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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菌物学”是林业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一门重要专业选修课程，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

本文采用“案例教学+思维导图”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从案例教学的准备与实施、“案例教学+思维导图”
在教学中的应用、案例教学课程成绩评价方法和案例教学效果分析等多维度进行探索与分析，力求全

面提升林业专业学位研究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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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ycology, an important professional course for postgraduates majoring in forestry,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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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We explored the teaching reform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including prepa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ase teaching, application of the case teaching+mind 
mapping method in teaching, evaluation method of case teaching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case 
teaching effect. The reform aims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ability of postgraduates majoring 
in forestry to combine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foster high-quality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with 
innovative ability. 
Keywords: Mycology; postgraduate with professional degree; case teaching; mind mapping; 
teaching mode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中强调，要创新教育教学方法，

探索多种培养方式，加强创新人才培养[1]。创新

人才的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2]，高素质创

新复合型人才培养是实现我国建设科技创新型

国家的重要战略举措。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承担

着培养高水平专门人才与具有创新思维人才的

重任，是实现高素质具有创新思维人才培养的重

要载体。课程体系的建设和课程质量的保证是实

现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思维培养的关键，也是专

业学位研究生知识体系构建、创新思维培养、创

新能力提高及全面发展的有力保障。正因为如

此，通过课程体系及教学方法的改革以提升专业

学位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是培养具有创新思维人

才和建设科技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客观需要。案例

教学[3-6]是促进主动学习的有力指导工具，是有

效提高课程教学质量的创新之举，对深化教学方

式的改革有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加强专业学位

研究生实践应用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对于培养

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具有重要意义。案例教学法通

过提前准备的特定教学案例供专业学位研究生

阅读及参考，在课堂上组织安排研究生参与思考

及讨论，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识和现实问题相结

合，多角度多层次地对现实问题进行理解和剖

析，通过思想和知识信息的紧密对接以实现启迪

思维来解决实际问题。引入教学案例能够为学生

提供良好的思考空间，有助于激发研究生的主观

能动性，鼓励研究生建构自身的知识框架体系，

在理解现有理论知识的同时获取一些创新思路

和成果。 
思维导图是一种新型的思维工具，它能够将

某一领域内的知识点根据其内在逻辑联系直观

地展现出来，建立一种可视化语义网络。思维导

图的应用可以增加知识的累积量，强化知识之间

的逻辑关系，使得知识点内部的条理更加清晰，

便于知识的记忆和提取，而且思维导图还能够充

分调动人左脑和右脑的功能，通过图像、符号、

颜色、联想等来增强学生的记忆力和创造力[7-8]。

思维导图通常以一个关键词作为中心词，将其各

种相关知识、特性等作为二级分支逐步扩散，通

过连接各个知识点最终形成多媒体思维导图。思

维导图能够帮助构建清晰的知识网络，同时借助

图像、线条和联想等方式来加强记忆。思维导图

是一种比较实用的学习资源，在知识的发展过程

中鼓励计划、反思、自我控制和元认知，并在组

织信息时提高创造性、实用性和系统性[8]。 
案例教学与传统教学授课方法有所不同，案

例教学要求学生在课前阅读案例，掌握案例教学

内容基本理论，这样才能确保教学课程顺利完

成。同时，在案例教学中融入思维导图，更能清

晰地表述课程内容，帮助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目

前，有些专业学位研究生由于学习态度不够端

正，导致对案例教学内容课前准备不足，课间心

不在焉，不能运用基础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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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从而影响教学效果，直至影响专业硕士研

究生实践能力[9]。鉴于此，按照新时代下国家培

养复合型创新人才的要求，本文以林业领域专业

学位研究生“菌物学”课程为例，在实际教学过程

中采用“案例教学+思维导图”相结合的教学模

式，对菌物学课程授课方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及创新思维方式等进行探索，力求培养专业学位

研究生掌握扎实理论和实践知识，提高分析问题

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知识脉络清晰的创新应

用型人才。 

1  案例教学的准备与实施 
1.1  “菌物学”课程简介 

“菌物学”课程是林业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

的重要专业选修课程，具有比较强的理论性和实

践性。课程围绕林业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

目标，在讲授菌物学课程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的基础上，强调知识的创新性和实践性。菌物学

课程涵盖真菌的历史发展与分类体系、真菌的生

物学、真菌的生态学、真菌的应用、典型教学案

例等内容。要求学生掌握真菌的分离技术和鉴定

方法，明确真菌的结构功能和生活方式，结合地

域特点分析真菌多样性和种群特征，探究不同领

域真菌的应用，以典型教学案例解读菌物学课程

基本理论。教师根据侧重点的不同，采取传统教

学法讲授菌物学基础理论；采取思维导图+案例

教学方法讲授真菌的实际应用，采用专题讲座形

式探讨菌物学的发展历程(图 1)。授课中融入菌 

 

 
 

图 1  “菌物学”课程内容安排 
Figure 1  Arrangement of the content of the course My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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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领域最新的研究进展及实践中亟待解决的

实际问题，在保证知识新鲜度的同时，极大限度

地促进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紧密联系实践，在

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前提下，培养具

有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高质量应用型人才。 

1.2  教学案例的搜集与撰写 
在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教学中，建设一个具

有特色性和实用性的案例库，有利于提高教学水

平和质量[10]，案例的搜集与撰写通常是其中的

重要一环。为此，教师可以结合自身科学研究成

果撰写教学案例，也可以挖掘身边的菌物学方面

的实例，共建菌物引起的病害诊断及防治诊所，

利用腾讯 QQ、微信等现代通讯技术方式接诊林

间发生的病害疑难杂症，并且不断储备身边的森

林菌物病害鉴定及防治案例。在教学案例撰写过

程中，值得注意的问题：(1) 可以不用顾忌菌物

学章节界限，按照解决问题的思路将各个知识点

有机组合到一起；(2) 选取的案例要真实、生动、

科学、典型、难易适中，符合教学大纲和教学目

标的要求；(3) 设置的问题要循序渐进，由表及

里，权衡学生的知识储备、学习现状和学习进度；

(4) 尽量与当地的资源及研究背景贴近，期望能

为社会服务性的实际问题提供一些研究和解决

思路。 

1.3  案例教学的实施 
1.3.1  教师讲解典型案例与组织研讨 

教师在案例教学中扮演总体设计者和主持

人，引导研究生对于知识内容体系通过教学案例

的分析讨论的模式展开。通常教师在第一次上课

时，可以让学生复述或 PPT 形式讲解教学案例

以还原案例发现及解决的过程。从案例中提取和

发现新的知识点，讲解前沿问题的理论知识、研

究方法，提出引导问题，调动起学生的学习激情，

给学生一些畅想的思考空间，帮助学生提出问

题、发现问题及反思问题，依据关键问题分组组

织讨论，并且总结关键知识点。以 2019 年张杰

老师撰写的全国林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

教学案例“树锦鸡儿枯枝病致病菌鉴定及防治”
为例，该案例以 2017 年 5 月学生早春实习中，

在东北林业大学校园内发现树锦鸡儿枯枝病为

背景，案例贴近学生生活，从树锦鸡儿枯枝病

采集入手，经分离培养与鉴定，确定引起树锦

鸡染病的病原菌种类，再依据其侵染循环特性

提出防治措施。教师在讲解该案例的过程中，

首先强调案例情境开篇“一张树锦鸡儿的橙黄

色靓照引起的科研创想”，吸引同学们的注意力

和学习兴趣，深入剖析树锦鸡病害分离、鉴定、

防治过程，引导学生独立思考、主动参与、团

队合作，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同时，

根据教学目标提前把设置的 3−5 个问题发给学

生让大家带着问题学习和找寻线索和答案，通

过讨论、教师点拨剖析而总结形成完整的知识

体系。 
1.3.2  研究生整理讲解案例并开展研讨  

案例教学的本质是推进教学改革，强化专

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是促进教学与实

践有机融合的重要途径，是推动专业学位研究

生培养改革的重要手段。有了第一次课教师的

抛砖引玉，之后研究生以小组为单位，每组  
2−3 人，自己查阅文献和自学，在这个过程中，

师生角色互换，以学生为主体讲解案例和研讨，

教师援引协助点拨及剖析知识点和实践性，深

入到案例中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寻找问题的

答案。通过教师的指导，研究生积极参与、主

动分析，杜绝了学生懈怠学习，少了玩手机、

打瞌睡等消极上课的现象，提高了学生的课堂

吸引力和学生的参与度，增进了学生的信心，

有利于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发展[11]，通过师

生协作讲解案例和组织共同研讨促进了教师的

业务能力及学生的分析总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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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案例库建立 
课程改革对于人才培养起到关键作用，而

案例库建立是案例教学改革的必要环节，其有

助于专业建设，对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和

专业素养起到重要作用[12]。在本课程的教学过

程中，师生通过调研和查阅资料等方法，不断

地整理和补充案例资料，逐步建立了适合“菌物

学”教学的案例库，并在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课程

教学环节中进行实施。另外，利用超星平台建

立在线课程，把这些案例资源上传到学习通，

方便师生随时下载阅读思考与学习，这不仅可

以增强教师的教学水平，提高教学质量，也可

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吸引力和主动性，通过案例

信息的不断增多和自学能力的不断增强以实现

启迪思维的教学目的[13-14]。目前，本课程团队

已开发出“树锦鸡儿枯枝病致病菌鉴定及防治” 
“红花尔基林业局樟子松枯梢病烟雾剂防治”等
教学案例。 

2  “案例教学+思维导图”在教学

中的应用 
思维导图有利于案例教学课前预习、实际课

堂教学展示和课后总结，因此教师在上课之初就

有意识地给大家展示如 Xmind、MindManager

等思维导图制作的软件，并演示其操作步骤，让

学生学会使用思维导图方法学习课程，这些思维

导图的软件在手机和电脑上都能够应用，操作简

便，并且支持以多种格式将思维导图导出，有利

于教师和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和制作相关的

思维导图，把零散的知识点变得清晰化、系统化，

也有利于以后不断增添新的知识及方法。 

整个“思维导图+案例教学”过程中均采用翻

转课堂的教学方法[15]，每次课前都需要把上课

资料发到学生上课建立的 QQ 群里或者在超星

学习通里，在线布置教学案例让大家带着问题先

熟悉自学一遍，并且利用思维导图自己记笔记，

找问题和自己总结，这样在上课的时候大家才能

各抒己见，充分展开讨论，有利于知识点的总结

及拓展。每次课后针对问题的讨论结果，同学们

还会汇总和整理形成学习材料，方便日后学习。

结果表明，“案例教学+思维导图”采用案例教学

方式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显著提高了

学生的学习成绩和自我效能感。图 2 为教师教学

中讲解的教学案例“云杉枯叶病的元凶——多孢

多穴腔菌解析”思维导图。课堂上教师详细讲解

多孢多穴腔菌的概况、寄主、危害、致病机理等

知识点，同时布置化学防治、生物防治、基因组

学等关键词引导学生自学该菌的研究技术及防

治策略，启发学生带着一些讨论题进行深入讨论

与拓展知识点，以这样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教与

学相结合，达到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图 3 为师

生共同制作的“树锦鸡儿枯枝病致病菌简介”的
思维导图，力图帮助学生找寻发现问题、寻找原

因、解决问题的思路，围绕教师提出的讨论与反

思问题让学生自己拓展知识点，以达到理论基础

与科学前沿相结合，从而提高学生解决实际应用

问题的能力。 

3  “案例教学+思维导图”教学方

法成绩的评定 
“菌物学”案例课程期末总成绩的评定做

了如下修订：课堂出勤占总成绩的 20%，课后

作业占总成绩的 30%，集体评分占总成绩的

50%，集体评分由老师和各组组长成立评分小

组，共同为该生期末成绩评分，评分标准见  
表 1。该考核方式有效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

观能动性和积极性，经过一年的实践教学证明

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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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云杉枯叶病的元凶——多孢多穴腔菌解析 
Figure 2  Explanation of the culprit of spruce leaf blight: Sydowia polyspora Bres. 

 
图 3  树锦鸡儿枯枝病致病菌简介 
Figure 3  Introduction to the pathogen of the Caragana arborescens Lam. wilt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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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期末总成绩集体评分表 
Table 1  Final score form 
序号 
Serial number 

评分项 
Scoring item 

评分标准 
Scoring standard 

分值 
Point value 

1 
 
2 
 
3 
 
4 
 
5 
 
6  
 

情境导入 
Situational introduction 
案例内容 
Case content 
案例讲解 
Case explanation 
团队合作 
Teamwork 
反馈效果 
Feedback effect 
思维导图 
Mind mapping 

是否新颖且具吸引力 
Whether it is novel and attractive 
专业性、科学性、前沿性、逻辑性 
Professional, scientific, frontier and logical 
PPT 制作、时间掌控、表达能力 
PPT production, time control, expression ability 
分工合作、集体协作能力 
Ability of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operation and collective cooperation 
听众兴致高、反馈好 
The audience is in high spirits and has good feedback 
逻辑清晰、图形流畅、重难点突出 
Clear logic, smooth graphics, heavy and difficult points 

15 
 
30 
 
15 
 
10 
 
10 
 
20 
 

 

4  “案例教学+思维导图”案例教

学效果分析 
“菌物学”课程采用“案例教学+思维导图”教 

学最大特点是采用案例教学方法，是“以学生为

中心”，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动

性，引导学生独立思考、主动参与、团队合作， 

强调“师生互动”，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

式。“案例教学+思维导图”是一场教育方法的革

命，是教学方式方法的创新，是人才培养理念的

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师生的关系和教学成

效，特别适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做到理论与

实践有机结合，全面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实

践能力，是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必由之路。 

“菌物学”课程采用“案例教学+思维导图”的

教学方法改革后，在学生中对其教学效果进行了

问卷反馈调查，38 份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表明，

接近 92%的学生赞成通过“案例教学+思维导图”

的方法来学习菌物学研究生课程(表 2)，认为该

教学方法有利于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提升分析问 
 
表 2  “案例教学+思维导图”教学方式的效果反馈调查表 
Table 2  Effect feedback questionnaire of “case teaching + mind mapping” teaching method 
项目 
Project 

赞成 
Agree (%) 

一般/不确定 
General/Uncertain (%) 

反对 
Objection (%) 

该教学方式增强了学生的分析能力和表达能力 
This teaching method enhances the students’ ability of analysis and expression 
该教学方式能吸引注意力提高效率 
This teaching method can attract attention and improve efficiency 
该教学方式能锻炼自学能力 
This teaching method can exercise the ability of self-study 
该教学方式锻炼创新思维与能力 
This teaching method exercises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ability 
该教学方式增强了团队合作能力 
This teaching method enhances the ability of teamwork 
该教学方式增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 
This teaching method enhances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该教学方式建议推广 
This teaching method is suggested to be popularized 

92.0 
 
89.6 
 
95.0 
 
82.0 
 
87.0 
 
90.0 
 
93.0 

8.0 
 
10.4 
 
5.0 
 
18.0 
 
13.0 
 
10.0 
 
7.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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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强化团队合作意识，激发

创新思维与应用能力，认为值得推广。 
通过采用“案例教学+思维导图”的教学模式

在林业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中推广应用，取

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诸如

学生主动参与不足、缺乏情境代入、案例教学方

法缺乏创新、思维导图软件工具不熟悉等问题。

正确分析目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改革中的现

状和存在的问题，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对于高素

质的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至关重要。本文在

“菌物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教学中应用“案例

教学+思维导图”的教学模式进行课程改革与探

索，旨在为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之教

学培养目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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