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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学习促进 《植物检疫》课程教学效果的探讨

许益镌
( 华南农业大学昆虫学系，广州 510642)

摘要: 本文介绍了一种小组学习方式提高《植物检疫》教学效果的方法。试验于 2010 － 2014 年在本科生中进行，

每届学生被分为两批进行比较试验。借助互联网辅助小组学习和文献研读小组学习两种方式对学习效果的影响进

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两种教学方式均有效提高了学生的测验成绩，反馈问卷显示两种教学方式受到学生的欢迎

并有助于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小组学习的方式可作为《植物检疫》课程教学的重要辅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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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study for teaching Plant Quarantine to college students
XU Yi-Juan ( Department of Entomology，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42，China)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scribe an innovative method used for teaching Plant
Quarantine. From 2010 to 2014，49 － 60 students each year were divided into two batches. With the help
of the Internet assisted group learning and literature study，the influence of two ways on the learning effect
was studi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wo teaching methods are effective in improving the students ＇ test
scores，and the feedback questionnaire shows that the two teaching methods are popular with students and
help to stimulate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The way of groups learning can be used as an important assistant
method for Plant Quarantine teaching.
Key words: Internet assisted learning; literature reading; plant quarantine; facilitated learning

《植物检疫》课程是为植物保护专业高年级学

生开设的专业课，是与法律学、昆虫学、生态学、
微生物学、植物病理学、分 子 生 物 学、地 理 学、
农业气象学、信息学等许多学科有关的一门综合

性交叉科学 ( 孙现超等，2010; 唐晓琴和 卢 杰，

2011) 。学习《植物检疫》的学生一般已学习 《普

通昆虫学》和 《农业昆虫学》等专业基础课程，

具备了相关的专业理论知识，同时也掌握利用专

业知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的能力，但检疫性有害

生物涉及病、虫、杂草等，涉及范围广且种类多，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容易因为种类太多而失去

兴趣 ( 王俊平，2009; 张皓等，2012) 。
因此，在《植物检疫》课程教学中如果能更

好地把理论知识和实际应用能力有机结合起来，

将有助于通过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学效果，

也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以及独立分析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笔者根据文献资料和自己多年的

教学经 验，研 究 了 提 高 植 物 保 护 专 业 学 生 学 习

《植物检疫》兴趣的方法，以期为进一步改进教学

方法和提高教学质量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方法

1. 1 互联网辅助小组学习效果

该试验在 2010 － 2014 年本科生中进行，各年

修课学生为 49 － 62 人，被随机地平均分成两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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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批学生都被安排参加 “危险性害虫: 鳞翅目”
这一章节的教学内容，内容涉及苹果蠹蛾、美国

白蛾、蔗扁蛾与小蔗螟等，课时为 90 min。两批

学生被分别安排参加以下两种教学方式: ( 1 ) 教

师以传统的教学方式进行授课，即以 PPT 和板书

的方式向学生介绍主要课程内容; ( 2 ) 另一批学

生则参与互联网辅助小组学习，总共被分为 6 小

组，每小组 3 － 5 人组成，学生先被要求借助阅读

教材和互联网查询相关知识点，期间教师辅助做

好需要的协助工作，45 min 后学生在小组内讨论

各知识点并由小组代表展示相关内容，最后由教

师进行点评并重点归纳。两批学生均在课后接受

进行测验 ( 总分值为 30 ) ，内容主要涉及地理分

布、寄主与危害、发生特点、检疫方法等。同时，

参加小组学习的学生在课后接受匿名问卷调查，

问题主要针对小组学习的目标明确性、促进因素、
阻碍因素以及改进建议等。
1. 2 文献研读小组促进学习效果

该试验在 2010 － 2014 年本科生中开展，各年

修课学生为 49 － 62 人，被随机地平均分成两批。
两批学生都被安排参加 “危险性害虫: 半翅目”
这一章节的教学内容，内容主要涉及葡萄根瘤蚜、
苹果绵蚜、松突圆蚧及近年来新入侵害虫扶桑绵

粉蚧 ( 王 琳 和 杨 晓 朱，2010; 陈 华 燕 等，2011 )

等有害生物，课时为 90 min。两批学生被分别安

排参加以下两种教学方式: ( 1 ) 教师以传统的教

学方式进行授课，即以 PPT 和板书的方式向学生

介绍主要课程内容; ( 2 ) 另一批学生则参与文献

研读小组的方式进行学习，总共被分为 6 小组，

每小组 3 － 5 人组成，学生先被要求阅读 1 － 2 种重

要虫害的相关文献，根据要求学生在阅读文献时

要归纳出害虫的地理分布、寄主与危害、发生特

点、检疫方法等，期间教师辅助做好需要的协助

工作，45 min 后学生在小组内讨论各知识点并由

小组代表展示相关内容，最后由教师进行点评并

重点归纳。两批学生均在课后接受进行测验 ( 总

分值为 30 ) ，内容主要涉及地理分布、寄主与危

害、发生特点、检疫方法等。同时，参加小组学

习的学生在课后接受匿名问卷调查，问题主要针

对小组学习的目标明确性、促进因素、阻碍因素

以及改进建议等。
1. 3 统计方法

试验中所获得的课堂小测分数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进行比较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异，问卷

各问 题 反 馈 数 据 以 频 数 形 式 分 析， 数 据 用

SPSS 14. 0 进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 1 互联网辅助小组学习效果

图 1 反映互联网辅助小组学习效果的数据，

结果表明参加该种小组学习的学生测试成绩均显

著高于对照组 ( 2010 年: t = 7. 156，df = 47，P ＜
0. 0001; 2013 年: t = 6. 096，df = 49，P ＜ 0. 0001;

2014 年: t = 4. 694，df = 60，P ＜ 0. 0001) 。问卷调

查结果显示: 互联网辅助小组学习方式受到学生

的肯定，学生认为目标明确，利用互联网辅助、
小组形式和主动学习等是促进学习效果的方式，

但是也有部分学生认为该种方式会因为缺少时间

准备而影响效果。不少学生希望今后能提供更多

类似的教学方式 ( 表 1) 。

图 1 互联网辅助小组学习效果

Fig. 1 Effect of Internet assisted group learning
注: 图中同一年份柱上标星号表示有显著差异 ( P ＜
0. 05，独立 样 本 t 检 验 ) 。Note: Bars in the same year

labeled with*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 P ＜
0. 05，independent t-test) ．

2. 2 文献研读小组研读促进学习效果

课堂测试结果表明，文献研读小组学习方式

可取得良好的效果，学生测试成绩均显著高于对

照组 ( 2010 年: t = 2. 594，df = 47，P = 0. 012;

2013 年: t = 3. 502，df = 49，P = 0. 001; 2014 年:

t = 3. 337，df = 60，P = 0. 001; 图 2) 。同样，课堂

后参与小组学习的学生的反馈结果显示: 文献研

读小组学习方式的目标明确同时也被学生喜欢。
学生认为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小组形式和主动学

习是促进学习效果的方式，但是也有部分学生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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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学生对问卷各问题反馈频数

Table 1 Frequency of the various feedback from the students

问题

Question

互联网辅助小组

Internet assisted learning

group ( 81* )

文献研读方式

Traditional learning

group ( 81* )

1. 目标明确性 Objectives

清晰 Clear 60 58

无回答 No feedback 21 23

2. 促进因素 Facilitating factors

互联网辅助学习 Internet as learning tool 28 0

小组形式 Group work 22 25

阅读相关文献 Literature reading 0 28

主动学习 Active learning 23 20

学生自己展示 Presentations by students 5 0

3. 阻碍因素 Hindering factors

缺少时间准备 Short time for preparation 16 12

展示枯燥 /太快 Presentation monotonous / fast 5 0

4. 建议 Suggestions / comments

提供更多这样的方式 Conduct more classes like this 26 29

注: * 数据为互联网辅助小组学习和文献研读 2010 － 2014 年试验合并值。Note: * Data for Internet assisted learning and literature
reading groups were combine from 2010 to 2014.

为该种方式会因为缺少时间准备而影响效果。超

过 1 /3 的学生希望今后能提供更多类似的教学方

式 ( 表 1) 。

图 2 文献研究读小组学习效果

Fig. 2 Effect ofliterature group reading
注: 图中同一年份柱上标星号表示有显著差异 ( P ＜
0. 05，独立样本 t 检验) 。Note: Bars in the same year

labeled with*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 P ＜ 0. 05，independent t-test) ．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利用互联网和文献研读的

小组学习可做为 《植物检疫》教学的辅助方法，

同时研究也表明这些方法有助于提升学生的主动

学习意识和学习成绩。小组学习的方式在许多课

程学习中都得到了应用并取得良好的效果，而学

生反馈的方式将有助于教师直接获取学生的心声，

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植物检疫》是一门技术性和应用性较强的学

科，实践性教学往往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并提高教学质量 ( 张笑宇等，2014 ) 。合理的实践

教学有利于的课程培养目标的实现，通过实践教

学的改革，不仅充实了教学内容，促进学生的自

我管理能力以及学习的主动性，同时对培养学生

的探索 精 神 和 实 践 能 力 有 重 要 意 义 ( 张 皓 等，

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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