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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蔬菜生产技术 

 

教学单元 黄瓜叶片叶绿素含量测定 

授课学时 2学时 

授课方式 腾讯课堂+雨课堂 

授课对象 高职园艺技术专业二年级学生 选用教材 

 

2 学情及内容分析 

 

 

2.1 学情分析 

 

授课对象是园艺技术专业大二学生，已经学习了光合作用的意义、叶绿体及叶 

 

绿体色素、叶绿素的合成及其影响条件、光合作用机理；学习了太阳辐射与农业生 

 

产、温度与农业生产和水分与农业生产等相关内容，具体学习基础如表 1所示。 

 

表 1 学习基础 

课程名称 内容模块 

植物生理学 植物光合作用 

农业气象学 

太阳辐射； 

温度； 

水分。 

学生对蔬菜生产技术这门课充满了热爱，并且积累了部分光合作用基础知识， 

 

比如大部分同学掌握光合作用原初反应、提高光能利用率等知识，因此在已有自信 

 

基础上可以增加学生对黄瓜叶绿素含量测定项目学习的兴趣。 
 

与此同时，部分同学对光合作用基础知识掌握不到位，对其中很多概念比较模 

 

糊，比如有些同学会把 C3和 C4植物光合特征搞混，经常会把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 

 



混为一起谈。 

 

2.2 教学内容 

 

 

本教学单元为本门课程的第一个模块，以学生兴趣为主；适当引入问题，让学 

 

生思考讨论；引入叶绿素生物大分子模型来增进学生的理解；引用《光谱学与光谱 

 

分析》期刊中“光谱指数的植物叶片叶绿素含量估算模型”文章来引导学生专研最 

 

前沿绿色素知识。具体教学内容如表 2所示。 

 

表 2 教学内容 

教学单元 教学内容 

黄瓜叶片叶绿素含量测定 

叶绿素提取； 

分光光度计法测定叶绿素含量； 

手持式叶绿素测定仪测定叶绿素含量； 

分光光度计法测定叶绿素含量试验报告撰写。 

 

2.3 教学目标 

 

基于学生已经学习过光合作用的意义、叶绿体及叶绿体色素、叶绿素的合成及 

 

其影响条件、光合作用机理等基础知识，对叶绿素有一定的了解，依据课程标准确 

 

定本教学单元的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如表 3 所示。 

 

表 3 教学目标 

单元目标 目标描述 

知识目标 
了解分光光度计法测定叶绿素含量； 

了解叶绿素测定仪测定叶绿素含量。 

能力目标 
掌握黄瓜叶片叶绿素含量测定试验报告撰写； 

掌握黄瓜叶片叶绿素提取。 

素质目标 

具备满足生存发展需要的基本劳动技能，形成良好劳动习惯； 

具有高度责任感； 

具有吃苦耐劳、团队协作精神； 

培养学生工匠精神； 

具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 

具有承受挫折、面对挑战的心理调试能力。 

 



2.4 教学重点、难点 

 

根据学情分析结论，确定了本教学单元的重点、难点,如表 4 所示。 

 

表 4 教学重难点 

教学单元重点难点 详细知识与技能 

教学重点 

分光光度计法测定叶绿素含量； 

叶绿素含量提取； 

本次试验报告撰写。 

教学难点 分光光度计法测定叶绿素含量 

 

3 课堂教学设计与实施 

 

课堂教学设计基于《蔬菜生产技术》网络教学资源，课前教师在其中设计教学 

 

过程所需要的各种教学资源，如微课、课程录像、PPT、课前预习材料、课中问题设 

 

置、课后作业、图片等。课前利用腾讯课堂签到功能，监控学生到课率；课堂教学 

 

过程中，可利用该直播系统举手回答功能，让学生利用手机作答，教师实时得出学 

 

生作答的各项数据，从而把握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并根据学生的回答情况调整教 

 

学内容。详细课堂教学设计及实施过程如表 5 所示。 

 

表 5 课堂教学设计及实施过程 

教学环节 教学实施过程 教学方法及手段 时间分配 

组织教学 
利用腾讯课堂签到功能 网络直播教学手

段 

2min 

视频导入 

 

视频引导法 4min 

目录导入 

1.试验目的； 

2.试验方法； 

3.试验材料；  

4.试验原理； 

任务驱动法 2min 



5.试验步骤； 

6. 试验结果 

7试验总结。 

教学过程 

一、试验目的 

（1）叶片的叶绿素含量直接影响着

光合速率，并与氮素营养有密切的关

系，在栽培、生理、农化、育种等研

究上是重要的诊断指标，常需测定和

控制叶绿素含量； 

（2）了解分光光度计定量和手持式

叶绿素测定仪测定叶绿素含量。 

二、试验方法 

提问：叶绿素含量测定的主要方法

有？ 

（1）分光光度计法； 

（2）手持式叶绿素测定仪法； 

（3）原子吸收光谱法。 

三、试验材料 

1.研钵 

 

2.漏斗 

 
3.50ml 容量瓶 

 

4.黄瓜鲜叶 

问题引导及讨论

教学法 

视频教学法 

讲授法 

36min 



 
5.石英砂 

 
6.丙酮 

 

四、试验原理 

1.原理 1 

（1）根据朗伯-比尔定律：当一束单

色光通过溶液时，溶液的吸光度与溶

液的浓度和液层厚度的乘积成正比

即：A = K * L * C（吸收光度）K：

比吸收系数；L：液层厚度；C：溶质

浓度 (克/L) ； 

 

（2）Lambert-Beer 定律中的比例系

数“K ”的物理意义是：吸光物质在

单位浓度、单位液层厚度时的吸光

度； 



（3）如果溶液中有数种吸光物质，

则此混合液在某一波长下的总吸光

度等于各组分在相应波长下吸光度

的总和，即：A = A1 + A2 +…… + An。 

2.原理 2 

1.叶绿体色素提取液中叶绿素 a、b

和类胡萝卜素； 

2.只需测定该溶液在三个特定波长

下的吸光度； 

3.根据这三个色素在该波长下的吸

光系数即可求出其浓度。 

 
五、试验步骤 

1.实验步骤 1—叶绿素提取液提取 

（1）鲜叶洗净，吸水纸吸干，称取

0.5 克（避开主叶脉）剪碎置于研钵

中加少量石英砂和 80%丙酮（约

2-3ml）研成匀浆； 

（2）倒入约 20ml 80%丙酮，静置 10

分钟；将上清液沿玻棒移入过滤的漏

斗中（滤纸用 80%的丙酮湿润），滤

入 50ml 容量瓶中； 

（3）残渣留在研钵里，再用 80%丙

酮反复提取 2-3次，直至残渣变白无

绿色； 

（4）然后用丙酮液冲洗滤纸变白为

止，再用丙酮液定容到刻度，即为叶

绿素提取液。 

视频观看 

 
2.实验步骤 2—叶绿素提取液测定 



（1）将上述提取液注入 1cm光径的

比色皿中（以 80%丙酮液为对照）； 

（2）用分光光度计分别在 645nm、

663nm、470nm 处读取光密度。 

六、试验结果 

 

七、试验总结 

1.为了避免叶绿素的光分解，操作时

应在弱光下进行，研磨时间尽量短

些； 

2.注意叶绿素一定要提取干净，避免

造成测定误差； 

3.分光光度计转换波长时要重新调

零；4.实验过程中使用同一台分光光

度计测量。 

课堂操作 

结合刚才内容的讲解以及视频的观

看，请大家把叶绿素提取总结写在笔

记本上，并把本章实训内容写一份试

验报告，下课之前拍照并上传到雨课

堂。 

任务驱动 

自主探究学习法 

18min 

学生总结 
播放学生试验报告，并让学生通过腾

讯课堂举手功能进行讲解。 

自主探究学习法 10min 

本章总结 

1.课堂小结； 

2.结合本章内容提问：叶绿素测定试

验需要注意事项? 

问题引导 6min 

课后作业 

作业已经发到雨课堂班级，题型：单

选、多选、填空与简答。请大家在周

日晚上 10点之前完成并提交。 

讲授法 2min 

 

4 教学评价 

 

腾讯课堂和雨课堂具有很好的互动性，且具有较好的教学内容发布功能，可以 

 

进行有效的教学效果评价。课前进行预习材料检查、手机签到，教师直接得出预习 

 



率和到课率；课堂教学过程中可设置抢答题、课堂小测等，实时监控课堂教学质量。 

 

课后可发布相关的作业、考试题等，并能对教学全过程进行系统管理。课堂监控数 

 

据如图 2 所示，整门课程的学生成绩管理如图 3 所示。

 

图 1 课堂监控数据 

 

图 2 学生成绩管理 

 

 

5 教学反思 

 

（1）本节课我采用任务驱动、自主探究等教学策略，力求目标明确、任务细化。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意识，自主尝试展开学习活 

 

动，尊重学生个性发展与层次差异，注重过程，各取所需，培养他们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其学习设计操作的兴趣，建立对黄瓜叶片叶绿素含量测定的学 

 

习自信心，培养了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2）亮点：“展示评价”，让学生展示讲解他们的作品，其优点是：既有利于 

 

表述者锻炼口头表达能力，又能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和责任心，也是对他们成功的肯 

 

定。鼓励学生大胆的表述自己的设计理念，创作时所使用的工具，在制作过程中遇 

 

到的困难，如何解决的。 

 

（3）不足：有的学生操作技能不熟练。由于课堂时间有限，学生的整个写作过 

 

程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欣赏并讲解试验报告来深入的去引导学 

 

生的思路，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