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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个人素质的提升，报告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在写
报告的时候要注意逻辑的合理性。报告的格式和要求是什么
样的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能
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园林植物实习报告篇一

理论联系实际，将课本上的知识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将
我们所学的理论落实到真正的事物上，也可以运用所学的知
识识别一些上课是没有涉及到，并且课本上也没有详细说明
的植物，将理论系统化，植物学野外实习报告。使我们通过
亲身体验更深刻更形象更具体地记住所学知识，并能更熟练
地加以运用。

尖峰岭的热带树木园

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环境下采集野外标本若干种，
对其进行识别、分析，了解其生活习性、名字、科目等，并
对其进行压制等具体操作。

6月27日是我们植物野外实习起程的日子，早晨12：40我们乘
上了开往尖峰岭的汽车，一路上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
同时也计划着接下来为期一周的具体实习过程……到了大概
是下午3：40我们抵达尖峰岭热带树木园，来到了热带树木园，
也就是我们住的地点。由于时间比较晚，加上同学们一路坐
汽车比较累，第一天就没有安排行程，大家各自回寝休息，
为明天做好充分的准备。

6月28日是我们正式野外实习的第一天，今天的地点是热带树
木园，早晨7点半集合，步行大约四十分钟到达那里，这是一



个天然植物园，同时也是一个旅游景点，沿着山路登上了半
山腰，这里有许多种植物，大家开始以小组为单位采集标本，
其中有藜芦、玉竹、土三七、黄芪、黄花菜、野火球、棉团
铁线莲、歪头菜等二十几种植物，有些是平时不太常见的。
大概到了中午的时候，我们开始集合准备返回。下午3：00开
始压制标本，并查检索表标记每种植物的名称、科、属等，
今天的任务就按计划完成了。

6月29日，今天要去的是笔架山（三角山），路程比较远，大
概要经过两个小时的步行才能到达，所以今天的任务量是比
较大的，由于天气比较炎热，大家走的也比较吃力，到达山
脚已经将近十一点了，于是大家席地而坐开始午饭，歇息片
刻才开始正式爬山，和昨天不同，笔架山没有台阶式的山路，
而且树木也茂盛的多，所以对我们的挑战性也就会越大，由
于山陡，我们一个牵着一个，很快就到了山顶，之后大家分
散开始采集，虽说这里环境恶劣了一点，但植物的种类却非
常丰富，我们采到了龙胆、五味子、手掌参、川地龙、渥丹、
狼尾草、并头黄芩等植物，采完后便回山脚集合，此时所有
的人都已经筋疲力尽了，可是还要走十多里的路，有是一个
难题啊！在大家的相互鼓励下，终于按时回到了住处，这一
天是最累的一天，但也是最有意义的一天，它让我们变的更
加坚强，同时也懂得了合作的重要性。晚上7点开始压制标本，
今天的任务就结束了。

6月30日，由于昨天大家都比较累，所以今天选择了一个相对
较近的地点，这是一个小树林，虽然小，但事实上它的植物
种类并不少，在这里我们采集到了白藓、观仓术、广布野火
球、球果堇菜、色木槭、大戟等植物，中午就返回了住处。
照例，下午三点开始压制标本，另外要求画两张标本图，这
天的任务就这些。

7月1日，今天老师带领我们去了五大连池的一个旅游景点，
早8：00出发，半小时左右到达了目的地。首先映入眼帘的就
是一条长长的石阶山路，于是，我们开始爬山，看了路标，



大概爬到三百米时就感觉到累了，这时上面的游人已经有返
回的了，还鼓励我们说：姑娘们加油啊！还没到一半的路程
呢，你瞧八十岁的老太太都爬到了山的顶端……听着鼓励的
话,我们加快了步伐,一路上我们还拍了许多照片,尤其是到火
山口的那一刻,真是兴奋至极,之后又去了仙女宫和水帘洞,目
睹了石海的.壮观,没一个地点都留下我们大家的喜悦和激动
的心情,就这样一直玩到了下午两点多,大概三点半,我们回到
了原地。这一天就这样在快乐中度过了。

园林植物实习报告篇二

xx年5月22日早上，我们专业准备前往深圳大亚湾东山珍珠岛
进行为期五天的“植物学·生态学·动物学”野外实习。这
是我们第一次外出实习。

xxx

深圳大亚湾东山珍珠岛

常见的植物分类，外出辨别野外植物，采集和压制标本

深圳是中国南部海滨城市，位于北回归线以南，东
经113°46′至114°37′，北纬22°27′至22°52′。地处
广东省南部，珠江口东岸，大亚湾位于其东面。大亚湾地处
惠州市东南，在惠东县、惠阳区和深圳市之间。东考红海湾，
西临大鹏湾。

（一）辨认标本

通过第一学期所学的《植物学》内容以及平时积累的，为这
次野外实习特别准备的知识和有关的资料，通过植物的形态
特征，比较分析，辨认出其所属的科。在实习过程中，植物
学老师几乎每天都带我们外出认识植物，老师除了介绍植物
的特征外，还教我们如何去辨认各科的特征。



（二）采集和制作标本

在这次植物学野外实习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如何
采集和压制标本。在采集标本的过程中，要注意的问题很多，
并不是所有的植物都可以制作成标本的，所以在采集标本时，
一定要选择其特征明显的部位，以便于将来的标本鉴定。采
集完好的标本只是压制标本的开始，在压制标本时，要注意
的问题更多，一定要讲究技巧，对于不同的植物有不同的压
法，还要经常换纸。要制作一个成功的标本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

（三植物的分类

在这次野外实习中我们一共辨认了几十个科的植物，所达的
的种类超过一百种，以下就列举一些常见的种类：

木兰科：木兰

榆科：朴树

桑科：垂叶榕、斜叶榕、木菠萝

桃金娘科：乌墨葡桃、番石榴

苋科：红龙草、刺苋、野苋菜、土牛膝、空心莲子草

锦葵科：大红花、赛葵、黄花棯

含羞草科：台湾相思，含羞草

椴树科：布渣木

大戟科：细叶洒金榕、土密树、大飞扬、小飞扬、毛果算盘
子、叶下珠、蓖麻



炸酱草科：炸酱草

无患子科：龙眼、荔枝、倒地苓

炸酱草科：炸酱草

葡萄科：爬墙虎

茄科：少花龙葵、水茄

茜草科：龙船花，九节，白花蛇舌草

菊科：白花鬼针草、银交菊、加拿大飞蓬、一点红、胜红蓟、
长柄菊

杉科：杉树

海金沙科：柳叶海金沙

为期五天的植物学野外实习，在26号下午压制完标本后宣告
结束了。此次的野外实习，不仅使我们开拓了眼界，更让我
们对植物有了更深的了解。通过这次的野外实习，我对植物
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专业知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虽
然这次因为天气恶劣的关系，我们的行程收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穿着雨衣冒雨前行，穿梭在植物丛
中，没有丝毫的退宿。

此次的野外实习收获很大，我学会了如何通过植物的外部特
征去辨认植物的种类，如先观察是单子叶植物还是双子叶植
物、看叶子是对生还是互生、看果实的类型……在采集标本
时，不同种类的植物要求也不同，对于禾本科的要求根、茎、
叶都要齐全，而对于木本植物，则需要花、果还要完整的叶
子生长，能够让我们辨认出其叶子生长类型，而且在采集标
本时，我们不呢不过选取那些比较嫩的植物，因为如果植物



太嫩，在压制标本时不好压，很容易变形，而且植物太嫩，
它的特征也不够明显，因此，选取植物标本，一定要选取其
特征明显的部位，这样既方便我们辨认标本，而且在压制过
程中不易变形，容易压成标本，而那些果实就可以另外晾干，
不必放在标本夹内，等制作标本时在放回原位。

园林植物实习报告篇三

1.通过野外观察，准确、熟练掌握和应用常用的植物形态学
术语。

2.通过实习，进一步了解植物的多样性，掌握植物界各大类
群以及种子植物的常见科、属的主要特点，认识和区分常见
种子植物科、属、种，扩大和丰富植物分类学的知识范围。

3.验证、复习和巩固课堂和书本上所学的理论知识，做到理
论联系。

4.通过观察、解剖、描述和采集、压制、制作标本以及应用
工具书和检索表鉴定植物等，培养我们的动手能力和分析、
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素质，学会鉴定植物的方法。

5.了解常见的植被和群落类型，加强学生对植物与环境之间
的关系的认识，培养我们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的意识，认识
植物资源合理利用的重要性。

6.通过实习，进一步培养独立能力。

7.学习懂得用科学的方法观察，研究植物的基本特征。

1.通过实习可以培养学习科学的态度，吃苦耐劳的精神，严
明的组织纪律性，团结协作精神。

2.利用野外实习可以很好的让同学们感受到祖国山河的壮丽，



培养热爱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3.野外实习不仅是对理论知识的验证和巩固、对课堂知识的
补充和深化，同时也是对综合素质的全面锻炼和提高。野外
实习对于激发同学们学习兴趣，培养观察能力、创新思维和
动手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1、动员大会

6月25日我们召开了野外实习动员大会。实习地点是五大连池，
在大会上老师和我们说明了实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实习的
目的和意义，并对我们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时间内容安排。老
师主要告诉大家野外实习的注意事项。

2、具体行程

a.6月28是日是植物野外实习启程的日子,早晨10点出发，下
午3点左右抵达我们住处.第一天没有安排行程,大家各自休息
为明天做好充分准备.

b.6月29日是我们开始实习的第一天,目的地是笔架山。我们8
点半准时出发,徒步行走了将近3个小时,由于天气炎热,大家
走的都比较吃力,在途中稍作休息后又继续行进。到达山脚已
近中午,歇息片刻便开始爬山,笔架山没有台阶式的山路,树木
也很繁茂,山坡很陡,经大家的努力,我们终于到达了山顶.在
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分散采集,每个人都采到了不少奇特植物,
之后便下山乘坐客车回到了旅店,休息一下我们又开始压制标
本.这天很累,但在大家的相互鼓励下我们终于完成了第一天
的任务.

c.6月30日是最重充实的一天.我们7点出发,乘车去了火山熔
岩冰雪洞游览区。到了游览区，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先在山
脚下采集了一些植物,然后老师便带领我们参观了冰洞。把采
集的植物送回旅店后，我们又继续参观了药泉湖。下午压制



标本。晚上参观了二龙泉，并爬上药泉山。

d.7月1日我们集体参观了老黑山国家地质公园.

e.7月2日早晨我们乘车返还.

3、植物的形态学观察、描述和分析，植物多样性

我们分别对常见观赏植物、山地植物、树木的植物形态特征、
种类及分布规律进行了详细的观察、记录、分析和鉴定。对
不认识或不清楚的植物我们就通过查阅植物志、检索表等进
行鉴定。

4、植物标本的采集和制作

标本的采集和制作是这次实习的重要内容。标本的采集要讲
究技巧，必须要有花或有果的、叶子较完整的、长势相对较
好的植物才有价值。标本采集回来必须及时进行压制。压制
时最好全小组都参与，这样有利于大家都掌握压制方法。压
制时除了要注意叶子要翻平之外，还要注意叶子应该要有正、
反两面。压制完之后的头三天要每天都换纸，之后可以隔一、
两天再换，直到压干为止。

记得在大一刚开学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说在第二学期期末
要进行野外实习，从那时侯起，我就非常期待，认为终于有
了一个机会可以到大自然中去，去感受、去探索。实习的日
子终于到了，在兴奋与期待中我们踏上了旅途。真正实习时
要比想象中累的多，困难的多。正值酷暑，爬山时又要穿上
长衫长裤，大家叫苦不迭。表面上虽叫苦连天，大家在野外
实习时却丝毫都没有马虎。每到一个实习地点，大家就先认
真采集植物，然后见到不认识或听不清楚的就拉着老师问个
不停，为了弄清楚一个问题把老师都问到烦了也不肯停下来。
在这洒满汗水的`实习生活中我们收获了许多，觉得即使再辛
苦也是值得的。



在这短短的几天植物学野外实习中，我亲身体验了辨别植物、
采集和制作标本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领会了野外实
习对专业的巩固和提高的重要性。它是检验理论的一块试金
石；是课堂内与课堂外的互补；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教
与学的互动；是感性和理性的升华。这几天的实习过程，也
培养了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提高了我们的综合与分析能力，
让我们产生了对大自然然的新奇与美丽的惊叹与热爱之情。
我们学会了独立思考、团结互助、不停探索。

野外实习巩固了我们的课堂知识，让我们亲自体验了压制标
本的过程。我们在实习过程中积极运用课堂知识去观察、识
别各种植物、仔细辨别类似植物之间的不同之处。这样理论
联系实际，不仅加深了我们对课本知识的印象，而且培养了
我们对课本知识的运用能力。比如麻楝和人面子大体看上去
就很像，很多同学在辨别这两种植物的时候就发生了困难。
我们只要摘一个枝条下来比较一下他们的叶子和枝条就很容
易辨认的了：麻楝的叶子和枝条都有毛的，摸上去很舒服的
感觉，而人面子就没有这些特征。而且我们亲眼看到了百合
科、毛茛科等各科属的代表性植物，如渥丹（又称细叶百
合）、升麻等。有的同学还采集的了有药用价值的刺五加及
唯一的寄生植物菟丝子。

在实习过程中，我们去了五大连池著名的风景区，山色秀丽，
风景怡人，我们看到了很多从来都没有见过的花草树木，有
些花开得特别艳丽、有些果长得很奇特、每当这时同学们就
特别高兴、问题也特别多。这很好地激发了大家的学习兴趣，
还扩大视野，增长了我们的见识！在国家地质公园，我们看
到了在康熙年间喷发的火山经历了几百年岁月以后的状态，
那里有火山杨对生命的赞歌，有火山喷发后石海的奔腾，有
站在火山口俯瞰整个五大连池看到的人间仙境。我感受到了
大自然的新奇与壮美，也感受到了生命的顽强与不屈。

因为我们实习的时候正值一年中最酷暑的时候，而且我们选
的地方差不多都在野外，条件比较艰苦，所以这次实习也很



考验大家的体力和意志力。在实习过程中虽然大家都又苦又
热又累，但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大家都互相帮助、互相协作、
互相团结，在大家的互相努力、合作下很好地完成了实习任
务。实习中大家忙中偷乐，有说有笑，实习的道路上不仅留
下了同学们的汗水，也留下了同学们的欢声笑语，当然还有
很多难忘而美好的回忆！

这一次实习已经归来了，我们在实习中也遇到过困难，也有
苦闷的时候，但是在我不断的努力后，我找到了更多的实习
方法，我也找到了很多的实习经验，不过在野外有的时候怕
怕的，真的是有点发怵，不过我都克服了。大二的第二学期
期末我们还要到魅力之都——大连的海边去实习，有了这次
的实习经验，我相信，到那时我会做的更好！

园林植物实习报告篇四

前言：

通过接近一年植物学的学习，我们学到并掌握了基本的理论
知识，但为了让理论联系实际，对理论知识进行验证和巩固，
对课堂知识进行补充和深化，提高我们的综合素质，我们进
行了为期一周的野外实习。接触了大自然，了解到了生物的
多样性。这次实习使我们对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有了初步理解
和兴趣。

一、实习的目的及意义

1、通过实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巩固和提高课堂所学的知
识。.培养实践和动手的能力，提高我们各方面的技能，达到
教与学的结合。

2、学习懂得用科学方法观察和研究植物。

3、初步掌握植物的采集、标本制作、种类鉴定等工作的基本



操作方法，为以后的工作和学习打下基础。

4、通过实习可以培养学习科学的态度，吃苦耐劳的精神，严
格的组织纪律性和团结合作精神。且进一步培养独立工作能
力。

5、得到验证、复习和巩固课堂和书本上所学的理论知识。

6、通过野外观察，准确、熟练掌握植物形态学术语。

7、通过实习，进一步了解植物的多样性，掌握植物界各大类
群以及种子植物的常见科、属的主要特点，扩大和丰富了植
物分类学的知识范围。

8、学会了观察、解剖、描述和采集、压制、制作标本以及应
用工具书和检索表鉴定植物等，培养我们的动手能力，学会
了鉴定植物的方法。

9、通过实习，了解常见的植被和群落类型，认识植物的生长
发育、变异、分布与环境的关系，加强我们对植物与环境之
间的认识，培养学生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的意识，意识到植
物资源合理利用的重要性。

10、使我们受到从事植物生物学、尤其是分类学研究和野外
工作的初步训练，培养独立工作的能力、团队合作意识。

二、实习时间

20xx年5月21日——20xx年5月27日

三、实习地点

铜仁市江口县梵净山凯里市施秉县云台山



四、关于实习地点的介绍：

1、江口县

梵净山篇——佛教文化

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位于江口、印江、松桃三县交界处。金
顶海拔2493米。层峦叠嶂，气势磅礴，自明代以来即为佛教
朝拜圣地。明万历四十六年（16）所立《敕赐重建梵净山金
顶序》碑文中称它为“天下众名岳之宗”。自明代迄民国300
多年间，“信男善女，时往时来，若城市然”。可见香火鼎
盛之一斑。山上现有明建承恩寺、金顶摩崖、敕赐碑、清道
光禁砍山林碑和红号军三角庄根据地遗址等省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山区风光，雄奇壮丽，有数不清的险峰怪石，看不
厌的奇花异卉及云海日出，流水飞瀑，佛光幻影可供人观赏。
山区还保存着40多万亩的原始森林，林中生长着许多国内外
濒临灭绝的珍稀动植物，具有极高的观赏和科研价值，被科
学工作者誉为重要的“自然基因库”。

明万历年间，贵州巡抚郭子章在平定播州（今遵义一带）杨
应龙叛乱中，梵净山曾遭空前浩劫，山区庙宇中毁坏殆尽。
万历帝朱均之母李皇太后酷信佛教。经她捐资倡议重修，由
国舅李颖和高僧妙元主持，重修了山上的承恩寺、九皇洞、
九皇殿、圆通殿、释迦殿和金顶上的天桥，以及山下的承恩堂
（坝梅寺），并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竖碑于老金顶脚，
以志不忘。重建后，朝拜香客逐年增加，梵净山进入鼎盛时
期，据山区现存碑刻，摩崖记载香客不仅来自云、贵、川、
湘，甚至有从江西、安徽、江浙一带远道而来者，茶殿碑文
记述“数百年进香男妇，时往时来，若城市然”，这种盛况
延续了200多年。

清咸丰5年，（1855），铜仁府爆发了以徐廷杰、梅济鼎为首
的红号军起义，起义军以梵净山为根据地，坚持斗争达之久。
期间山上庙宇陆续被毁，僧众风散云流，香客裹足不前，梵



净山又一次“香火冷落，人烟寂寞”。同治九年（1870），
铜仁东山寺隆参和尚上山主持修复工作，经他十方募
化，“道剪荆棘，路劈蚕虫”，5年内修建了报恩寺，回香坪
等庙宇。光绪元年（1875），清军中参加哥老会起义失败后
的部分士兵由黑地大王刘满率领进入梵净山，据险与清军周
旋。同年，贵州巡抚岑毓英奉命征讨，次年平复，。经隆参
和尚继续努力，大力恢复了山上受破坏的庙宇，还在江口境
内修建了3条朝山大路。民国初年，朝拜者一如既往，民国末
年，土匪猖獗，香客中大多被抢劫，朝山活动猝然大减。

解放后，朝山活动停止，山上庙宇不耐风蚀雨蠹先后垮塌，
山下庙宇多被修建成为学校，食堂，仓库或被拆除烧毁，至
今县境内仅存朝阳寺1座。然而，梵净山却以它巨大的科学价
值和壮丽的旅游资源，赢得了人们的青睐。从50年代起便不
断有人对它进行考察。1978年7月，省批准建立自然保护区后，
在保护区管理处主持下，科学考察工作更加频繁、系统，为
了适应科考和旅游需要，在省地拨款支持下，先后投资55.3
万元整修了上山的便道，重点拓修了鱼坳至金顶5公里，1984
年，全线便道修筑一新，陡斜窄险处或凿石为梯，或浇铸混
凝土台阶，共8250级，称“万步云梯”。险峻处置铁链或钢、
钢筋混凝土护栏，建进山桥涵9座，歇息台38处，食宿站2处。
1985年省文物处拨款修建了金顶的释迦殿、弥勒殿和天仙桥，
现每年进山科考，旅游，朝山人数以逾万，且呈与年俱增之
势。

净山铸造全球最大的弥勒金佛。)、法华庵，兴建梵净山游客
接待服务中心，佛教文化广场等。由此可见，江口梵净山的
发展正随着旅游业发展进一步得到开发，然而值得笔者担忧
的是，在梵净山佛教地位正在进一步考证进行中，还未得到
明确认同时，过于繁盛的商业气息融入了梵净山佛香气焰中
会不会给这个古朴自然、神秘的圣地受到玷污呢？毋庸置疑，
通过一场好的商业开发，让我国佛教文化的香火得以燃烧的
同时可以让更多信教人士找到他们心灵的净地，我只能默默
的为这片养育我的土地祈祷着。



2、施秉县概况

（1）地理位置

施秉县位于贵州省东部，黔东南州西北部，是贵州东线旅游
中心，东邻镇远、北壤铜仁石阡县，南连台江县可达广西、
东南与剑河县相邻，西面与遵义地区余庆县交界，至湖面怀
化市220公里，距省会贵阳市230公里。全县国土面积1543.8
平方公里，辖4镇4乡，末总人口15.56万人（其中：少数民
族8.17万人；非农业人口1.28万人），系国务院批准的早期
对外开放甲级县，国家级旅游风景名胜区，全国农村电气化
县，省级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县。

（2）地形地貌

地处黔中丘原向黔东低山丘陵过渡地带，地势由西、西北向
东、东南部逐渐降低，山脉走向与构造线一致，多呈北东、
北东走向。中部北部山地隆起，为黔北高原式陵山脉延伸，
南部隆起山地为苗岭山脉系，属黔东南凹陷。平均海拨526米，
全县地势起伏大，地貌类型多，岩溶地貌发育，形成云台山、
杉木河、上下舞阳河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等，旅游资源十分丰
富。

五、实习内容

1、注意事项

5月20日我们召开了野外实习动员大会。实习地点是江口梵净
山和施秉云台山，在大会上老师和我们说明了实习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实习的目的和意义，并对我们提出了具体要求和
时间内容安排。老师告诉大家野外实习的注意事项。

2、具体行程



（1）5月21是日是植物野外实习启程的日子,早晨7点半出发，
晚上7点半左右抵达目的地——江口县黑湾河生态园酒家。第
一天没有安排行程,大家各自休息为明天做好充分准备。

（2）5月22日是我们开始实习的第一天，实习地带是梵净山
脚。我们9点准时出发，边登山边采标本边听老师讲解。突然
下起了小雨，但在老师的鼓励下，我们撑起雨伞继续进行着。
每个人都采集到了不少的特有植物，于下午3点回到了旅馆。
晚饭后7点我们开始压标本，9点基本完成。这天虽然很累，
但是在大家的相互鼓励之下我们终于完成了第一天的任务。

（3）5月23日我们爬梵净山。早上吃了早餐，备好干粮，7点
半出发，到梵净山东大门买票。大家进去先坐观光车过了一
段，到了观光车站，我们徒步去面对那九千步台阶。因为景
区不许采摘植物，于是老师一路走着教我们认识周边的植物。
当天我们还参观了梵净山景区的红云金顶，蘑菇石等景点，
景色很美。最后我们拖着极度疲惫的身体，从勤俭节约出发，
放弃坐缆车下山，谁知道下山比上山还难，但是大家还是团
结互助，终于在最后一批观光车回去之时，赶到了观光车停
靠点。回来后翻了标本，吃了晚饭回房休息了。

园林植物实习报告篇五

1、通过野外观察，准确、熟练掌握和应用常用的`植物形态
学术语。

2、通过实习，进一步了解植物的多样性，掌握植物界各大类
群以及种子植物的常见科、属的主要特点，认识和区分常见
种子植物科、属、种，扩大和丰富植物分类学的知识范围。

3、验证、复习和巩固课堂和书本上所学的理论知识，做到理
论联系。

4、学习懂得用科学的方法观察，研究植物的基本特征。



1、通过实习可以培养学习科学的态度，吃苦耐劳的精神，严
明的组织纪律性，团结协作精神。

2、利用出外实习可以很好的让同学们感受到祖国山河的壮丽，
培养热爱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3、出外实习不仅是对理论知识的验证和巩固、对课堂知识的
补充和深化，同时也是对综合素质的全面锻炼和提高。出外
实习对于激发同学们学习兴趣，培养观察能力、创新思维和
动手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三次难得的实习机会(农博园，南山公园，岱王山)，与
植物的近距离接触。在老师的带领和讲解中，对植物的分类
及辨别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在实习中，我们常常被各种植
物的不同形态吸引着，让我记忆尤深。现在我将自己熟悉的
植物展现出来。

在这短短的几次植物学出外实习中，我亲身体验了辨别植物、
采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领会了出外实习对专业的巩固
和提高的重要性。它是检验理论的一块试金石;是课堂内与课
堂外的互补;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教与学的互动;是感性和
理性的升华。这几天的实习过程，也培养了我们吃苦耐劳的
精神，提高了我们的综合与分析能力，让我们产生了对大自
然的新奇与美丽的惊叹与热爱之情。我们学会了独立思考、
团结互助、不停探索。

出外实习巩固了我们的课堂知识，让我们亲自体验了压制标
本的过程。我们在实习过程中积极运用课堂知识去观察、识
别各种植物、仔细辨别类似植物之间的不同之处。这样理论
联系实际，不仅加深了我们对课本知识的印象，而且培养了
我们对课本知识的运用能力。在实习过程中，我们欣赏到了
大自然的美丽，烟台的风光。从这几次的实习中，我们收获
颇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