1.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Changzhi University, Changzhi Shanxi 046011；

2. Institute of Taihang Mountain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 Changzhi University, Changzhi Shanxi 046011）

Abstract：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angzhi univercity,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field practice of botany was established，which was composed of group evaluation and
individual evaluation. The group evaluation was composed of 8 indicators: the sample diversity, the quality
of the specimen pressing, the collection and record, the identification accuracy, the discipline, the quality of
the paper, the tool condition, the team report. The personal evaluation was composed of 5 indicators: the
practice notes, the use ability of the retrieval table, interview result, written examination achievement and
practice summary. Team and individual achievements account for 50% of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The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can objectively reflect the students' learning
performance, effectively stimulate the students' enthusiasm, and consolidate the results of learning. What' s
more，it contributes to cooperatian and managment.

Key words：Botany；field practice；comprehensive score；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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