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
点

2 0 2 4

年1 0

月1 1

日

星
期
五

责
任
编
辑

李
小
贤

责
任
校
对

朱

静

技
术
编
辑

乔
文
英

新
闻
热
线
：31 5 5 6 7 0

4

学生们当起“庄稼把式”……
本报记者 董芳辰 本报通讯员 向道晋

松土、种植、育苗、采摘……沧州市第一中学的生物课有点“皮”——

“你看这小麦又见长了，两
边的颜色看起来还是有差别
的。”朱业涛在劳动教育实践基
地里大声喊着。

“我这边的瓜果蔬菜也差
不多要成熟了，下节课又有可
研究的新课题了。”高乾晟开心
地说。

朱业涛和高乾晟是沧州市
第一中学高二（B6）班的学生。

从进入高中开始，没有和土
地打过交道的他们“种起了地”。

生物课上，他们常常在田间
地头摸索，课后也会到地里观察
植物生长。

他们的生物课与其他学校
的生物课有点不一样。

种地的学生

这里的生物课有点“皮”。
在沧州市第一中学的实验

楼西侧，有一块约 6亩的地，这
是学校的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这里既是教育基地，也是学
生们的生物实践课堂。

2023 年，为了让学生们适
应高考生物题型的多样变换，沧
州市第一中学的老师们坐在一起
研究讨论。在老师们积极的沟通
和申请下，学校特意在校园里给
学生们开辟了一块地，用于课题
研究。其中有生物实验研究，地理
研究和物理研究等，应用最广泛
的是生物实验研究。

为了让学生们能够把生物
知识系统贯穿起来，从初期的松
土开始，就全权由学生打理。

“松土、种植、育苗、浇水、施
肥……我们干得可开心了。”高
乾晟说。

每天记录作物生长指标，观
察土壤情况，学生们忙得不亦乐
乎。

“一开始说种地，学生们都
很激动，动工那天真是洋相百
出，地刨得乱七八糟，种子撒得
也不规范，有的学生甚至连种子
都认不清，但是学生们收获的知
识却很多。”沧州市第一中学生
物老师王晓欢说。

“我们一个星期有七节生物
课，除了在课堂上进行知识点归
纳总结，其他的课我们都是在地
里度过的。”高乾晟说。

“在种地的过程中，我不仅
明白了步骤，还把相关的知识点
记在了心里，比如光照条件、土
壤成分、施肥多少等。”高乾晟
说。

“目前，高中阶段的生物课
多数以农业为主，课堂教学已经
不能满足于当下的高考，所以我
们想办法，把知识最生动直观地
讲给学生，让他们在实践中获取
知识，这样比我们单方面的输出
更直接有效。”王晓欢说。

给土地“问诊”

“向日葵、小麦、玉米、棉花、
豆角、西瓜、黄瓜、南瓜……我们
每年种的植物种类约有十几种，
全部用来做生物研究。”朱业涛
说。

去年下半年，他们开展了一
个盐碱对作物的胁迫实验研究。

虽然这个研究长达半年之久，但
让学生们牢牢地掌握了盐碱对
土壤成分和结构的影响以及作
物的生长差异。

老师们把这节土壤课直接
“搬”进了劳动教育实践基地里，
把作业布置完后，学生们就自己
动起了手。

“一块麦子地，我们大致分
为三个区域，一个区域是酸性土
壤，一个区域是碱性土壤，另外
一个区域是酸碱度平衡的土
壤。”朱业涛说。

撒种、育苗、施肥……一段
时间下来，朱业涛他们发现，这
三块土地上的作物在温度、光
照、湿润度相同的情况下，生长
发育截然不同。

带着这三块试验田里长出
来的小麦，王晓欢在课堂上考起
了学生。

他让学生判断这三种小麦
分别对应哪块土壤，没想到被学
生迅速答了出来。

“酸性土壤下的小麦叶子发
黄，生长受到抑制；碱性土壤下
的小麦缺乏营养，长得有些矮小
瘦弱；酸碱度平衡的土壤下长出
来的小麦最健康。”朱业涛说。

“其实这些在种植过程中我
们就知道了，而且还做了详细
记录。不仅如此，我们还根据
每块试验田的土壤成分，制订
了详细的治理方案，中和酸性
和碱性土壤的环境，让两块有
问题的土地变成‘健康’的土
地。”朱业涛说。

除此之外，他们还顺便根据
成熟的小麦做了相关的拓展实
验，气孔开放、色度提取等。

“前几年，生物高考题有很
多跟盐碱地种植小麦相关的题
型，学生在这块是短板，光靠书
本上的知识，根本解决不了这种
题型。所以我们想用最直观的方
式让学生们记住如何应用，也能
应对变化多端的题型。”王晓欢
说。

为池塘“治病”

除了种地，学生们还对学校
池塘水华进行治理。

在学校试验田附近，有一个

池塘，也用来给学生进行学科实
验。

前不久，池塘出现水华现
象，老师们又抓住了这个机会。

老师让学生们对应生物课
堂上水污染和治理的知识，根
据池塘出现的问题制订治理方
案。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学生
们掌握了相关知识，池塘的水质
也得到了很大改观。

“池塘水华是指淡水水体
中藻类大量繁殖的一种自然生
态现象，是水体富营养化的一
种特征。水华的发生机制比较
复杂，通常受水体富营养化、水
文、气象等因素共同影响。”高
乾晟说。

刚开始着手的时候，高乾晟
和同学们有点无从下手，有的同
学建议，打捞一些池塘中的生
物，通过在显微镜下观察研究，
分析水质。

“水华现象会让水质恶化，
产生毒素，破坏生态环境，想要
解决问题，可以采用物理、化学、
生物手段，我们采用的是生物手
段。”高乾晟说。

“我们分版块实施治理方
案，有对水中生物进行研究的，
有对水质进行研究分析的，还有

实时观察记录水质变化的。”高
乾晟说。

一段时间下来，大家根据记
录，进行分析总结，掌握了池塘
水华到底是哪种藻类过量繁殖
造成的。

“利用生物手段控制藻类的
生长，相对来说环保且可持续，
但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见效，比
如引入一些能够捕食藻类的生
物或投放能够抑制藻类生长的
微生物。”高乾晟说。

除此之外，为了更有效地预
防池塘水华，学生们还加强了水
质监测，控制营养盐输入。

“老师讲我们学，远远达不
到这种效果。这种从始至终的实
践课堂，才让我们受益匪浅。”高
乾晟说。

扛着玉米去上课

在沧州市第一中学的劳动
教育实践基地里，时常有老师在
里面做课题研究，学生们谁遇到
问题，就直接到地里请教老师。
老师现场教学，一边拿着作物，
一边给学生们讲。

除了地里，在教学楼的走廊
里，也经常会见到扛着整棵玉

米、举着两个向日葵、抱着一堆
棉花走进教室的生物老师。

“我印象最深的一节课是老
师将玉米带到教室那次，那是我
第一次近距离观察玉米的根、
茎、叶，深入了解玉米的形态与
功能。”朱业涛说。

“从玉米须的精巧构造，到
玉米棒上排列有序的玉米粒，每
一个细节上都蕴藏着生物学的
无尽奥秘。”朱业涛说。

“向日葵为啥会向阳？这得
亲自种植，观察才能知道答案。”
高乾晟说。

“向日葵有向光性，种植向
日葵的过程中我知道植物的感
应机制和激素调节作用。通过观
察向日葵花盘的结构，分析其传
粉和繁殖方式，也引发我们探讨
了一下植物的适应性和进化机
制。”高乾晟说。

沧州市第一中学的生物教
学组一共 30多名老师。这群老
师总是能根据教材开设不同的
课题实验，让学生们从实践中
学。

生物试验田中的作物，为生
物课堂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无
限的可能。它让学生们不再局限
于书本上的图片和文字，而是能
够亲手触摸、亲眼观察这些鲜活
的生命体，激发了学生的浓厚兴
趣和探索欲望。

寓教于乐

前不久，沧州市第一中学和
沧州市农科院建立了合作关系，
学生们有幸来到沧州市农科院
参观学习。

学生们在科研人员的带领
下参观了花生、田菁、棉花、玉米
等，了解了棉花去雄的操作过
程、不同玉米种类在沧州地区的
生长情况等。

“我们不局限于对课本上的
知识做课题研究，有的时候我们
有些什么想法，告诉老师，老师
就会给我们买来种子，学校提供
农具，然后再让老师们做技术支
持，研究自己脑海里想象的生物
实验。”高乾晟说。

学校里有课后活动课，每
当这个时候，实践基地里总会
看见捧着土坷垃仔细端详的学
生，也有拉着老师研究植被的
学生，更有在地里侍弄蔬菜水
果的学生。

在实验室里上课的时候，如
果老师讲到哪里，需要什么作
物，安排一名学生下楼到试验田
里采摘回来，立马进行解剖研
究。

地里的西瓜、向日葵、油菜
花等，都是他们研究的对象，池
塘里的蝌蚪和微生物也是他们
显微镜下的“常客”。

“一方面是提供实践经验，
另一方面也是寓教于乐，我们还
有很多这样的动手实践课。”王
晓欢说。

“用废物材料制作细胞模
型，用塑料制作基因链，用肠衣、
鸡蛋膜、玻璃纸制作渗透装置
等，这些课程简直太有意思了，
让高中生活充满了乐趣。”高乾
晟说。

（本版图片由王晓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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