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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趣和情怀。

4结语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思考能力是高等学校人才培

养的重要任务，进行更加完善的高水平实践教育是农学

院校培养人才的重要条件之一。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存

在着很大的差异。实践教学具有很多理论教学没有的特

性，例如更加直观性、实践性、创新性和很强的综合性

等。以上就是以淮北师范大学2012级园艺专业的问卷调

查为参考来对园艺植物栽培学实践所提出来的一系列改

革和创新。无论是从实践内容的创新还是从考核方式的

创新来看，都是为了能够让同学们更加有效果有激情有

兴趣的去参加实践，能够从实践中学到更多书本上学不

到的知识和能力，同时也让教师更有条理有目的的去引

导学生，去帮助学生。相信在未来的园艺发展的道路上，

园艺植物栽培学实践教学将成为园艺专业学生学习过程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要更加完善它，更加丰富它，让

它成为学生大学记忆中最有价值的回忆。当然，这也需

要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探索与创新，使园艺

专业的发展能够更加全面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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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思考能力是高等学校人才培

养的重要任务，进行更加完善的高水平实践教育是农学

院校培养人才的重要条件之一。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存

在着很大的差异。实践教学具有很多理论教学没有的特

性，例如更加直观性、实践性、创新性和很强的综合性

等。以上就是以淮北师范大学2012级园艺专业的问卷调

查为参考来对园艺植物栽培学实践所提出来的一系列改

革和创新。无论是从实践内容的创新还是从考核方式的

创新来看，都是为了能够让同学们更加有效果有激情有

兴趣的去参加实践，能够从实践中学到更多书本上学不

到的知识和能力，同时也让教师更有条理有目的的去引

导学生，去帮助学生。相信在未来的园艺发展的道路上，

园艺植物栽培学实践教学将成为园艺专业学生学习过程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要更加完善它，更加丰富它，让

它成为学生大学记忆中最有价值的回忆。当然，这也需

要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探索与创新，使园艺

专业的发展能够更加全面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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