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植物的听觉 观察植物的心得体
会(汇总9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植物的听觉篇一

一根细长的树杆，一片片碧绿的叶子，加上红红的果子，凑
成了一棵高大的樱桃树。

三四月的春天里，樱桃花谢了，樱桃从叶子下面冒出来了，
红得发亮，像一颗颗打磨得又圆又滑、晶莹剔透的红宝石，
闪烁着迷人的光彩;又像一个个红脸蛋的小孩子，都冲着你调
皮地笑着，不时在微风的吹拂下随风摇曳。愉快的心情涌上
来，我们摘了几箩筐，选出最好的一部分，装在盘子里。用
水洗过后，在阳光的照耀下，樱桃光彩夺目，像极了玛瑙宝
石。我拿起一颗樱桃，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嘴里，慢嚼细品，
酸的;又拿起一颗，含在嘴里，是甜的。这甜，融入了果农对
樱桃树的照料;这甜，一直甜到了我的心里。

樱桃树可以种在山上，也可以种在花盆里。种在山上的樱桃
树会更甜更大，壮大得像一名名士兵在山上站岗。种在花盆
里的就很小，像刚刚入队的一年级小朋友们在盼望长大。

美丽的樱桃树，不仅给人们带来花的清香，果实的甜蜜，还
有带来采摘的快乐，让人回味无穷，我真喜欢这位植物朋友!

植物的听觉篇二



北方大棚种植，火龙果已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如今已是品种
繁多，种值面积和产量也直线上升，可近几年的病害也困扰
了许多果农，甚至有的颗粒无收，苦不堪言，很多人都是看
到火龙果种植高收益的驱动，盲目种植加上管理跟不上酿成
了苦果，本人已种植火龙果好几年了，从人工授粉果种到了
现在的自然受粉果，尝试过失败的苦果，也收获过成功的喜
悦，在此，我总结我这几年来的种果经验，与大伙一同分享
火龙果种植的技术，如有不妥，请多包涵。

一、在火龙果苗种植前半年，准备好基肥发酵，就是用农家肥
(鸡粪、牛粪、羊粪等)拌化肥、发酵粉、花生枯或由菜籽枯
一起发酵。

二、选好火龙果品种，现火龙果品种五花八门，从白果，红
心果，人工授粉果，水晶果，黄龙果，自粉果等等种类繁多，
名字五花八门，我自己也说不清，自己想种什么果要定好位，
选好种，我的感触是一一选对品种就等于成功了一半，我不
建议大家必须要种什么样的品种，但有几点意见希望想种果
的朋友能参考;1自粉品种，这是发展的大方向，人工授粉已
慢慢退出了;2抗病强品种，现阶段的火龙果病害影响严重，
如果品种本身抗病不强，管理起来特别吃力，而且不一定能
种好;3果质要好，口感好，甜度高，不裂果，存放期长，火
龙果慢慢多了，消费者的选择也多了，肯定是优胜劣汰，不
裂果和存放期长能让火龙果采摘和运输争取更多灵活性，创
造更高价值;4产量高，也非常重要，没有产量，何来收益，
大家都明白，我不多说。与此同时，提前育苗也至关重要，
种下有根有芽的苗要比直接剪枝条来种要快很多，地没空就
提前育苗，是争取生长时间达丰产快的最好方法。

三、整理土地，把土地规划好也很重要，不管是平地、坡地、
大块、小块、大棚种还是露天种，一定要遵循方便灌水，方
便施肥，方便打药，方便摘果，方便应急处理的原则，规划
好地块和水管的合理分布，便于高效管理。



四、种植开始，一般在春天种，不论是排式还是柱式，先地
架搭好和柱种下，把之前已发酵好的基肥放到果苗种植处，
排式每棵放数斤，柱式每柱放二十斤左右，并拌土，之后把
苗种下，注意，盖土不能超过五厘米，否则不利于生长，种
好后及时放定根水，如果是插枝的几天后再放水。

五、幼苗到产果期的管理，这环节时间长，管理一定要到位，
首先要保持土地湿润，及时灌水施肥，能施水肥更好，容易
吸收不浪费，少施多次为佳，一般一月两次，其次防病杀虫
要及时，如现阶段火龙果的黄点病还没有什么特效药医治，
靠的是平时防，主要是雨季，雨后能杀菌是最安全的，雨季
每月不得少四次杀菌，冬天则不必，如发现有黄点病、炭疽
等病苗要及时清除，防止扩散，有虫要加杀虫药一起喷，苗
向上生长时要及时用绳固定，防止折腰，过柱顶10厘米后可
从平柱位置摘顶，也可让苗弯腰下垂，靠近柱顶出现的一级
分枝，要留，但不能多，三个芽左右，其它位置发的芽应剪
掉，二级分枝变老后又会在二级分枝上发三级分枝，同样是
留靠近柱顶的芽，到了冬于要注意防寒，果苗长到第二年三
四月份，即出花蕾前，要把已够长并继续生长的枝条断尾，
让枝条变老开花，到四月开始出花蕾，约十五天左右开花，
如果花多可在开花前疏花，每条枝留一朵，最多两朵，如果
果还多，成果后也要疏果，花开后三十天左右成熟，要注意
杀菌和灌水追肥，才能保证果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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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的听觉篇三

1、细胞是植物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

2、植物细胞具有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和线粒体等结构，
以进行生命活动。

3、植物细胞具有特殊的细胞结构，例如叶绿体和细胞壁。



具体内容标准：

1、使用显微镜和制作临时装片。

2、阐明细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单位。

3、区别动物细胞、植物细胞结构的主要不同点。

通过上一节课的学习学生已经知道：显微镜的结构以及各部
分结构的功能，并能熟练地使用显微镜进行观察。而且学生
已经认同细胞是生物体结构的基本单位。并且基本能说出细
胞膜、细胞核等基本结构。因此本节课应该多给学生自己动
手的时间，激起学生学习制作临时装片的兴趣。并且完善学
生已有的概念，进一步加深本节课概念。

提供的事实性知识有以下几点：

1、在显微镜下直接观察整片洋葱鳞片叶，使学生形成显微镜
观察的标本必须是薄而透明的。

2、实物展示切片，涂片，装片的标本，让学生结合教材，使
学生形成玻片标本类型的概念。

3、让学生观察墙壁，分析墙壁的作用，引出细胞细胞壁具有
保护和支持的作用。

4、让学生观察细胞中染色较深的部分，引出细胞核的概念。

5、教师举出如吃洋葱有辛辣的味道，植物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植物的生活需要能量等事实性知识，让学生形成植物细胞结
构的概念。并进行概念的扩展，追问吃西瓜会有汁，有甜味，
汁液有颜色的原因。是不是所有的植物细胞都有叶绿体等。

知识与技能：



1、学会制作临时装片的基本方法

2、认识并阐明植物细胞的基本结构

3、例举说出玻片标本的基本类型过程与方法：

2、通过观察洋葱鳞片叶内表皮的临时装片，练习绘制细胞结
构图

情感态度价值观：

通过制作洋葱鳞片叶内表皮细胞的临时装片，养成实事求是
的科学态度。

重点：

1、制作并观察植物细胞临时装片

2、植物细胞的基本结构难点：

制作临时装片，并利用显微镜观察各结构

师：那大家亲自动手试一下吧（动手）生：不能师：为什么？

师：（简单介绍并演示）

生：齐读43页方法步骤

1、擦

师：这一步主要是为了避免视野中出现杂志和污垢生：

2、滴

3、撕



4、展

师：避免细胞重叠不易观察，撕得太大就不易展平生：

5、盖

师：盖玻片要速度均匀缓慢放下，可避免气泡的产生生：

6、染

师：从另一侧吸引使染色均匀（边演示边说明）生：（两人
一组进行观察）师：（从旁指导）

师：思考

1、所有植物细胞形态都是一样的吗？

2、不同植物的细胞结构是否一样？都有哪些结构？生：形态
不同

第二节植物细胞

一、玻片标本的类型

二、制作临时装片的过程

三、植物细胞结构

植物的听觉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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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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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和巩固课堂和书本上所学的理论知识，做到理
论联系。

4、学_懂得用科学的方法观察，研究植物的基本特征。

二、实_意义

1、通过实_可以培养学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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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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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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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对于激发同学们学_兴趣，培养观察能力、创新思维和动
手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三、实_收获

通过三次难得的实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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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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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实_心得

在这短短的几次植物学野外实_中，我亲身体验了辨别植物、
采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领会了野外实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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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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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外实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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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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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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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中，我们收获颇多。

植物的听觉篇五

——社会大课堂活动感想 如果说社会大课堂活动使学生学习
实践的课堂，不如说是学生、老师和家长共同的课堂，在这
种参观体验的活动中，不再将知识局限于书本之上，局限于
某一门学科之中，而是将多种学科的知识进行整合。在这种
富含多门学科的大课堂上，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和家长，
都有着很多需要学习和了解的知识，而且这些知识是学无止
境的。

在这次活动之前，我先布置了一项任务：查找了有关北京植
物园中各种植物的名字及特点。在家长的帮助下，同学们对
植物园里的各种植物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带着这些知识走
进植物园时，孩子们兴奋不已，仔细观察每一种植物，尤其
是看到曾经查过资料的植物时都会高兴的大声喊出植物名字。
有些树的花的颜色和资料上的不同，由此，我们开展了“猜
名字”游戏，孩子们为了能够猜准确，仔细地观察树上花和
叶的特点，然后在与资料上植物进行比对，猜出他们的名字。
这种活动既增加了活动的趣味性，又培养了学生观察能力和
总结能力，让孩子们在玩中学，乐中学。

我在这次活动中也学到了不少知识，在参加活动之前，要给



学生讲讲每种植物的特点，说实话，这些植物我认识的没有
几种，为了能让学生们听得明白，分得清楚，我恶补了一下
这些知识，并把不同植物进行了对比，找出不同植物的特点
和区分方法，因此，我真真正正的上了一节科学课，学到了
很多有关植物的知识。

我想有些家长也和我一样，在帮助学生查找资料的同时也丰
富了自己。这次活动与以往活动不同，参加活动的不仅是学
生和老师，还有3位家长。他们在活动中扮演老师的角色，每
人带6名学生，负责他们的各种活动和安全，给学生讲解每种
植物的特点的同时还要将学生活动的过程用相机记录下来，
着实地体验了一次教师的角色，拉近了家长与老师之间的距
离，有利于日后的沟通与交流。

课文的精髓印到了他们的心中。当他们走在小路上观赏美景
的同时，还不忘把别人丟在路旁的垃圾捡起来，扔到垃圾箱
里，让景色变得更美。这种行动不正体现了他们的好品质好
习惯么，他们用自己的行动美化了环境，这是一件多么让人
骄傲的事啊，游客们都为他们感到自豪。

通过这次活动，我感触很深，它既让我们在知识的海洋中无
限遨游，又将家校两大体系融为一体，解决了家校沟通难的
问题。希望在今后的学习实践活动中能有更多的学习交流机
会，进一步促进家校沟通和学生多方面发展。

植物的听觉篇六

通过参观省森林植物园和哈尔滨太阳岛优秀的园林景观，认
识园林植物，初步了解园林设计方法、园林花卉的名称、形
态特征、生长习性等为以后的专业课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通过手绘和上色的练习，为将来能够更好的进行园林设计图
纸绘制打下基础。



二、 实习内容和过程：

长久的等待之后，我们终于盼来学期末的园林专业课的实习，
此次实习包括两部分内容：园林花卉观赏实习和园林测量学
手绘实习。

(一) 园林花卉观赏实习：

四季秋海棠：四季秋海棠的叶片，可分成两大种类，其一为
接受日照后变成红绿色，另一则为红铜色。花色有红、桃、
白、复色等等。花形又分为重办与单瓣。

非洲凤仙：糖果(confection)重瓣花系列，花色有红、玫瑰红、
粉、橙等，适用于盆栽、吊盆和栽植槽栽培。

芍药：初出叶红色，花大且美，有芳香，花生枝顶或生于叶
腋;而牡丹花只生于枝顶，这是牡丹与芍药的区别之一。芍药
花瓣白、粉、红、紫或红色，花期5-8个月。

火炭母：藤浅红色，节膨大，红色。叶互生，椭圆形，叶脉
紫红色，叶面有人字形暗紫色斑纹，叶柄浅红色。花小，白
色或粉红色，集成头状花序。果熟时浅蓝色，半透明，汁多，
味酸，可食。

是障景的作用，对此，我终于知道园林中障景的真实含义了，
在同学们到齐后，我们进入了著名的避暑胜地—太阳岛，一
路前行，我们看到了各种令我们带开眼界的园林立体花坛有
坐龙、凤凰和花篮等，它们主要是用白草、绿草和小叶红栽
植建成的。立体花坛主要是通过适当的载体和植物材料建的，
结合环境色彩美学与立体造型艺术，通过合理搭配，将花卉
的装饰功能从平面延伸到空间，从而达到较好的立面或三维
立体的绿化装饰效果。根据景观特点及所使用的花卉材料不
同，将花卉立体景观分为垂直绿化和花卉立体装饰两大类。
垂直绿化是用各种攀缘植物对建筑立面或局部环境、篱垣、



棚架、栏杆、灯柱及桥梁等进行竖向绿化，是增加城市绿量
的一个重要方法。花卉立体装饰有立体花坛、花钵、悬挂花
篮等形式，立体花坛、花钵广泛应用于广场、公园及街头等
处，悬挂花箱、花篮多用于庭院、墙壁、门厅等处装饰，也
可装饰护栏、栏杆等。其中如此浩大的工程，栩栩如生的画
面，让我对园林专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希望自己将来也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园林设计师，将自己设
计的作品能够诞生在家乡的土地上。我们继续参观太阳岛，
在公园里我们树木茂密，全岛遍植各种树木100来种。

植物的听觉篇七

外出实习的机会很是难得，因此这次实习是令我很兴奋。虽
然这次去实习时为了学的更多的知识，但是还未去实习时我
就开始在幻想去实习的地方是多么的美丽、神秘，实习时是
多么的开心。在这次实习中我也是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们的实习时间历时三天(__年11月9号~11号)，第一天实习
是小哨山上，我早晨9:00出发，下午13:30坐车回来。我们的
任务是上山采集植物并将采集好的植物制作成标本。到了小
哨山下，我们都迫不及待的往山上爬，在上山的路上，我们
一边上山，一边采集植物，植物何其之多，风景何其之亮丽。
上山前老师教会我们在采集植物时，最好的是要有花、有叶、
有根、有果实。在采集植物时更是得到老师在旁指导。得到
老师的指导，我们在采集时减少了很到麻烦。也许是长时间
没有上山的缘故，我们山上都很兴奋，我们满上遍野的去采
集植物，看新奇的景观。当我们采集好植物时，老师教我们
压制标本，还不时告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植物，让我们认识、
了解了很多我们以前不知道的植物。

在山上，见到了小哨山上的很多奇景，比如是很多不同形状
的石头，很多新奇的小花。 这次山上之行更是让我学习到了
很多之前不曾有机会见到的植物(忍冬科的天门冬)，也让我
认识了一些在课上见过图片而不曾见过真实模样的植物，让



我在课上的知识得到了巩固。在山上，我们精诚合作，最终
我们完成了任务。

第二天实习是步行去植物园，去植物园的任务是去认识更多
的植物(种名、学名、科名和生长地区)。虽然我以前也去过
植物园，但那是去游玩，不曾留心去注意植物的名称、习性
等等。这次去植物园让我见识到了很多不曾相识的植物(比如，
漆树科的清香木、忍冬科的水红木等等)。植物园的植物种类
很多，珍惜植物也不少，植物园里可以一边学知识，一边赏
景，也是一件快事。植物园之优美，大有回归自然之感。我
也很喜欢这次去植物园。

第三天，我们是在实验室里鉴别我们采集回来的植物，并制
作标本。在实验室里，老师教会我们鉴别植物，教会了我们
制作标本。我们整整花了两个小时才把所有植物鉴别完成。
虽然在鉴别植物时有些枯燥，但是当鉴别出自己采集回来的
植物也大有成就感啊。看到上几届同学制作的养眼的标本，
更是大欣慰。

三天的实习虽然是很短暂，但是在三天的实习时间里，我学
到了很多知识。我不但得到了亲近大自然的机会，还学到了
很多知识。这次实习让我更深的认识了植物，还学会制作标
本，同时，还使我们的凝聚力得到加强了，我想我们以后合
作的回更加顺利。这次的实习，会为我们以后的很多知识做
好铺垫，我很高兴，我参加了这次实习。

植物的听觉篇八

这次培训内容包含了农作物的监测和预警技术、植物病毒发
生分布和防治技术、农作物病虫害多样性控技术、及玉米、
麦类、果树、蔬菜等主要病害及防治现状、以及大理州植保
植检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发展的思考。

这次培训覆盖面广，全州12个县市，有州、县、乡植保人员，



参训人员达200多个。培训内容系统、丰富，给我们每个人都
得到很大的提高。

民建乡地处偏远、农业落后，受自然条件制约，经济基础差，
基础设施薄弱，抗风险意识差，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群众
科技意识不够高，农业科技推广相对较难，对病虫害防治积
极性、主动性不够，对新农业知识接受较慢。主要农业经济
生产还处于靠天吃饭的状态，种植的品种单一主要大春作物
为玉米、水稻，小春作物为蚕豆。但是民建乡岔花、边江两
个村委会气候条件优越，适合栽种热带作物，如蔬菜和枇杷、
荔枝等水果。因此，在这次培训中我结合了民建乡乡情认真
记录笔记，以便做到学以致用。

在《我国农作物病虫害生物多样性控制技术研究》这堂课中，
教授把万年县贡米与大理州实际结合，分析了万年贡米的价
值主要有三点：一是历史文化价值，稻米历史 最早可追溯到
新石器时代，万年大源仙人洞、吊桶环遗址发现的目前世界
上年代最早的栽培稻遗存可以证明万年稻米习俗史和贡米生
产技术源远流长，延续至今有一万多年的历史。长期以来，
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载体，为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延续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研究稻作文化和饮食文化有着很高的
价值。二是农业价值。贡米是大米中的极品、珍品，它的种
植推广，是一项重要的农业课题，况且万年贡米是天然的无
公害绿色产品，不含任伺有害物质，对人的身体健康是非常
有益，可以满足现代杜：会人们对保健的需求。三是经济价
值。长期以来，贡米一直是万年的支柱产业，在当地的经济
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作用。首先，贡米加工产业的发展，
解决了当地相当数量的人员就业问题：其次，贡米本属农产
品，可以有效地促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每年都有浙江客商
直接与万年当地政府农民签订订单，包销全部产品，万年贡
米除一部分出口外，40％销往浙江，30％销往广东和福建，
本省只20％的销量，历年产值达2亿多元。让我受益匪浅，是
我得到这些方面知识的拓展。



果蝇防治技术这堂课中国，老师一开始以一段视频方式向我
们讲述果蝇的生活习性、防治原理、方法、措施以及注意事
项等，让我们理解到位，也便于我们在以后在工作中更好的
应用。

感谢大理州植保站给我们这次学习的机会，不仅增加了我的
知识面，了解现在植保方面最新技术和知识，而且还给提供
了一个交流的平台，为以后工作提供便捷，为三农更好的服
务。

植物的听觉篇九

春华秋实，岁月潇湘。转眼为期一个月的园艺生产实习就过
去了。在这次的实习中，我学的不仅仅是如何进行育苗管理，
让我感触更深的是一种工作态度，一种观念，一种对园艺产
业的认知，一种认识人生与自我的启迪。

这次的实践中，在积累成功经验的同时，我也在不断的认识
自己的不足，吸取实践中得来的教训。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
和缺点，并且不断剖析自己以取得进步。我相信此次实习经
历会对我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时间过的真快，在这段时间里，我学到了很多在学校学不到
的东西，也认识到了自己很多的不足，受益匪浅，以下是我
对实习生活的总结以及一些心得体会。

实习是一种对用人单位和实习生都有益的人力资源制度安排。
对接受实习生的单位而言，是发展储备人力资源的措施，可
以让其低成本、大范围的选择人才，培养和发现真正符合用
人单位要求的人才，亦可以作为用人单位的公关手段，让更
多的社会成员(如实习生)了解用人单位的文化和理念，从而
增强社会对该组织的认同感并赢得声誉。

对我们而言，实习可以使每一个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尝试不同



的工作，早日了解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内容获取相关经验，
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逐步完成职业化角色的转化，发现自
己真实的潜力和兴趣，以奠定良好的事业基础，也为自我成
长丰富了阅历，促进整个社会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