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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植物病理学课程在新农科建设中
对培养植物医生的作用①

任 军, 张淑卿

贵州师范学院 地理与资源学院,贵阳550018

摘 要:农业植物病理学是高校培养植物医生的核心课程,在新农科建设背景下,该课程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本

文首先分析了目前该课程理论教学及实验教学的现状及不足,并从理论教学方法、理论教学内容、实践教学内容、

课程考核方面等探讨了农业植物病理学对培养植物医生的作用,以期为农业植物病理学教学质量的提升及新型植

物医生的培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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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科”建设主要是以现代科学技术来改造提升现有的涉农专业,并且要布局适应新产业、新业态发

展需要的新型涉农专业[1].2019年6月28日发布的《安吉共识》,吹响了高等农林教育质量革命的新号角,
“北大仓行动”规划了新农科建设的具体行动方案,强调着重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三类人才[2],为

服务好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植物作为生物体,也要像人一样,需要医生.植物医生,是指解决农业作物、植物病虫害问题的专业人

才[3],是有高等植物健康与医学基础、精通植物生长发育、保障植物健康、医治植物病害的人[4].农业植物

病理学课程是高等农业院校培养植物医生的核心课程,内容涉及植物病理学基础理论知识和农业生产中的

主要作物病害,是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一门专业课程[5].通过教学,使得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农业植物

病理学的知识和技能,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6],为将来从事科研、农业生产、
农技推广打下坚实的基础.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农业发展亟须一批理论扎

实、实践能力强的创新型人才.农业植物病理学教学也要适应我国社会的飞速发展,不断提高教学方法及

教学质量,培养出新型植物医生人才也是新农科建设的基本要求.针对目前农业植物病理学课程理论与实

践教学的现状与问题,探讨农业植物病理学对培养植物医生的作用,以期为培养出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创

新性强的新型植物医生提供参考.

1 农业植物病理学课程教学现状及不足

1.1 理论教学

农业植物病理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结合性很强的一门课程,目前理论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

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传统的理论教学方法主要是对教材中的理论知识、重要概念的灌输,这使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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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能真正理解其含义,从而不能引起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同时学生对课程的学习目的也不明确;另一

方面,教材内容中有关作物及其病害的介绍主要是针对全国种植面积较多、较广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
这和高校当地农业实际生产中的作物种类不符,造成学生对教材中的知识理解比较抽象,不能和当地农业

实际生产中存在病害问题相结合,不能真正意义上理解病害的相关内容,培养出的植物医生无法解决实际

问题.
1.2 实验教学

首先,实验教学内容比较传统,多数都是由授课教师将病原物的玻片标本备好,拿给学生观察,学生

只注重病原微生物的玻片标本观察,而没有结合大田中作物的病状、病征来认识病原物的形态结构,这样

对病原物的认识比较片面;其次,学生在上实验课的过程中,更注重的是实验报告的撰写,而对实验整个

过程的操作和认识比较差,因此根据实验报告评估学生的成绩是远远不够的;再次,实验设备比较落后,
不能满足现代教学的需要,比如显微镜的很多镜头已经损坏,无法使用,这严重影响了实验教学的质量,
实验项目设置比较简单,与现在快速发展的分子生物学、农业物联网技术不匹配,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导致培养出的植物医生达不到新农科建设的要求.

2 农业植物病理学课程对培养植物医生的作用

2.1 理论教学方法为植物医生理论知识打牢基础

农业植物病理学课程的特点是以主要作物的主要病害知识为讲授内容,从而更贴近农业[5].在理论教

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携带一些典型作物病害标本展示给学生,比如一些蔬菜、水果等农产品的病害,这些

病害标本在农贸市场、超市等地都很容易获得,这样在给学生讲解植物病害病状、病征等相关概念时,学

生就会很容易的理解该部分内容.为了培养学生对该课程的兴趣,可将班里学生进行分组,每组同学当一

次“植物医生”[5],学生在对发病植物的症状观察、病害诊断、病原物鉴定、病害防治等过程中能够真正理

解理论知识,能将所学的知识学以致用,为理论知识的学习打下牢固的基础,使学生深刻理解农业植物病

理学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以及植物医生的主要职责.
2.2 恰当的教学内容能够培养植物医生的综合素质

为促使学生学以致用,能将所学知识真正应用到当地农业生产中,在教学内容上要进行调整,在介绍

一些典型农作物病害时,要结合当地农业生产实际.比如,在贵州省主要的农作物是水稻、玉米、马铃薯

等,同时还有较多的果树像柑橘、水晶葡萄、枇杷、猕猴桃、樱桃、杨梅等一些当地的特色精品水果,在进

行该课程理论教学时,要以这些农作物及果树为主要教学内容,介绍相关作物的种植情况、主要病害以及

目前采用的防治措施,学生结合身边比较熟悉的作物对该课程进行学习,能够提高对该课程内容的理解能

力,也有助于其毕业后走到相关的植保部门,能够学以致用.
2.3 高科技实践教学内容改变了植物医生对传统农业的认知

农业植物病理学实践教学内容的不断更新,为培养适应新农科建设背景下的新型植物医生创造了条

件.传统的病害鉴定方法主要是根据大田作物的发病症状、病原微生物的形态结构进行鉴定,随着分子生

物学的不断发展,学生在传统病害鉴定方法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分子生物学的知识对病原微生物进行鉴定更

可靠、更准确.传统的大田病情监测主要是定期到大田中对发病作物的面积、植株进行统计,农业物联网技

术的诞生,改变了作物病害的监测方法,在实验田中建立作物病害监测预警的物联网模型,通过该技术可

以对作物病害进行远程鉴定、病情预警[7].使学生意识到当代农业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智慧农业将会

代替传统农业,改变学生对农业的传统看法,意识到植物医生将会同人类医生、动物医生一样重要,使他

们意识到各行各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新技术,唯有不断学习,不断创新才不会被社会淘汰.
2.4 考核方式的改善可培养出高水平的植物医生

传统的考核方式主要以期末考试为主,平时成绩为辅的考核方式.为调动学生课堂学习的积极性,可

将期末考试比重改为50%,平时成绩25%,实验考核25%的综合考核制度.平时成绩主要由学生上课出勤

率、课堂回答问题、平时作业完成情况等几个方面组成,通过这种考核制度,能增加学生的出勤率及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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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气氛,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中的主角色.实验考核主要是以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为主,实验报告为辅

的考核制度.在实验过程中注重学生的动手能力以及对问题的解决能力,鼓励学生多观察、多动手,增加教

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这样培养出的植物医生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

3 结语

新农科建设背景下,涉农领域需要的人才质量更加明确化,对高等农业院校的人才培养要求更高.农
业植物病理学教学也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改革,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在理论教学方法、理论教学

内容、实践教学内容、课程考核几个方面不断改善,以提升农业植物病理学的教学质量和适应新型植物医

生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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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oleoftheCourse“AgriculturalPlantPathology”in
CultivatingPlantDoctorsUndertheBackgroundof

DevelopmentofEmergingAgriculturalEducation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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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griculturalPhytopathology”isacorecourseforcultivatingplantdoctorsincollegesanduni-
versities,anditisfacingnewopportunitiesandchallengesunderthebackgroundof“developmentofemer-
gingagriculturaleducation”.Thispaperdescribesthepresentsituationofthiscourse,analyzestheprob-
lemsexistinginitstheoreticalteachingandexperimentalteaching,anddiscussestheroleofthiscoursein
cultivatingplantdoctorsfromtheaspectsoftheoreticalteachingmethod,theoreticalteachingcontent,ex-
perimentalteachingcontentandcourseassessmentmethod,soastoprovidereferencefortheimprovement
ofteachingqualityofAgriculturalPhytopathologyandthecultivationofnew-typeplantdo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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