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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植物保护 

总学时数：120学时 

适用专业：种子生产与经营 

1课程概述 

1.1课程的性质 

《植物保护》是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的必修课。 

1.2课程定位 

通过该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备良好的植物保护的理论基础，在专业技能上达到

对农作物病虫害能田间识别和室内鉴定、能实际调研和查找原因、能制定防治方案、能

参与实施或指导实践、能分析防效和总结经验的植保“五能”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同

时，把以技术应用能力为中心的全面素质教育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始终，使学生在职业

道德、创新意识、动手能力、独立思考能力，收集处理信息能力，获取新知识能力，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综合职业素质和创新能力得到加强和提高。使学

生上岗后即能独立承担农业行业应职岗位相应的工作。 

1.3课程设计思路 

依托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主要职业岗位，结合农业经济发展实际，作为种子生产与

经营主干课程之一的《植物保护》课程立足满足于种子生产与经营职业岗位群（农作物

植保员和农业技术指导员）的需求，使学生以“能田间识别和室内鉴定、能实际调研和

查找原因、能依据指标拟防治方案、能参与实施或指导实践、能分析防效和总结经验”

的植保“五能”能力为人才培养目标，以提高学生职业综合素养和职业技能为宗旨，不

断优化知识体系，努力拓展学生岗位工作能力。教学上运用多媒体教学、现场教学等方

法，实践上通过实验操作、综合实训、第二课堂、社会服务、技能鉴定和工学交替等方

法，结合教学进程和市场需求，倡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建立“多平台、强技能、

多证书”的教学机制，全面培养“准职业人”的职业道德、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确保

实现培养植保应用型人才的目标。 

2课程基本目标 

2.1知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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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农业昆虫识别基本知识。 

（2）掌握农作物病害诊断基本知识。 

（3）熟悉当地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的危害特点及发生规律。 

（4）掌握农作物病虫害的综合治理原理。 

（5）了解获取植保新信息的方法。 

2.2职业技能目标 

（1）能在田间正确识别农作物主要害虫种类。 

（2）能在田间正确诊断农作物五大类病原所致的主要病害。 

（3）掌握农药的合理和安全使用技术。 

（4）具有对当地主栽农作物常见病虫进行化综合治理的能力。 

（5）熟练掌握植物保护的技能，并通过国家高级工职业技能鉴定。 

（6）调查了解当地主要农作物病虫发生情况，具有综合分析和解决生产实际问题

的能力，注意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和综合职业能力。 

2.3职业素质养成目标 

（1）培养学生具有必要的基本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使其成为德、智、体、

美等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 

（2）培养学生具有从事农作物病虫害工作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3）培养学生具有实事求是的学风和开拓创业的精神。 

（4）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2.4职业技能证书考核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参加高级农作物植保员职业资格证的考试，以获取高

级农作物植保员职业资格证书。 

3课程教学内容及学时安排 

3.1课程主要内容说明 

本课程主要学习农业昆虫的基础知识，农作物病害的基础知识，农作物有害生物的

综合防治，农药应用技术，常见农作物病害、常见农业害虫的发生与防治。 

3.2 课程组织安排说明 

本课程由两学期完成。教学上采用多媒体教学、现场教学等方法，实践上通过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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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社会服务、技能鉴定、工学交替等途经，结合教学进程和行业企业需求，倡导以

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建立“多平台、强技能、双证书”的教学机制，全面培养“准

职业人”（学生）的职业道德、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 

3.3 课程教学内容 

序

号 

单元（工作任

务模块或实训

项目） 

教学内容及要求 活动设计 
课内学

时安排 

1 

第一单元 

农业昆虫的基

础知识 

昆虫身体构造与功能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2 

昆虫的繁殖发育与特性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2 

昆虫外部形态及各虫态观察 实物观察、实验报告 2 

农业昆虫重要目、科识别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2 

农业昆虫重要目、科识别 现场教学 2 

直翅目、半翅目、同翅目、缨翅目

及其主要科的特征观察 
实物观察、实验报告 2 

鞘翅目、鳞翅目及其主要科的特

征观察 
实物观察、实验报告 4 

膜翅目、双翅目、脉翅目与螨类、

软体动物的特征观察 
实物观察、实验报告 2 

2 

第二单元 

农作物病害的

基础知识 

植物病害的概念与分类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2 

植物病害症状观察 实物观察、实验报告 4 

植物病害症状观察 现场教学 4 

植物病原真核菌类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2 

鞭毛菌亚门、接合菌亚门主要病

原形态及所致病害症状观察 
实物观察、实验报告 2 

子囊菌亚门、担子菌亚门和半知

菌亚门主要病原形态及所致病害

症状观察 

实物观察、实验报告 4 

植物病原原核生物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2 

植物病原病毒，植物寄生线虫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4 

植物病原原核生物、病毒、线虫形

态及所致病害症状观察 
实物观察、实验报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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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染性病害的发生和发展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4 

3 

第三单元 

农作物有害生

物的综合治理 

综合治理的概念和发展，综合治

理的策略，综合治理方案的制定

及优化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2 

4 
第四单元 

农药应用技术 

农药的基础知识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4 

常用农药质量的简易识别与农药

残留的快速测定方法 
实际操作、实验报告 4 

科学、合理及安全使用农药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2 

波尔多液和石硫合剂的配制及质

量检查 
实际操作、实验报告 4 

5 

第五单元 

农作物病害与

防治 

粮食作物病害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12 

粮食作物病害 现场教学 6 

油料作物病害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2 

  油料作物病害 现场教学 6 

6 

第六单元 

农作物害虫与

防治 

粮食作物害虫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8 

粮食作物害虫 现场教学 4 

油料作物害虫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2 

油料作物害虫 现场教学 4 

地下害虫 现场教学 4 

主要农作物病虫害观察 实物观察、实验报告 6 

合计学时 120 

4实施建议 

4.1教学组织建议 

采用多媒体教学、现场教学及传统教学方法相结合的模式，实践上通过第二课堂、

社会服务、技能鉴定、工学交替等途经，结合教学进程和行业企业需求，倡导以学生为

主体的教育理念，建立“多平台、强技能、双证书”的教学机制，全面培养“准职业人”

（学生）的职业道德、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 

教学过程中，立足于加强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采用现场教学，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激发学生学习的内动力。 

本课程教学的关键是现场教学。应以典型的病虫害案例为载体，学生先分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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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出防治措施，老师再给予评价指导，让学生在“教”与“学”的过程中能够正确识

别农作物病虫害、掌握植物保护的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要紧密结合职业技能考证（资料员）的实操项目，创设条件，加强

学生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相关技能，提高学生的岗位适应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应用实物、投影仪、多媒体、网络等教学资源，帮助学生掌握农作

物病虫害的基础知识，掌握农药的使用方法，掌握常见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方法等。 

教学过程中，教材的安排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由浅入深，将总结性的知识放在最

后，各章节的安排要注意整本教材知识的连贯性、完整性，注意教材横向、纵向的关系。 

4.2 教学评价建议 

4.2.1 理论评价 

4.2.1.1 课程考试的有关说明 

4.2.1.1.1考试对象 

本课程考试对象为高职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的学生。 

4.2.1.1.2考试方式 

本课程采用形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平时成绩占学期总成绩的

30％ ，期末考试成绩占课程总成绩 70％。 

4.2.1.1.3命题依据 

本课程的命题依据是河南农业职业学院《植物保护》课程教学标准、依据的教材是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主编的 21世纪全国高职高专农林园艺类规划教材《作物病虫害防治》。 

4.2.1.1.4考试要求 

本课程是专业理论基础课，要求学生在学完本课程后，能够掌握本课程的基本知识、

理论，并具有应用所学知识和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所以，本课程期末考试

着重基本知识和分析理解能力两个方面的考查，在各章的考试要求中，有关基本概念、

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的内容按“了解、一般掌握、重点掌握”三个层次要求。 

4.2.1.1.5命题的指导思想与原则 

4.2.1.1.5.1 本课程的考试命题在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目的、教学要求、教学内容

和教材《植物保护》文字范围之内。按照注重分析推理和论联系实际原则，既考查对基

本知识的识记能力，又考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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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5.2期末考试命题的知识覆盖面应尽可能广一些，但要突出课程学习重点。 

4.2.1.1.5.3试卷将尽可能兼顾各个知识层次。在一份试卷中，各层次题目所占分

数比例大致为一般掌握 30％左右，重点掌握 60％左右。 

4.2.1.1.5.4 试卷要合理安排考题的难易程度。考题的难易程度分为：易、较易、

较难、难四个等级。在一份试卷中，各个等级所占分数比例人数为：易 20％，较易 30％，

较难 30％，难 20％。试题的知识层次和难易程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各个知识层次

中要两者兼顾，在一份试卷中保持合理结构。 

4.2.1.1.6 试题类型及其结构 

4.2.1.1.6.1期未考试题型：名词解释：考查学生对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及基本公

式的理解和记忆程度，占全部试题的 20％左右；填空题：考查学生对一些基本知识点的

掌握程度，占全部试题的 20％左右；是非题：考查学生对一些基本知识的止误判断及分

析问题的能力，占全部试题的 10％左右；选择题：考查学生对基本知识、基本理论的了

解和掌握程度。占全部试题的 20％左右；问答题：考查学生对基本概念、理论、规律、

方法的识记与掌握程度以及对重要问题的分析和理解能力，占全部试题的 30％左右。 

4.2.1.1.6.2考试形式。平时成绩包括：作业成绩、实验报告成绩、课堂提问成绩、

考勤成绩等。 

4.2.1.1.7答题时限 

期末考试的答题时限为 90分钟，期末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 

4.2.1.2考试复习的基本要求 

4.2.1.2.1全面、认真阅读文字教材，系统、深刻领会教材中的基本理论，在此基

础上把握基本内容、基本概念、重点内容、重点概念(重点内容为本说明所列内容)。在

复习过程中要结合录像讲座、直播课堂，并结合网上资源，准确地把握本课程的内容。 

4.2.1.2.2 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植物保护》本身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都很强的

课程。因此，在复习过程中要注意运用所学的理论来分析现实中的问题，注意对实践中

的病虫危害案例进行分析，并能提出自己的观点，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从而更好地把

握本课程的理论知识。 

4.2.1.2.3认真阅读实验实训，作业报告，注意总结任课教师对自己平时作业所给

的意见，结合平时测验及讲评和交流，加深对课程基本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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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实训评价 

《植物保护》课程实践考核标准，突出过程考核和期末技能考核。除采用传统的考

核方法，了解学生对农作物病虫害课程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外，通过对学

生的各次实验的评价，对实践能力的现场考核，使学生具有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实践考核成绩实行百分制，由平时考核（占 30%）和期末技能考核（占 70%）组成。 

4.2.2.1平时考核 

4.2.2.1.1单项实训的平时考核，根据每次实验的实际情况进行累计考核，其中过

程考核 50分主要依据是学生平时的出勤情况、学习态度、实验室实验等，技能考核 50

分主要依据单项技能的掌握情况、实验报告等，着重考察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 

4.2.2.1.2综合实训的平时考核，根据每次实训的实际情况进行累计考核，其中过

程考核 50 分，主要依据是学生平时的出勤情况、学习态度、实训内容的完成情况等，

技能考核 50 分主要依据综合实训技能的掌握情况、实训报告等，着重考察学生应用所

学理论知识独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学习结束后，将两项成绩按 30%折合成平时考核成绩。 

4.2.2.2期末技能考核 

采取与职业技能考核相结合，模拟职业真实情景，考核学生实际操作能力。通过学

院设立的农作物部特有工种鉴定站，按照国家高级植保员标准进行考评，使学生获得高

级植保员证书。 

4.3教材选用 

选用教材：《作物病虫害防治技术》 主编 马丽 程亚樵，中国农业出版社，高等职

业教育“十二五”规划特色教材。 

经过多年教学改革的实践，我们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对高职的教学内容有了深刻

的认识。由我院马丽和程亚樵教授任主编的《作物病虫害防治技术》深受广大师生的好

评。教材编写的原则是基础理论以必需够用为度，以实际应用为目的，以掌握概念、强

化实践为重点，加大应用能力培养的比重。教材结合了高职学生实际，实训项目针对性

强，步骤清晰，学生可以在指导老师指导下完成实训。 

4.4课程主讲教师和教学团队要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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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主讲教师必须具备中级以上职称，教学团队中应有一名以上高级职称，两

人来自行业企业。 

4.5课程教学环境和条件要求 

我院有 240120平方米的校内实训基地，并在省内有多个校外实习基地，这些为学

生顺利完成现场教学、教学实习等提供了充足的教学场所。我院还设有植物病理实验室、

昆虫实验室、农药实验室、植保标本室及若干个多媒体教室等供教学使用。这些教学场

所中配有电脑、显微镜、体视显微镜、显微投影仪、超净工作台、虫情测报灯等现代化

的仪器设备。  

我院建立了功能齐全的校园网、因特网和闭路演播系统，有丰富的网络资源，设有

多媒体教室、电教室及电子阅览室，可通过网络进行远程教学，实现资源共享。  

4.6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为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科组积极建设现代化教育平台，充分利用学校的

多媒体设备，如计算机、投影仪、DVD、以及其它音像设备，以视频和动画教学为突破

口，加强了 VCD、DVD 教学资源的建设，收集植物病虫害防治的光碟 100 多张。并通过

农作物病虫危害的现场，以及对所采集的实物标本拍照，按照类别制作了拥有大量的数

码图片资源库。通过对这些数码教学资源的加工，制作成了适合于高职教育的 PPT 课

件，广泛应用于课堂教学中，使文字结合了图像，使静态结合了动态，大大增加了教学

内容的直观感受，充分发挥了现代化教学手段在教学中的作用，使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大

增强，教学效果明显提高。同时，充分利用优良的实验实训条件，恰到好处的安排现场

教学，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 

4.7其它 

4.7.1大力改革教学方法，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教学内容确定后，就是如何让学生“好学”、“学好”，学科组教师经过认真讨论，

提出了“五突出”的理论教学方案，一是突出实物观察结合情境式教学；二是突出问题

和讨论式教学结合；三是突出重点讲授和重点、难点结合；四是突出理论讲授和生产实

际结合；五是突出教材内容和引入最新科技动态、企业最新技术的结合。 

4.7.2设立企业“冠名班”，构建校企合作、工学交替培养模式 

近年来，学科组全体教师为培养实践过硬，符合市场、企业需要的高技能人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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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资源共享、互利双赢的原则，先后与多家信誉好、质量高的品牌企业开展了校企合作，

制定了校外专家、企业负责人参与的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方案，把学校教学实习纳入企

业的生产经营工作计划中，共同构建人力资源开发平台。 

4.7.3 相关期刊  

植物保护 昆虫知识 

植物病理学报 植物保护学报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 

植物检疫 昆虫学报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报 植保技术与推广 

中国农业科学 黑龙江农业科学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陕西农业科学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广东农业科学 

贵州农业科学 吉林农业大学学报 

4.7.4 相关网站  

中国植物保护网 中国农网 

植物病理学在线 中国农民网 

测报之窗 中国农业农业信息网 

中国农技推广网 天津农业信息网 

农网 山东农业信息网 

中国北方农业信息网 湖北植保 

黑龙江农业信息网 石门植保 

农药在线 绿色农业网 

华中农业信息网 四川植保信息网 

新疆农业信息网 江苏农业信息网 

中原农网 中国植保资讯网 

编制人：马丽、袁水霞 

编制单位：农业工程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