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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科背景下植物病理学课程改革与实践

任军

贵州师范学院 地理与资源学院,贵阳550018

摘 要:针对学生在植物病理学课程学习过程中表现出学习兴趣不高、自主学习意识不够、

实际应用能力不强等“痛点”问题,通过教学反思分析了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课程授课教

师结合课程自身特点,以新农科建设思想为引领,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对课程目标、教

学手段、教学内容、课程评价方式、课程科研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改革,探索形成了“一主体、

三融合、五重建”的教学创新路径.该路径有效解决了传统教学的“痛点”问题,教学效果明

显提高,学生专业自信度明显提升,培养了学生对课程学习的兴趣,增强了学生强农兴农

的责任心,符合新农科建设创新型人才培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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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ingatthe“painpoints”ofstudentslowinterestinlearning,insufficientaware-
nessofautonomouslearning,andweakpracticalapplicationabilityinthecourseofplantpathol-
ogy,guidedbytheideaofnewagriculturalscienceconstructionandtakingmoraleducationas
thefundamentaltask,theinnovativereformshavebeencarriedoutintheaspectsofcurriculum
objectives,teachingmethods,curriculumcontent,assessmentandevaluationsystem,andcur-
riculumscientificresearch.Theteachinginnovationpathof“onesubject,threeintegration,and
fivereconstruction”hasbeenexploredandformed.Thispatheffectivelysolvesthe“painpoint”
problemoftraditionalteaching,significantlyimprovestheteachingeffect,studentsprofession-
alconfidence,ensurestheeffectivenessandcontinuityofstudentslearningofthe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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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sthestudentssenseofresponsibilitytostrengthenagricultureandpromoteagricul-
ture,andconformstotherequirementsofcultivatinginnovativetalentsintheconstructionof
newagricultural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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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农科”建设是在国家战略政策的引导下形成的,明确指出要培养创新型、复合型等新型

人才[1].“新农科”建设的内在要求就是创新农科人才培养目标,作为新农科建设的三部曲,“安
吉共识”“北大仓行动”“北京指南”3次重要会议对新农科建设进行了整体部署,且提出了新的

要求[2-4].“新农科”建设的“新”就在于要紧跟时代的发展步伐,打破传统的农林高等教育模式,

将现代新型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工程技术等融入到涉农专业人才培养中.
植物病理学是面向涉农专业设置的专业拓展性课程,该课程理论内容和实践教学紧密结

合.本课程内容主要包括植物病理学基础知识和主要农作物病害两方面,旨在让学生掌握植物

病理学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具有解决农业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新农科”建设背景下,如何

培养“知农爱农,强农兴农”新型人才,是涉农专业教育的重要任务.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培养新

型“植物医生”,保证我国粮食安全,是植物病理学课程的根本任务,对植物病理学课程进行创

新改革势在必行.

1 植物病理学课程教学存在的“痛点”问题及原因

在植物病理学教学过程中,存在影响教学效果,制约学生学习的关键“痛点”问题及原因,

总结归纳为以下3个方面.
1.1 学生对涉农专业认可度不高,爱农兴趣不够

目前,“谈农色变”依然影响着部分学生,学生缺乏对涉农专业的积极认识,对专业的认可

度不高,从而导致对专业课程的学习缺乏内部动力,自主学习意识差.如何培养学生对农业的

正确认识,以及如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专业教师的首要任务.
1.2 理论教学内容太过抽象,实验教学过于单一,学生难以理解和应用

传统教学模式主要是对教材中涉及的重要概念、基础知识在课堂中进行讲述,该方式太抽

象,学生理解很困难,从而导致学生对课程的学习无兴趣[5];另一方面,实验教学内容比较传

统,只是对一些病原菌玻片标本进行观察,实验过程中态度很敷衍,老师安排做什么,学生就

做什么,没有积极思考的学习动力.如何让学生真正掌握理论知识、重要概念,并在实践中得

以应用和验证,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1.3 以“教”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以“考”为主的评价方式

在传统教学过程中,学生处于被动的学习状态,缺乏主动的学习动机,不能培养学生对课

程的学习兴趣及对知识的欲望,学生的思维得不到拓展.同时,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机制过

于单一,采用以“考”为主的评价方式不能真正了解学生对知识的真正掌握程度,也不能激发学

生对该学科持续学习和探索的欲望.如何将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被动学习状态转变为主动学习状

态,如何激发学生对该学科的持续兴趣,值得深思.

2 课程教学改革理念

在“新农科”建设过程中,课程改革创新行动是推动“新农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融合现

代信息技术,对教学各个环节进行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及教学效果是“新农科”建设背景下新型

涉农人才培养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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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课程自身特点,以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的“痛点”问题为起点,以“新农科”建设思想

为引领,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课程教师从课程目标、教学方法、课程内容、考核评价体系、

课程科研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改革,探索形成了“一主体、三融合、五重建”的教学创新路径,即:

以学生为主体,将课程思政与课程内容相融合,重建多元课程目标,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融合,

重建当地特色教学内容,主动参与教学方法、课程科研互动教学模式,将评价体系与教学活动

相融合,重建多形式教学评价体系(图1).

图1 植物病理学“痛点”问题分析与创新路径

3 课程创新改革措施

3.1 课程思政与课程内容相融合,重建多元课程目标

以“新农科”建设为思想引领,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引导学生用新的眼光看待农业,

培养学生的“大国三农”情怀.“新农科”建设宣言中强调:中国强农业必须强,中国富农民必须

富,中国美农村必须美.“安吉共识”“北大仓行动”“北京指南”3次会议的召开,无一不在强调农

业发展的重要性,“新农科”建设的必要性,将“新农科”建设的要求及内容在课程教学中传达给

学生,使学生了解中国国情,引导学生知农爱农,以强农兴农为己任,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将思政元素有机地融入到教学内容中.在介绍绪论部分时,通过介绍“马铃薯晚疫病”造成

爱尔兰大饥荒这一历史事件[6],使同学们了解到植物病理学课程诞生的历史背景,以及这门课

程存在重要意义,同时使同学们也时刻具有危机感,进一步拓展到目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粮食

安全问题,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增强学生对我国农业发

展的信心.
在为学科发展的植物病理学家中挖掘思政元素,融入了众多老一辈和新时代植物病理学家

的事迹[7].如戴芳澜先生,他是我国植物病理学的奠基人,他曾经提到“我国肯学农的少,肯学

农而又愿意从事植物病理学研究的人则更少”,为此他决定回国,立志发展中国的植物病理学

科,并同其学长邹秉文在1929年成立了中国植物病理学会.我国还有很多伟大的植物病理学

家,比如曾士迈院士,他是植物病害流行学的创始人;还有朱有勇院士,他坚持把论文写在祖

国大地上,朱有勇院士在2022年党的二十大首场“党代表通道”第一个发言,他强调要继续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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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在乡村振兴的第一线,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当同学们了解到朱有勇院士是植物病理学

专家时,深受感动和鼓舞,增强了学农爱农的信心.

3.2 理论知识与实践相融合,重建当地特色教学内容、主动参与教学方法、课程科研互动的教学模式

植物病理学课程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实践性,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对于理论知识的介绍要有实践的支撑,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融合,主要围绕教学

内容、教学方法、课程科研3方面进行了创新探索.
重建适合当地农业发展的教学内容,教学使用教材中主要涉及植物病理学基础知识和主要

作物病害两个方面内容.教师根据贵州省主要农业作物种植特点,对主要作物病害方面进行了

调整,原有小麦病害、水稻病害、杂谷病害、油料作物病害大篇幅介绍,调整为水稻病害大篇幅

介绍,将小麦病害、杂谷病害、油料作物病害介绍课时缩短,加入贵州省特色经济作物及精品

果树病害介绍:烟草、茶树、柑橘、枇杷、猕猴桃等病害及防治方法(图2).对教学内容进行重

建,让学生了解自己家乡的农业种植特色,认识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能够提高学生对植物病

理学内容的理解和吸收,增加了学生对课程学习的兴趣,也增强了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能够

为家乡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图2 《植物病理学》教学内容重建

重建主动参与的教学方法,传统的教学模式是注重老师的课堂理论讲授,学生主要以在教

室听课为主.在教学方法创新中,教师利用智慧教学手段督促、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结合实践

教学激发学生的主动学习态度.具体创新措施主要为以下两点:①教学手段创新:课程开始前5
分钟采用雨课堂手段了解学生进入课堂的情况,对于教学课程内容的回顾方式,利用抽签小程

序进行自主抽签,由原来的学生被动点名回答转变为学生主动抽签回答,激发学生回答问题的

兴趣.②教学内容紧密联系实践:在植物病原物、植物病害诊断章节学习中,引导学生采集家

乡或学校周边熟悉的农作物病害标本,在课堂理论教学时持病害标本进行学习,理解病征和病

状的概念,对采集病害标本进行症状描述.同时在实验课过程中对自己采集的标本进行病原物

形态观察、病原物分离培养,通过该手段提高学生主动学习能力,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8 植 物 医 学        http://xbbjb.swu.edu.cn       第2卷



重建课程科研互相带动创新,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每位同学都扮演“植物医生”的角色,对

采集的植物病害标本进行分类鉴定,以采集种类多、种类新颖为标准,鼓励学生对采集的植物

病害病原菌进行形态学描述,将显微镜下病原菌照片在班级分享.对分离培养成功的新颖病原

菌进行形态学、分子生物学方面的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鼓励学生申请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比如,学生在对猕猴桃软腐病病原菌进行分离鉴定时,提出要研究猕猴桃软腐病病原菌的侵入

途径,就引导学生以该内容为题申请了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最终获批校级立项.同时,实验

课程过程中获得的研究成果可以作为学生毕业论文内容.课程科研互相带动模式,使学生所学

有所用,使部分学生对该课程的学习提升了高度,培养了学生对该领域的科研探索精神.
3.3 评价体系与教学活动相融合,重建多形式教学评价体系

将考核评价体系与教学活动相融合,建立多形式教学评价体系.实现课程教学全过程考核

(占比40%,主要包括课前知识回顾、作业、课堂互动表现、实验操作、实验报告等)与期终考

核(占比60%)有机融合,达到以评促学、以评促教的目的,全面有效提升学习效果.

4 课程教学创新成效

4.1 课程建设得到优化

以学生为主体,采用三融合模式,对课程目标、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考核评价体系、课程

科研互动5个方面进行了重建,突出了学生的中心主导地位,改善了学生对涉农专业的观点,

培养了学生对课程学习的兴趣,增强了学生强农兴农的责任心.

4.2 学生专业自信明显提高

学生学农爱农情怀增强,学习获得感明显增加,对教师教学能力满意度达100%.所教学生

近4年硕士研究生升学率明显提高,由2019年的16%升高到2022年的49.23%,其中每年有

3~5名同学升学后从事植物病理学领域研究(图3).受教学生中有多名同学获贵州省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其中1名同学以“修文猕猴桃软腐病病原菌的鉴定及其侵染途径研究”为
题获得 2019 年 贵 州 师 范 学 院 校 级 大 学 生 创 新 创 业 训 练 计 划 项 目 立 项 (项 目 编 号:

201914223025),该同学以“猕猴桃软腐病致病菌的分离与鉴定”为题在《植物医生》期刊发表论

文1篇.

图3 受教专业近4年硕士研究生升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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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教师教学能力明显提高

教师在课程改革和教学设计优化方面的意识明显增强,在教学过程中更注重学生主动学习

的教学模式,老师讲授和知识点解疑答惑为辅助,充分调动学生对学习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教

学课程创新的探索,授课教师获得了2020年贵州师范学院“教学质量奖”、2021-2022学年“优
秀实习指导教师”,提高了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

5 结语

在“新农科”建设背景下,本次课程创新改革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植物病理学课程中的痛点问

题,获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学过程中始终坚持立德树人、以学生为主体是课程改革的重要

内容.在未来的教学中还需进一步完善和探索,充分整合和利用教学资源,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生物技术完善课程内容,改进教学方法,为推进新农科建设贡献一份力量,实现教师的自身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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