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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报告的使用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报告
具有成文事后性的特点。那么什么样的报告才是有效的呢？
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报告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园艺植物栽培学实验报告篇一

20xx年7月13日，结束了泉州、厦门站的动物野外实习后，我
们来到了南靖和溪，由孔祥海老师带队，开始了这次的植物
野外实习。

1了解采集地植被分布情况和华南地区森林的基本结构，认识
部分北回归线植物及其生境，充分理解植物的分布与环境的
相关性。

2通过野外实习巩固理论知识，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
解和记忆。

3激发学习生物科学、探究大自然的热情，通过形式多样的学
习和老师同学之间的交流，提高对植物学的兴趣。

7月13日下午，从实习宿舍（和溪镇热带雨林实习基地）出发，
在孔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在和溪镇沿着公路认识沿路植物并
采集标本20余种。

7月14日下午，我们来到了乐土雨林在孔老师等的带领下，沿
路认识了许多植物并以小组为单位（五人一组）采集标本70
余种。同时压制了所采集的标本。

7月14日下午，校车再次把我们送到乐土雨林后便返回了。我
们在孔老师等的带领下沿路认种并采集标本50余种。同时压



制了所采集的标本。

7月15日上午，我们来到了仙岭，在孔老师等的带领下，沿山
路认种并采集了30余种植物标本。

7月15日下午，我们在宿舍压制所采集的标本。（并在晚饭后
返回了学校）

7月16日，回到了学校，我们在实验室忙着压制标本，挂标签，
复习巩固。

7月17日上午，针对这次植物野外实习，以小组为单位孔祥海
老师对我们进行了考核。

以前还没有认真地去观察学习的时候，一棵树就是一棵树，
所有的叶子长得都差不多，所有的树皮都是一个样。而在这
次的观察中，我发现每一株植物的叶子都长得那么有性格，
有些气味特殊，有些叶脉奇特，有些形状古怪，有些毛茸茸
有些光溜溜……就连貌不惊人的树皮也分长条形剥落还是片
状剥落等等。南靖之行教会我用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观察这个
世界，发现生命的奇妙。我每每惊讶于植物的独特形态和精
巧构造而忘记了旅途的辛苦。之前老师跟我说过，这次实习
更重要的是激发大家对学习生物科学的热情。我想，两年过
后我会忘记那些植物的名字，但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对于
生命和自然的那种着迷。

在认种学习的过程中，我自己也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

1要把理论联系实际：在复习的时候有时候因为标本残缺等原
因，我试图根据参考书上的一些描述来记住这种植物，觉得
这些特征描述更准确更权威，最后却发现那些描述不仅枯燥，
在野外认种中还一点都不管用。而老师教给我们的识别方法
又简单又实用，只要掌握了，认种就会变得轻松很多。后来
老师告诉我，书上介绍的特征适用于在实验室里更为准确的



分类鉴定工作，而野外认种的很多识别方法是分类工作者长
期实践总结而来的，在野外是最实用有效的。

2要比较学习、集体学习、反复学习：虽然每种植物都有自己
独特的一面，但是对于我这种初学者来说还是会很容易就把
两种植物弄混。在这个时候，比较学习往往让我事半功倍。
仔细观察植物，列出易混植物的异同点，通过比较和反复记
忆就可以准确地区别它们了。而让我收获最多的莫过于集体
学习了——一群人围在一桌标本边上，比赛着、互相帮助着、
互相提醒着、笑着闹着，硬是把一袋袋的标本消化了。独学
无友则孤陋寡闻，集体学习在同学之间普遍缺少多人面对面
交流的大学有着重要意义。当然了，对于认种来说无论什么
学习方式都离不开反复学习，只有反复地去看、去摸、去闻，
不断地消化记忆，才有可能让数量如此庞大的种类烂熟于心。

3观察植物的顺序与要点：在认种初期，我对于观察和记忆植
物的形态特征总是不得要领。在请教过老师和同学之后我才
知道，在观察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这株植物的整体形
态：木本还是草本？直立还是攀缘？然后我们再从叶形、叶
缘、叶脉、气味、花和果实等细节特征去观察鉴别。

在南靖实习期间，每天的生活忙碌而充实，与老师同学们面
对面的交流取代了天天呆在电脑面前的空虚无聊，规律的作
息让我们拥有了久违的身心舒畅。最难得的是这次实习增进
了我们班的感情，比任何一次班级聚会都更为有效。总之，
这次野外实习真的很有意义，使我得到了很多收获。

园艺植物栽培学实验报告篇二

三.实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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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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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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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两天再换，直到压干为止。

四.实习总结或体会



五，实习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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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布其沙漠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北部,是中国第七大沙漠。
库布其沙漠东西长262千米,面积大约1.86万平方千米,位于内
蒙古黄河河套南部..库布其沙漠旅游资源丰富，有沙漠、湖群
(七星湖)、草原、黄河、丘陵、湿地、绿洲等一大批天然景
观，风光独特。

小井沟蒙语称“旭尼苏贝，位于大青山南麓内蒙古呼和浩特
市东北25公里处。井沟园区内自然资源丰富，自然景观独特。
青山秀水如诗如画；沟壑峡谷别有洞天；高山草原风光独特。
置身其中，令人心旷神怡留恋忘返。景区树木丛生，山峦起
伏，风景独特，四季分明，资源丰富，环境优雅。

格根塔拉。格根塔拉位于杜尔伯特草原深处，距自治区呼和
浩特市140公里。格根塔拉是蒙古语，意为“辽阔明亮的草



原” 这里牧草茂盛、牲畜遍地，草原特色浓厚迷人，自古以
来就是优良的天然牧场。

园艺植物栽培学实验报告篇三

实习时间：7月8日—207月14日

参与人员：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全体
同学以及带队老师

动物学指导老师：李巨勇、韩广欣

植物学指导老师：王晓蕊

随着本学期的结束，我们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的学生开始了
为期七天的野外实习。本次实习将在张家口小五台山的金河
口管理区度过。在这里，我们将对课堂上学习的专业基本理
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进行检验并初步综合运用于实践当
中。在实践中巩固和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充分认知自己身
边常见的动植物。

小五台山在太行山脉的最北端，居于河北省张家口地区蔚县
与涿鹿县交界的地方。水资源比较丰富，主要山谷皆有溪河，
水量充沛。小五台山属暖温带大陆季风性山地气候。冰冻期
长，无霜期短，降雨量大并集中在七月，四季更替明显。五
台山地区植被类型为夏绿阔叶林，由于山势高峻，气候垂直
分布显著，植被、土壤、垂直带谱比较完整，物种饱和度大，
拥有杉、松、柏、杨、柳、槭、栎、花椒、樱桃、苹果、榛、
忍冬、山楂、绣线菊等常见物种，特有物种有蚂蚱腿子、榛
子、土贝母、地枸叶、小台黄芪、小五台柴胡等，还有苏铁、
银杏等珍稀物种。动物和昆虫的种类繁多，其中野生保护动
物有20余种，省级重点保护动物41种。有世界珍禽、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褐马鸡、金鸟；二级保护动物斑羚；还有豹猫、
狐、狍、獾等。两栖类有中华大蟾蜍、中国林蛙等。



7月9号，我们前往东金河沟进行标本采集。由于天气原因，
小雨一直不停，这导致我们采集到的动物标本比较少，以蝗
虫为主，没有蝴蝶和蛾子一类的昆虫。植物采集的比较多，
我们见到的植物有杨(杨柳科杨属)、柳（杨柳科柳属）等，
采集的标本有石竹（石竹科)、胡枝子（豆科胡枝子属）、薤白
（葱科葱属）等。当晚原本准备进行灯诱，但由于一直下雨，
放弃灯诱，因此在最后灯诱的成果比较小。

7月10号，队伍前往章家窑采集标本，还是小雨天气。不过这
次采集到了一些膜翅目和鳞翅目的昆虫。如：蜜蜂（膜翅目
蜜蜂科）、泥蜂（膜翅目泥蜂总科泥蜂科）。由于捕捉过程
中的行为不当和三角袋的使用不熟练，导致最终剩下的标本
鳞翅目标本较少，翅膀有不同程度的损害。除了膜翅目和鳞
翅目的昆虫以外，还捕捉到两栖纲的蛙类和蜈蚣等动物，最
后放入毒瓶中的蜈蚣变为绿色，于是放弃了标本制作。植物
标本的采集山丹（百合科百合属）、唐松草（毛茛科唐松草
属）、紫荆（豆科紫荆属）等。此次的路程比较长，一直是
小雨不断，路面比较湿滑，但是本小组成员相当团结，没有
掉队和不满情绪，在今上午的标本采集中，大家热情都比较
高。下午在王晓蕊老师的带领下，我们队两天来采集的植物
标本进行了详细的鉴定，并且学会了使用植物志。在李巨勇
和韩广欣老师的帮助下，我们将采集到的昆虫标本进行鉴定，
并挂牌。晚上上由于小雨不断，原本计划的灯诱又没有进行。
今天蛾子标本的收获基本为零。不过代替灯诱的是小组内的
活动，我们将第一天采集并压制的植物标本进行整理，丢弃
了一些发霉和个体较大的植物，并对较好的植物进行压制。

7月11号，我们今天上山采集标本，其实只是西台山的山脚吧。
由于前几天的雨，导致路面湿滑，淤泥很多，基本没机会追
赶蝶类。不过采集到了蝽（半翅目蝽科）、飞蝗（直翅目蝗
科）、蜜蜂（膜翅目蜜蜂科）、大蜘蛛（蛛形纲蜘蛛目）等
动物。植物标本包括瞿麦（石竹科石竹属）、车前草（车前
科车前草属）、山丹（百合科百合属）、珍珠梅（蔷薇科珍
珠梅属）等。今天上山，同学们的热情都比较高，湿滑的路



面在我们眼里似乎算不上是什么困难了。总体来说，除去以
前采集重复的标本，今天的收获还是不错的。晚上进行灯诱，
由于风比较大，基本上没有什么收获，只捉到了四只蛾子，
当晚进行了展翅。

7月12号和7月13号，这两天我们分别前往西台山和金河口景
区。在金河口景区，水流充沛，我们的任务是观察水生的动
植物。在西台山，我们的任务是观察植被分布和采集标本。
看到的植物有油松（松科松属）、中华落叶松（松科松属）、
杨(杨柳科杨属)、柳（杨柳科柳属）、榛（桦木科榛属）、
金莲花（毛茛科金莲花属）、蓝刺头（菊科蓝刺头属）。并
且在爬山的过程中，观察了整个山体的植被分布情况。

2100米以上:是亚高山草甸带，由于随海拔的升高，植株逐渐
矮化，木本植物减少，仅有金露梅、银露梅等小灌木及菊科
和禾本科多种草类。

1400——米:真阔叶混交林带，针叶树种有华北落叶松、油松，
阔叶树中有白桦、红桦、北京丁香、唐松草等。

1200——1400米:次生灌草丛带，主要棺木有沙棘、绣线菊，
草类以禾本科、菊科、豆科为主。

1200米以上:主要农作物产区，主要果树为杏、桃、苹果、梨、
核桃等。

1、学习收获

动物学实习收获：采集和观察到的动物有蜜蜂（膜翅目蜜蜂
科）、泥蜂（膜翅目泥蜂总科泥蜂科）、胡蜂（膜翅目胡蜂
科）、丝带凤蝶（鳞翅目凤蝶科）、灰蝶（鳞翅目灰蝶科）、
嵌带灰蝶（鳞翅目灰蝶科）、中国林蛙（两栖纲无尾目蛙
科）、大蜘蛛（蛛形纲蜘蛛目）、水龟虫（鞘翅目水龟虫
科）、蝌蚪（林蛙幼体）、飞蝗（直翅目蝗科）、瓢甲（鞘



翅目步甲科）、螳螂（螳螂目螳螂科）、蚂蚁（膜翅目蚁
科）、菜粉蝶（鳞翅目粉蝶科）等。

植物学实习收获：采集和观察到的植物有

小根蒜，百合科，地下茎球形，鳞形，叶鞘长

水蓼，蓼科，茎节部膨大托叶鞘圆筒状，膜质，褐色花穗状
花序质生，花粉红色

车前草，叶卵形近全缘果蒴果等

2、思想收获

在为期七天的河北省小五台山金河口的野外实习中，我学到
了很多东西。

首先是学习方面的，我们实习就是一个理论结合实际，巩固
课堂知识的过程。我们从课本理论走向亲身实践，我们可以
在野外观察、比较、分析动植物各大类群的典型代表种类，
探讨各类群之间的形态特征和亲缘关系，充分认识了这个充
满奥妙的生物世界。因而也验证、复习和巩固了书本上所学
的基本理论知识，检验我们对动植物分类特征的理解和掌握
程度，补充了课堂与实验教学中的不足。每天收获的就是下
午在老师的帮助下鉴定动植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
学会了植物志的使用和昆虫标本的制作。增强了实践动手能
力。

其次是在为人处世方面的。在这次实习中，由于天气原因给
我们的实习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不断的小雨使路面积水，变
得湿滑。大部分的同学在这几天都是穿着湿的鞋外出采集标
本，但是这没有打击同学们的积极性。在上山的过程中同学
们互相帮助，没有让一个同学掉队。在采集标本时，我们团
队合作，各有分工，每人各有其所，采集动植物标本的工作



有条不紊的进行。这次实习增强了同学们的集体荣誉感，使
班级表现的更为团结友好。

最后，在这次实习中同学们充分的见识到了大自然的美好与
神奇。在西台山顶，同学们制造的垃圾都自觉的带走，可见
同学们保护环境的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次的实习，不仅
丰富了同学们的知识，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同学们的生活态
度。吃苦耐劳、坚持不懈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得到了很好的体
现。这一笔大的财富将会一直留在我们的记忆和生活当中。
也感谢老师和同学们在实习中对我的帮助。

园艺植物栽培学实验报告篇四

一．实习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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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实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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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实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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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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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两天再换，直到压干为止。

四.实习总结或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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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艺植物栽培学实验报告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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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实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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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实习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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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实习心得

在这短短的几次植物学野外实习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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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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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艺植物栽培学实验报告篇六

3月11日，我班依照学校安排积极参加了，为全校师生做所做
的的感恩励志教育报告会。报告会上，演讲团的程老师根据



学生的年龄特点，从心理学角度出发，引导同学走进自己的
内心世界，认识真正的自己，教育学生学会感恩，激励学生
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要与爱同行，会学习，更要会做人。
他用生动的事例、真挚的语言、丰富的情感，借助音乐和环
境氛围的渲染，通过创设情景逐渐敲开学生的心门。报告中，
我们班的孩子们在一个个互动环节中认真聆听积极参与，她
们泪流满面地伸出双臂与老师、父母拥抱，说“老师，我爱
您！”“妈妈，我爱您！”。特别在学生与父母的互动环节
中，我们班的杨园园、董婉玉同学她们都是平时不太爱说话
的一个学生，这次竟然积极的站在大庭广众之下，站在前台
呼唤自己的妈妈上来到前台并对妈妈说道“妈妈，我不再惹
你们生气了！今后我会听你的话！”。而家长朋友们也情真
意切地向老师走来，和老师含泪真情拥抱，向老师握手致
谢“老师，您辛苦了！”……一声声发自内心的呼喊响彻整
个会场，很多老师、学生和家长都忍不住流出了眼泪。一幕
幕感人的画面让人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报告会期间整个会
场自始至终弥漫着感动的氛围，一直流淌着温暖的热泪，一
直飘扬着“爱”的声音。会后除了学校安排的家长写体会外，
我还布置学生每人一份体会写在日记本上，让这次活动在学
生心中留下深刻的记忆，并督促她们把感受付诸在自己的行
动中。本次的活动加强家校沟通，增进教师、学生、家长之
间的接触和了解，融合彼此情感，也为让学生从小热爱祖国、
热爱生活、学会感恩，使我班师生、家长上了一堂生动的感
恩励志教育课。

在草长莺飞，百花飘香的季节，鲁沙尔大源学校，伴随着浓
浓的春意正开展着一场撼动人心的德育教育活动——感恩励
志教育。现已取得了超出预料的效果。我们现将我校的感恩
励志活动情况总结如下：

长期以来，鲁沙尔大源学校一直秉承着“育人以德为先”的
办学宗旨，培育了数百名优秀学子。但是，在当今新的社会
条件下却遇到了新的问题：开设的思想道德之类的课程有些
学生不爱听，每年开展的“学雷锋做好事”之类的活动也收



效不大。而现实却是学生中存在着很多令人忧心的问题，诸
如一些学生政治信仰迷茫：信息归属虚无，理想概念模糊，
学习动力不足；一些学生任性、傲慢、冷漠、自私；一些学
生不明荣辱，以自我为中心，看问题偏激；一些学生心境浮
躁，学习不努力，做事不认真等等。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怎样承担起“教书育人”的责任，摆在
了校领导班子的面前。经过多次认真讨论，在县教育局及中
心学校的关心指导下，我们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在全校一
千余名师生中开展感恩励志教育。

我们所以做出这样一个决定，首先它符合胡-锦-涛同志在“xx
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对青少年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
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的精神。
第二，感恩之心即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是为人之
本、立身之德，是当前开展德育教育的重要切入点，是加强
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其三，它符合我校学生思想实际，
是所谓“对症下药”，势在必行。

今年春季开学伊始，主持学校德育工作的李添全校长和李军
主任便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提出“本学期要开展感恩励志教
育，使师生懂得感恩，学会感恩，并能自信自立，励志成才。
”还决定将20xx年3月和4月定为德育教育集中活动月”。于
是，以“感恩励志教育”为主题的一系列活动在全校师生中
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4月12日，校团委向全校师生发出了“学会感恩，励志成才”
倡议书。受到了全校师生的热烈响应。

随之各个班级相继召开“感恩励志教育主题”班会。一场场
感人心扉的主题班会，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感恩故事在师生们
的心底回响、激荡。于是感恩励志的文章、诗歌、书画如雪
片般飞来。据初步统计，在近两周的时间里，全校举办了xx
余场感恩励志教育主题班会；收集到有关感恩励志的诗文30



余篇，各类墙报、板报如雨后春笋般涌出。班会的形式也多
种多样，如交流学习心得体会，演唱感恩歌曲、举办感恩朗
诵会、看感恩电影，制作宣传感恩内容的手抄报等等。大源
学校校园春意浓浓，感恩励志教育活动如润心田的春雨，如
明媚的阳光洒落在每位学子的心田。

通过这一系列的感恩教育活动，使同学们认识到了：感恩并
不那么遥不可及，感恩也并不那么复杂。感恩无处不在，感
恩就在你身边。感恩，要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做起。这正如
八一班赵艳清同学所说：“当他人向你投来美好的目光，你
要回赠一个亲切的眼神；当得到他人哪怕小小的帮助时，你
也要投去一个甜甜的微笑；当受到他人鼓励时，你要说
声‘我会努力的’!这就是感恩”。小学部叶玉兰老师深情地
说：“心怀感恩天地宽啊！”

园艺植物栽培学实验报告篇七

2015关于植物学实习报告（精选）

一.实习目的：

1.通过实习，巩固和提高课堂所学知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进一步培养独立工作与与人协作的能力。

2.学习用正确的方法和手段来观察和研究植物，达到提高分
析和综合的能力。

3.掌握植物的采集、压制、标本制作、种类鉴定等工作的基
本操作方法，为今后的植物学教学和科研打下初步的基础。

4.走出课堂，体验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多样性，达到感性
认识与理性认识相结合，激发学习热情。

二.实习意义：



1.通过实习，可以复习课堂所学的植物学理论知识，实践检
验理论，以达到知识的升华。

2.培养实践和动手的能力，提高我们各方面的技能，达到教
与学的统一。

3.通过实习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和团结协作的精神，体会合作
达到成功所带来的乐趣。

4.利用野外实习可以很好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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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学生积极探索自
然界的奥秘的兴趣。

三.实习地点：

北京植物园、中科院植物园、香山公园等。

四.实习时间：

2015-6-1

五.植物辨认

这次的实习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辨认那些非常相似的
植物，尤其是羊蹄甲、红花羊蹄甲、紫荆洋蹄甲，还有石蒜
科的蜘蛛兰和文殊兰的辨认等，真的很难区分，但经过查书，
将其的.辨别的特征列如下面：

(1)芸香科植物

叶多为复叶或单身复叶。有发达的油腺，含芳香油，在叶上
表

现为透明的小点，子房上位，花盘发达;外轮雄蕊常和花瓣对



生。

本科约150属，1500种，分布于热带和温带。我国产29属，

约150种，南北均有分布。

代表植物

2.柑桔属常绿乔木或灌木，常有刺。叶互生，单身复叶。花
常两性;花瓣常5;雄蕊15或更多;子房多室。果为柑果，例如:
桔、甜橙、柚、柠檬、佛手柑、酸橙、代代花。

(2).羊蹄甲、红花羊蹄甲、紫荆洋蹄甲的区别：

羊蹄甲(紫羊蹄甲)：雄蕊3-4枚，花瓣倒披针形，叶裂片稍或
钝。

红花羊蹄甲：雄蕊5枚，花为总状花序，花瓣紫红色，披针形。

紫荆洋蹄甲(洋紫荆、红花紫荆)：雄蕊5枚，花为伞房花序，
花

瓣淡红色，卵状短圆形，有荚果。

其检索表如下：1.雄蕊5枚

2.花为总状花序，果不实。---红花羊蹄甲

2.花为伞房花序，有荚果。---紫荆洋蹄甲(洋紫荆、红花紫
荆)

1.雄蕊3-4枚，花瓣倒披针形。---羊蹄甲(紫羊蹄甲)

(3).石蒜科蜘蛛兰和文殊兰的区别：



蜘蛛兰的主要特征：具鳞茎，叶稍肉质，剑形，无叶柄，形
似对生;具膜质的佛焰苞状总苞;伞形花序有花数朵，花白色
无梗;花被裂片线形;雄蕊的花丝基部合生成的杯状体(雄蕊
杯)漏斗状或钟状，顶端具齿。文殊兰的主要特征：鳞茎近于
长柱形;叶具肉质，披针形，边缘波状，暗绿色，螺旋状生于
基部;花茎直立，伞形花序有花数朵至约20朵;佛焰苞总苞片2
片，反折;花高脚碟状，稍有芳香味，花被管顶部白色、其余
稍红褐色。

(4).马尾松与湿地松的区别：

马尾松特征;树干较直，树皮深褐色，端褐色叶2针1束，罕3
针1束，长12-20cm，质软，叶缘有细锯齿;树脂脂道4-8，边
生。球果长卵形，长4-7cm，径2.5-4cm,有短柄,成熟时栗褐色
脱落而不,脱落而不突存树上,种鳞的鳞背扁平,横不很显著,
鳞脐不突起,无剌。

湿地松特征;树干通直，树皮灰褐色，针叶二针或三针一束，
长18～30厘米，深绿色，腹背两面均有气孔线，边缘有细锯
齿，无树脂，球果长圆锥形，2～3个聚生。种子卵圆，具三
棱。

(5)水杉

形态特征：水杉高达35-41.5米，胸径达1.6-2.4米;树皮灰褐
色或深灰色，裂成条片状脱落;小枝对生或近对生，下垂。叶
交互对生，在绿色脱落的侧生小枝上排成羽状2列，线形，柔
软，几无柄，通常长1.3-2厘米，宽1.5-2毫米，上面中脉凹
下，下面沿中脉两侧有4-8条气孔线。雌雄同株，雄球花单生
叶腋或苞腋，卵圆形，交互对生排成总状或圆锥花序状，雄
蕊交互对生，约20枚，花药3，花丝短，药隔显著;雌球花单
生侧枝顶端，由22-28枚交互对生的苞鳞和球鳞所组成，各
有5-9胚珠。球果下垂，当年成熟，近球形或长圆状球形，微
具四棱，长1.8-2.5厘米;种鳞极薄，透明;苞鳞木质，盾形，



背面横菱形，有一横槽，熟时深褐色;种子倒卵形，扁平，周
围有窄翅，先端有凹缺。

六.标本采集标本的采集是我们植物实习的一个很重要内容，
既考我们的专业知识，又考我们的动手能力，更考我们的观
察能力，下面是植物标本的几种采集方法：

(1)木本植物的采集——木本植物一般是指乔木、灌木或木质
藤木植物而言，采集时要选择生长正常无病无害的植株为采
集对象，并在这植株上选择有代表性的小枝作为标本。所才
标本一般要带有叶、花或果实。采集时用枝剪不能用手折，
以保持标本的美观与完整。所采标本大小要适中。

(2)草本植物的采集——高大的草本植物的采集方法一般与木
本植物相同。但较小的植株除了采集它的叶、花、果各部分
之外，必要时采集它的地下部分，如根茎、匍匐茎和根系等，
尽量挖取。因为有时候地下部分是我们辨别分类的重要依据。

七.标本的压制

我们一般是制作蜡叶标本，主要有下面的操作步骤：

(1)整理标本——把标本上多余无用的密迭枝叶疏剪去一部分，
免得遮盖花果。

(2)编号——把采集的同种植物编同一号数，所编的号数要与
野外采集记录号数一致。

(3)压制——我们用木质的夹板来压，在底板铺上一层厚的草
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