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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如何培养青少年走上创新之路，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

本书从提高教师的教科研水平和指导学生参加科技实践活动两个方面入手，希望能够帮

助大家实现这一目标。编者以自身的教学实践为案例，通过展示自己亲身参与课题的研

究报告和发表的获奖教学论文以及指导学生参加科技创新大赛获奖的论文，让人们从中

领悟以榆林的自然资源、人文环境为背景的创新教育的内容和开展研究性学习的方法。

研究性学习也称探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从自然、社会和生活中选择和确

定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主动获得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

习活动。它既是综合实践活动的一项主要内容，也是一种探究的学习方式。倡导研究性

学习，可以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教育为社会培养具有创新和实践能力的高素

质公民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榆林的经济快速增长，带动教育事业大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特别

在学生综合实践和教师教科研等方面取得了许多优秀成果。为了将师生教科研成果资

料完整地保存下来，供人们参考研究，本书作者历经３年多的搜集整理，编成一部包含９８
篇文章的作品，由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该书分为三篇。第一篇为课题研究篇，搜集了１９个已通过省市级鉴定的课题研究

报告２６篇，由全市１２个学校提供，作为师生开展课题研究和研究型学习可提供申报申

请、阶段成果总结、实施方案确定及课题结题报告的完整材料。当前课题研究已成为校

本研修的主要内容，并作为中小学评定职称的必要条件，这批材料是近１５年来开展课题

研究的真实材料，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第二篇，科普论文篇。搜集了由５所学校１３名老师撰写的科普文章、教研论文和开

展科技综合实践的经验总结３６篇，这批论文都是发表或获奖的论文。

第三篇，科技创新篇。搜集了１０所学校的师生在科技创新大赛中获奖的小论文３６
篇，篇末附录了１９９２—２０１２年间榆林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奖目录。本篇以学生获

奖小论文为主，内容以生物资源调查、农业科学实验和环境保护为主，通过学生参加科学

实验、科学调查，使学生在实践活动中获得启迪，充分提高了他们的动手操作能力。由于

篇幅所限，全市２０年来获奖的论文无法全文登载，故在县、市科协搜集了获奖目录予以

登载。目录中列举了作者、所在县区、项目名称、学科、作者年龄、所在学校和指导教师等

内容，有助于读者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榆林市开展的科技创新大赛的概况，对今后开展项

目的选题制定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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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共收录９８篇文章，其中３８篇由主编姜林老师执笔撰写，２４篇为姜林老师指导

的学生的获奖小论文。书中文章发表的时间为１９８９—２０１４年。由于时间跨度大，给资

料的搜集整理带来困难，其中涉及植物分类方面的文章，虽然经过多次核对，但仍难以避

免错误或疏漏，希望读者提供宝贵意见。

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榆林市教育局、榆林市科协、神木县教育局、神木县科协以及横

山中学等兄弟学校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为了提高本书的科学规范性，特请陕西师范大学田先华教授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吴

振海副研究员对书中的植物学名进行了订正，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创新之路》的出版一定有许多不尽人意、不够完善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批

评意见。

编　者

２０１５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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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篇　课题研究篇

“生物标本素材库建立与运用研究”结题报告

陕西省神木中学课题组　姜　林

本课题是“九五”全国现代化教育技术学校实验研究课题，于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启动，历
经３年的广泛收集整理，现已将学校标本室的大部分标本拍摄为录像带，供本校和城区
中小学使用，图像清晰、鲜活，解说通俗易懂，受到老师与学生的好评。从教学效果看，既
帮助学生认识了解了当地常见植物，又培养激发了他们热爱科学、热爱大自然的情趣，为
提高生物、自然课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科学素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研究的背景

（一）师生素质普遍提高

１９９６年以来，随着我校“三制”改革方案的实施，广大教师爱岗敬业、积极进取，认真
学习现代教育教学理论，综合素质不断提高；广大学生严谨刻苦、勤奋好学，形成了教风
严谨，学风浓郁的氛围，这样的环境，为实施现代化教育技术提供了素质上的保证。此
外，我校在高考中连年取得全市同类学校上线人数第一的好成绩。在新的形势下，为使
教学质量再上新台阶，进一步落实素质教育的各项要求，学校具有现代化教育的必要性。

（二）电教实力进一步增强
学校领导历来高度重视电化教学，近年来，多方筹措资金，大力健全电化教学设备。

目前，学校拥有多媒体教室２间，语音室２间，多功能电教室１间（内置计算机、视频展示
台、投影机、ＶＣＤ、录像机、电视机等），闭路双控多媒体教学系统１套，校长教学评估系统

１套，软硬件储存室１间，电视机６０台，录音机４０台，幻灯机、投影仪各１６台，录像机５
台，ＣＳＣ校长办公系统及打印系统各１套，复印机２台，一体机３台，阅卷系统１套，扫描
仪１台，拥有多种教育教学软件（科利华备课系统，翰林汇课件制作系统，翰林汇多媒体
课堂，特级教师辅导，特级教师指导学习，三辰影库软件等），总价值１８０多万元。所有这
些，为生物标本素材库的建设与运用研究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

（三）植物标本初具规模

１９８６年以来，姜林老师先后组织学生采集制作植物标本５０００余份，隶属于１４３科、

６９４种。此外，还开展了农作物品种对比试验，名木调查保护，叶面肥增产试验，其中植物
标本采集与制作项目获得国家教委和科协的奖励，有１５个项目获得省级奖，３０多个项目
获地级奖。为此，学校既有整理标本的必要，又有整理标本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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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源共享，便于推广
植物、动物标本采集制作需要一定的专业技术水平，又要花费较多的经费。而且，我

们耗时耗力制成的标本，由于形体较小，极不利于大多数学生观察清楚，又容易在搬运过
程中损坏，标本利用率较低，不利于教学资源的共享。

基于以上诸多原因，我们将本校的大部分标本制成录像带，进而制成光盘，对标本作
简要说明，介绍其中国家、省、地区重点保护植物，介绍生物、自然教材中涉及的重要植
物，并把本地珍稀的、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林木、作物进行介绍。这样既能提高生物教学质
量，又能提高学生的观察实验能力，培养学生的生物科学素质。

二、研究目标

通过标本素材库的建立，进行课堂结构优化的研究，指导科技活动的开展，利用现代
教育心理学理论作指导，采用直观教学方法，研究中学生的认知规律，达到以下目标：

１）建立１０００多个标本和１００多个珍贵动植物的画面的素材库，制成录像带，并进一
步制成光盘。

２）利用素材库进行生物教学及科技活动指导，探索适用于落后边远地区的电教规
律，使标本和计算机辅助技术有机结合起来。

三、研究假设

建立生物标本素材库，达到生物教学资源共享，为推动陕北地区的中小学生物教学、

自然教学以及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步骤

（一）标本的采集、制作、鉴定、整理

１）采集起止时间：１９８５—１９９７年。

２）制作起止时间：１９８８—１９９９年。综合利用挂图、标本、模型进行教学。

３）采集区域：本省范围内，西安市有陕西师范大学校园、西安植物园、秦岭旬阳坝，安
康市有紫阳县，榆林市有神木县、横山县、府谷县、榆阳区、佳县、清涧县、米脂县、绥德县
等。邻近省份有山西省保德县。

４）鉴定：陕西师范大学生物系黄可教授、田先华副教授，西北植物研究所标本室吴振
海主任、丁善宝研究员，内蒙古大学生物系吴庆如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地理系巨天珍副教
授，陕西省黄土高原研究所贾厚礼副研究员等。

５）整理：分别在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７年进行了２次整理，通过专家鉴定和姜林老师根据《高
等植物图鉴》《陕甘宁盆地植物志》《黄土高原植物志》《陕西农田杂草》《陕西牧草》《陕西
中草药》《榆林中草药》《宁夏滩羊区植物志》《华北树木志》《生物学教学辞典》《辞海·生
物分册》等资料进行鉴定。此外，姜林老师还查阅整理了有关植物的形态特征、用途、分
布以及繁殖方法等方面的资料，编写了《神木中学植物标本室常见植物名录》，并按照有
关资料介绍，将标本中的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榆林市稀有植物、高中生物教学中的常见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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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分别作了重点介绍。

（二）照片、录像拍摄

１）动植物照片由姜林老师赴西安、北京开会时拍摄，共摄制珍贵植物４７幅，３９种，珍
贵动物６１幅，涉及脊椎动物５纲４９种。

２）录像于１９９９—２０００年分５次拍摄而成，由本校电教人员负责拍摄、编辑而成。光
盘制作将赴北京拍摄补充有关资料后，一并制作。

（三）教学资源优化

１）照片、标本于１９９５年始一直使用，录像带于１９９９年开始陆续使用。

２）使用方法包括：在绪论、生殖、遗传进化、生态及环境保护等内容的课堂教学中让
学生观看相关内容，然后综合利用挂图、标本、模型进行教学，在课外组织兴趣小组的同
学进行观看，增强其识别鉴定标本的能力，激发其热爱大自然、热爱家乡、热爱生物科学
的情趣；在分析评估上，设高二年级１、６、１６班为实验班，高二年级２、７、１５班为对照班，

对照班与实验班在保证其他因素尽量一致的前提下，进行区别教育，即对照班采用常规
教育模式，实验班采用电化教育模式。

五、研究方法

１）以行动研究法为主，辅以调查和实验法。

２）变量的控制。

制作标本素材库，并利用其进行课堂教学结构优化研究，指导学生开展课外科技活
动是研究的自变量，而培养学生科学素质，提高生物教学质量是研究的因变量。

为保证实验的准确性，实验班与对照班尽量选择学生水平相当、任课教师相同，不允
许给实验班多布置课外作业，增加辅导次数等。

六、实验结果及分析

学校在４年来共筹措资金１８０万元，先后建起了闭路电视系统、录音录像及刻录编
辑系统，建立多功能教室１个，三机一幕进入每个教室，已具备运用现代化教育技术开展
教学工作的条件。１９９９年７月学校被省电教馆确定为“省级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

研究结论分述如下：

１．建立了生物标本素材库
主要包括：

１）近１０００份标本的画面，录像带１盘。拍摄了１０００份植物标本的画面，每一画面都
标注了标本的科名、植物名称、标本采集地名、采集时间、采集人、鉴定人和学名，并对特
殊功能作了进一步标注，如属国家几级保护植物，属地区范围内稀有植物和本区的重要
林木栽培作物及其他用途的经济植物等进行简单说明，便于同学们认识、了解其用途，为
他们对当地植物调查、识别提供了珍贵资料。现列出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中学生物教学
用植物等，供参考。

２）动物浸制标本、干制标本介绍。已浸制了鲶鱼、青蛙、蟾蜍、田螺、蜗牛、蚯蚓、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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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沙蜥、蜥蜴等动物的标本。

３）珍贵植物、动物照片。

２．利用教学标本素材库优化教学结构的研究

１）在高中生物教学中，对实验班播放ＶＣＤ、光盘、录像，展示标本，而对照班以传统的
讲授法为主。

Ａ．实验结果统计（见表１至表４）。
表１　实验期间各阶段生物科考试成绩对比分析

班级 高二年级普通班 高二年级预科班

学期 统计指标 实验组 对照组 Ｚ检验 实验组 对照组 Ｚ检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
（上）

平均分 ８７．５　 ８３．１　 Ｚ＝６．０５　 ９２　 ８７　 Ｚ＝４．３８

标准差 ３．２　 ４．７
Ｐ＜０．０１
（极显著）

５．８　 ６．４
Ｐ＜０．０１
（极显著）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
（下）

平均分 ８４．３　 ８１．２　 Ｚ＝４．８９　 ９０　 ８６　 Ｚ＝３．３４

标准差 ２．７　 ４．６　 Ｐ＜０．０１　 ６．１　 ６．７　 Ｐ＜０．０１

表２　生物科课堂结构化观察对照分析

班

级

组

别

学生

人数

读书

是否

认真

听讲是

否能集

中注意力

查看是

否细致

有条理

操作是

否规范

正确

情感是

否自觉

投入

发言是

否积极
回答问题

发言

次数
对 错

正确

率

讨论交

流是否

主动

教学

效果

高二

年级

普通

班

实验

组
７５ 非常认真 能

很细致、

有条理
很规范 很自觉 １１　 １０　 １

９０．９

％

非常

主动
优

对照

组
７５ 比较认真

个别同

学不能
比较细致比较规范

个别学生

不自觉
７　 ６　 １

８５．７

％
不主动 良

高二

年级

预科

班

实验

组
７８ 非常认真 能

很细致、

有条理
很规范 很自觉 １３　 １３　 ０　１００％

非常

主动
优

对照

组
７９ 比较认真

个别同学

不能
比较细致比较规范

个别学生

不自觉
９　 ８　 １

８８．９

％
较主动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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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生物科课堂效率调查统计对比结果

班级

组别

调查

组别

初查

人次

时间弹性

相对增强

信息流量

明显增大

师生活动

高峰增多

教师精力

不堪负荷

学生课业

负担减轻

人次 百分比 人次 百分比 人次 百分比 人次 百分比 人次 百分比

高二

普通班

实验组 ７５　 ６５　 ８６．６％ ７２　 ９６．０％ ４０　 ５３．３％ ６２　 ８２．７％ ３５　 ４６．７％

对照组 ７５　 ５３　 ７０．６　 ５０　 ６６．７％ ３１　 ４１．３％ ４０　 ５３．３％ ２１　 ２８．０％

高二

预科班

实验组 ７８　 ７０　 ８９．７％ ７６　 ９７．４％ ４５　 ５７．７％ ７１　 ８９．７％ ４７　 ６０．３％

对照组 ７９　 ５４　 ６８．３％ ４０　 ５０．６％ ３７　 ４６．８％ ４２　 ５３．１％ １８　 ２２．８％

表４　关于生物科“电化教学模式”调查统计结果

班级
调查

人数

认为利于发挥

教师主导作用

认为利于发挥

学生主体作用

认为利于发挥

信息反馈作用

认为利于集中

注意力

认为利于理

解重难点

人次 百分比 人次 百分比 人次 百分比 人次 百分比 人次 百分比

高二

普通班

实验组 ７５　 ６０　 ８０％ ５３　 ７０．７％ ５０　 ６６．７％ ７２　 ９６％ ７４　 ９８．７％

对照组 ７５　 ３２　 ４２．７％ ２４　 ３２％ ２６　 ３４．７％ ５４　 ７２％ ６１　 ８１．３％

高二

预科班

实验组 ７８　 ５８　 ７４．４％ ６１　 ７８．２％ ５２　 ６６．７％ ７５　 ９６．２％ ７７　 ９８．７％

对照组 ７９　 ２３　 ２９．１％ ２６　 ３２．９％ ２２　 ２７．８％ ４３　 ５４．４％ ５９　 ７４．７％

　　注：以上各表中，普通班中的实验组与对照组分别是指高二（６）班与（７）班。预科班中的实验组与对

照组分别是指高二（１）班与（２）班。

Ｂ．在课堂电化教学中，针对学科教学特点和学生发展实际，适当地采用电化教学，可

以明显的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教学效果，有效地促进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

Ｃ．先进的电化教育媒体，只有同系统科学的方法有机结合，才能真正激励教学要素

的优化组合，进而促进课堂教学过程的整体优化。

２）在初中生物教学中，播放录像，激发学生兴趣，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３）在小学自然教学中，通过播放录像，不但使学生耳目一新，还辅导了自然老师，对

他们指导学生开展标本采集和制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３．标本素材库对开展科技活动的作用

通过给课外小组播放录像，帮助他们识别植物、动物，提高了学生参加活动的积极

性。自从开展以来，同学们制作了近２０００份规范的标本，并参加了八届科技创新大赛，

获得全国奖２项，省级奖１６项，地级奖３０多项。

４．存在问题及解决办法

１）从录像拍摄的技术上看，有的画面比较粗糙，还不够清晰；有的画面还没有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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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的部分表现出来，需今后不断改进。从标本制作看，有不少标本不够完整，缺少根、

花、果实等部分，给识别带来一定困难。

２）素材库中，关于珍贵动植物的材料还不够丰富，今后宜多次赴北京等地拍摄素材，并

学习鸟类、哺乳类动物剥制技术以及昆虫标本采集制作技术，制备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标本。

３）在生物教学中，组织学生观看的次数还比较少，今后将利用课外时间，给学生更多

的观察时间。

４）利用标本对本县以外的学校进行示范作用还没有很好发挥，今后将在进一步完善

的基础上扩大推广范围，力争使陕北大专院校、各中小学都能利用我校的光盘，进行生物

和自然教育。

５）希望我们能更多地得到省市电教馆技术人员的指导，拍摄出符合教学要求的优美

画面，为边远地区的孩子们提供更为直观，更加形象的教学素材。

七、专家鉴定意见

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２～１４日，在陕西省中小学现代教育技术实验示范学校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的组织下，对“九五”重点课题的子课题“生物标本素材库建立与应用研究”成果进

行了鉴定。对该课题组提供的结题报告、研究方案、实验论文、素材库录像资料进行了认

真的查阅，经过认真讨论形成如下鉴定意见：

该课题是“九五”全国现代化教育技术试验研究课题。课题是在该校１０余年采集制

作生物标本的基础上，为充分发挥现代教育技术优势，促进教学质量提高，保护本地珍

稀，有重要经济价值的动、植物资源而确立的课题。通过标本的采集、制作、鉴定、整理，

建立起生物标本素材库，在教学上进行生物课堂教学结构优化的研究，指导科技活动的

开展，提高学生的观察试验能力，培养生物科学素质；对外达到生物教学资源共享，对推

动陕北地区中小学生物教学、自然教学以及生物资源开发利用起到积极作用，具有重要

的实用价值和推广价值。

该实验课题自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启动，历经３年，收集整理了几千份动植物标本，并聘请

专家进行科学鉴定，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有１０００多个标本和１００多个珍贵动植物标本的

素材库。并录制成录像带，准备进一步制作成光盘。每一标本均注明科名、动植物名称、

采集地点、时间、鉴定人等资料。资料库建立后，广泛运用于校内生物、自然教学之中，激

发了学生热爱大自然、热爱家乡、热爱生物科学的兴趣，优化了课堂结构。实验结构统计

显示，实验班各年级生物课考试成绩比对照班有明显提高，学生课堂注意力、观察、操作

能力得以增强，课堂上思维活跃，发言积极，情感投入，有效地扩大了课堂容量，减轻了师

生负担。多年来，课题负责人姜林等同志撰写了２０多篇论文，其中，在全国、省、地级获

奖１０余篇。

鉴定组一致认为：神木中学“生物标本素材库与应用研究”的课题，设计立项有扎实

的基础，目标明确，可操作性强，措施得力，切实可行。经过几年努力，已达到原定目标，

鉴定合格，可以结题。

—６—

创新之路



希望课题组继续加强研究与实践，进一步完善研究成果，增强科技含量，尽快完成由

录像到微机信息的升级，并扩大研究成果，与当地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增强社会效益。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

—７—

第一篇　课题研究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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