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二】《园林植物识别》课程标准

课程名称：园林植物识别

课程类别：专业核心课程

适用专业：园林技术专业

建议学时：108

建议开设学期：第一、二学期

1．课程概述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本地区常见的园林植物形态特征，生长发

育特性；掌握植物识别、应用及标本制作等基本技能；达到花卉园艺师（五级）

国家职业资格标准的相关要求。

2．课程目标

（1）知识目标

①掌握园林植物分类的基本知识；

②掌握常见园林植物的生态习性及观赏特性；

③掌握植物生理代谢调控基本知识；

④掌握生态系统基本知识；

⑤掌握园林植物的采集及电子标本制作知识。

（2）能力目标

①能识别园林植物 200种；

②能制作植物标本；

③能给植物配置提出可行性建议。

（3）素质目标

①注意采集过程人身安全；

②保证标本数据可靠性；

③保持采集对象的全貌及生命持续性。

3．课程教学设计

本课程主要教学内容是：①植物分类的基本知识、植物界的基本类群、植物



结构、植物生活史；②花卉的概念及分类知识，露地花卉、温室花卉识别；③观

赏树木的概念及分类知识，乔木、灌木、藤本植物、竹类识别；④草坪、地被植

物的概念及分类知识，草坪草、地被植物识别；⑤水生植物的概念及分类知识；

⑥植物的新陈代谢；⑦生态系统的基本知识；⑧腊叶标本的概念及制作；⑨植物

摄像摄影及电子标本制作；⑩常见园林植物的生长习性、观赏特性及其在园林中

的应用。

本课程包括植物识别、园林植物标本制作和园林植物应用等专项能力，具体

如下表：

序号 专项能力 训练项目
参考

学时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评价

1 植物识别

植物分类 18

植物分类的基本知识，

植物界的基本类群，植

物结构，植物生活史。

掌握植物分类的基本

方法，能利用植物分

类检索表进行植物检

索分类，掌握植物的

结构及生活史，培养

学生的标准化与规范

意识。

过程评价

（自评、

互评、教

师评价），

作业，回

答问题。

花卉识别 12

花卉的概念及分类知

识，露地花卉、温室花

卉。

了解花卉的概念及分

类知识，识别常见草

本花卉 80种以上。培

养学生开展园林植物

调查的能力。

过程评价

（自评、

互评、教

师评价），

作业，回

答问题，

作 品 考

核。

观赏树木识别 12

观赏树木的概念及分

类知识；乔木，灌木，

藤本植物，竹类。

了解观赏树木的概念

及分类知识，识别常

见观赏树木 30 种以

上。

草坪草及地被

植物识别
8

草坪草及地被植物的

概念及分类知识，草坪

草，地被植物。

了解草坪及地被植物

的概念及分类知识，

识别常见草坪草 5 种



以上，地被植物 10种

以上。

水生植物识别 6
水生植物的概念及分

类知识。

了解水生植物的概念

及分类知识，识别常

见水生植物 5 种以

上。

2

植物新陈

代谢的调

控

植物新陈代谢

的调控
12

植物的水分代谢、营养

代谢、光合作用、呼吸

作用及生长激素的知

识。

了解植物的水分代

谢、营养代谢、光合

作用、呼吸作用及生

长激素的知识。

过程评价

（自评、

互评、教

师评价），

作业，回

答问题。

3
生态系统

的平衡

生态系统的平

衡
4

生态系统的概念、结

构、特征、功能，生态

平衡的知识。

了解生态系统的概

念、结构、特征、功

能，生态平衡的知识。

过程评价

（自评、

互评、教

师评价），

作业，回

答问题。

4
园林植物

标本制作

腊叶标本制作 12
腊叶标本的概念及制

作。

了解腊叶标本的概

念，掌握制作方法。

过程评价

（自评、

互评、教

师评价），

作业，回

答问题。

电子标本制作 4
摄影基础知识，数码相

机的使用与保养。

了解常见数码相机的

种类，熟悉相机各部

分的名称、功能及常

用设置；掌握持机的

基本方法；掌握机身、

过程评价

（自评、

互评、教

师评价），

作业，回



镜头、存储卡、电池

的保养方法。

答问题。

6 摄影构图，摄影曝光。

了解数码摄影构图十

大禁忌，掌握常用摄

影构图法则、摄影曝

光常用三种测光模式

曝光补偿、直方图的

观察方法等知识。
过程评价

（自评、

互评、教

师评价），

作 品 考

核。

4 数码照片后期处理。

了解数码照片调色、

剪裁、重定像素、背

景处理的常用方法，

掌握数码照片后期处

理的通用流程。

5
园林植物

应用

园林植物的应

用
10

常见园林植物的生长

习性、观赏特性及其在

园林中的应用。

掌握常见花卉、观赏

树木、草坪及地被植

物、水生植物、藤本

植物的生长习性、观

赏特性及其在园林中

的应用。

说明：教师应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可采用讲授法、启发法、案例法、演示法、

示范法、现场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练习法、实操法等教学方法，亦可采用其他

教学方法。

4．训练项目设计

本课程训练项目应包括植物分类、花卉识别、观赏树木识别、草坪草及地被

植物识别、水生植物识别、腊叶标本制作、电子标本制作、园林植物的应用等基

本操作，学校应根据园林行业产业特点和就业岗位需求，参照下列训练项目示例

合理设计训练项目。

（1）训练项目示例一：植物检索表的使用

①随机抽取 2—3种园林植物；

②分析所检索植物的形态特征，包括习性、枝条、叶序、花、雄蕊数目、果



等；

③核对检索表中条文、逐条仔细区分，肯定相对性状中的一条，再在此条件

下查对更细的相对性状，一直查到该植物所属的科名或属名，借助工具书一直查

到具体的种。

④核对文字描述与所查植物的全部特征是否完全符合，如果完全符合，即检

索正确无误。

（2）训练项目示例二：园林植物识别

①给定 20种园林植物；

②仔细观察给定植物的新梢形态、色泽，枝条的长度、粗度、皮色、叶芽和

花芽形态，花蕾与花朵的形态、大小、色泽，叶片形态、色彩，分枝习性，树冠

特性等进行识别；

③写出给定植物的名称（种加词、属名、科名）；

④写出给定植物的生态习性及在园林中的应用。

（3）训练项目示例三：腊叶标本的制作

①吸水：取一个标本夹平放于地、铺 5—6层吸水纸、把标本平放于吸水纸

上、使标本展现出正面与反面，然后盖上 2—3层吸水纸、再放另一份标本，依

此进行，最后上面多放几层草纸，再盖上另一块夹板，用麻绳捆紧；营养器官肉

质多汁不易压干的，在压制前用沸水烫 1—2分钟或用福尔马林液浸泡片刻，将

细胞杀死后再进行压制；

②换纸：新压制的标本，每天换 2—3次纸，待标本含水量减少后，隔 1—2

天换一次纸；

③消毒：标本压干后，可用升汞酒精消毒，杀死标本上的虫和虫卵，再重新

压干；

④上台纸：将标本按自然状态摆放在平铺的台纸上，剪去多余的枝、叶、果，

用线固定，在台纸上贴上采集记录和标签。

5．课程考核

为了全面考核学生对《园林植物识别》课程知识的掌握情况，建议采用过程

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的课程考核方案。具体考核成绩评定办法如下：

（1）课程考核成绩组成：理论考核成绩（占 60%）和平时过程考核成绩（占

40%）；



（2）课程考核方法：平时过程考核内容包括学习态度（占 10%）、综合素质

（占 10%）、训练项目（占 70%）、平时提问（占 10%）；理论考核是对本期所学

内容进行综合考核，考核方法为笔试（旷课三次或缺课三分之一以上者不能参加

理论考核）。

具体考核项目及比例如下表：

第一学期具体考核项目及比例表

序号 考核项目
分值比

例

1 园林植物基本特性及分类 20%

2 花卉的识别 20%

3 观赏树木识别 20%

4 草坪草及地被植物识别 20%

5 水生植物识别 20%

第二学期具体考核项目及比例表

序号 考核项目
分值比

例

1 植物新陈代谢的调控 25%

2 生态系统的平衡 15%

3 腊叶标本制作 10%

4 电子标本制作 10%

5 置石工程 10%

6 园林小摆设工程 10%

7 园林植物的应用 20%

6．其他必要说明

一是本课程标准在使用过程中，要根据教学情况进行不断地完善与修订。

二是任课教师可以根据教学情况，制定教学计划，设计更加详细、完善的单

元教学方案，教学课时可以根据教学周数浮动 10%左右。

三是本课程训练项目考核方案具体考核表格，任课教师可以设计更加详细、

易于实施的考核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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