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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培养方案 

 改革内容与原因 

 教师队伍建设 

 专业核心课程建设 

 阶段性成效与预期成果 



一、专业培养方案 

1、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生命科学和农业科学知识，掌握植物保护学的基

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从事植物保护工作的技术与

设计、推广与开发、经营与管理、教学与科研等工作，具有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研究型、应用型专门人才。 



2、课程体系 

        根据社会需求和学生个性化发展需要，制定植物保护专

业应用型和研究型人才的分类培养模式，形成“通识课、大

类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

课”为主体的课程体系。 

类别 通识课/

大类课 

专业 

基础课 

专业 

核心课 

专业 

必修课 

专业 

选修课 

教学 

实习 

毕业 

设计 

合计 

学分 87.5 13 22 10.5 11 8 8 160 

植物保护专业课程体系 

专业相关的实践教学：36学分。 



二、改革内容与原因 

1、培养方案改革的基本思路 

            构建综合性大学植物保护专业应用型和研究型本科人才的

分类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加强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强化专业

实践技能培养，形成“宽口径、厚基础、优专业、强技能”的

专业特色。 



2、培养方案改革重点解决的问题 

 在就业渠道多元化和学生职业设计个性化越发明显的情况下

如何实现植物保护专业人才的分类培养； 

 在强调“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要求下如何保障和加

强植物保护专业教育教学质量； 

 如何通过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强化专业实践教学的比

重、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3、主要改革措施 

 优化课程体系，制定植物保护专业研究型和应用型人才的分
类培养模式。 

专业基础课13 

专业核心课程22 

专业必修课10.5 

实践教学8 

毕业设计8 

应用型模块11 

研究型模块11 

 体现“专业主干课程统一、个性模块课程有别”原则，探索
应用型和研究型人才分类培养模式 

主干课程45.5 实践环节16 专业选修课11 

+ + 



 重建专业基础课程体系 

 原方案中植物学、遗传学、植物生理学等学分偏多； 

 原方案中因学分数限制等原因取消了动物学、微生物学

等基础课程。 

 调低大类课程专业选修中植物学、专业基础课中遗传学、

植物生理学等课程学分，安排成乙类课程； 

 增设微生物学、动物学2门专业基础课； 

 增设作物栽培学、土壤与植物营养等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植物学及实验（乙）、微生物学及实验
（乙）、动物学及实验（乙）、遗传学、植物生理学及实
验（乙）、作物栽培学、土壤与植物营养等。 



 增加专业教学的深度和宽度 

 原方案中因学分数限制，5门专业核心课学分数3-4个，课堂
教学和实验教学时数在64-80学时； 

 远低于国内其他高校同类专业的教学时数，也达不到植物
生产大类植物保护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规范要求； 

 毕业生认为在校四年中专业课程学习明显不足，用人单位
也有类似反映。 

 明确基础昆虫学、基础植物病理学、应用昆虫学、应用植
物病理学、农药学等为植物保护专业的核心课程； 

 加大这5门核心课程的教学力度和深度，学分数由原来的3

学分增至4或5学分，共22学分，比原方案增加7学分。 

强化专业知识教育，体现学科新进展和农业结构调整新趋势。 



 整合部分课程，增设专业前沿性课程 

 原方案中部分课程小、有些内容相近甚至重叠； 

 原方案中未包含植物保护学科的新发展内容。 

 合并整合内容相近的课程，如将有害生物预警、杂草与鼠
害两门课合并成有害生物预警与综合防治，由原来3.5学分
增至4学分； 

 增设植物保护学前沿、植物生物技术、环境生物学、生物
安全等前沿性和综合性课程。 

作为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列入课程体系，拓宽学生的专
业知识面，体现学科发展前沿。 



 强化实践性教学，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体现“强技能” 

 改善教学实验条件 

 购置昆虫学、植物病理学等课程实验教学所需标本、图片、

采样工具等试验材料； 

 专题教学实习课程安排更多的野外采集、田间病虫害观察与

调研等内容，改变以往单一地点采集标本、或校内实验室内

教学实验的局面； 

 西区实验农场内建设植物保护学教学实习圃，种植各类作物，

用于核心课程教学中病虫害观察与调查、新增农艺实践课程

等教学实践。 



 增加核心课程实验教学比重，增设自主性实践教学环节 

 增加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实验学时数，课堂教学与实验教学比

例1:1，周学时达3-4或2-4； 

 专业核心课程实验教学中增设昆虫饲养与个体发育观察、田

间病虫害调查、病虫害防治药方等自主性实验内容； 

 部分自主性实验在2010级学生中安排执行。 

 

 增加专题实践课程强度 

 单独开设病虫生物学教学实习和植物保护教学实习2门专题

教学实习课程，增加学分数，由原来每门1.5学分增至每门2

学分，满足基础植物病理学、基础昆虫学、应用植物病理学、

应用昆虫学和农药学等5门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要求。 



 增设农艺实践课程 

 安排在二年级春夏-三年级秋冬学期，1学分； 

 让学生通过一个完整的作物生长周期内的观察和调查，了解和

认识作物生长规律、病虫害种类和发生规律、环境因子）对作

物生长与病虫害发生影响等农业知识，掌握基本的农事操作。 

 拟安排在西区实验农场中，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自主进行，以

观察调查报告等形式进行考核。 

 

 建设教学实习基地 

 2013年农业植物病理学、农业昆虫学课程教学实践安排在嘉兴

市农业科学院、丽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等校外基地进行，合计

1周时间，安排设施作物、水稻等作物病虫害发生、预报与防

治方法等内容。 



 优化毕业设计与毕业实习 

 原方案中毕业设计与毕业实习分为两门不同课程，安排在四
春夏进行，不符合作物病虫害发生规律； 

 春夏节主要作物病虫害并不多，达不到毕业实习要求； 

 毕业设计时间太短，学生无法完成应有的毕设内容。 

 将毕业设计和毕业实习合并，共计10学分，包括毕业设计和
毕业实习内容，分别制定考核评价要求； 

 根据作物生长期和病虫害发生规律，将毕业设计和毕业实习
安排在第三学年暑假到四秋学期； 

 毕业论文答辩安排在四夏，学生在统一安排的毕业设计和毕
业实习结束后，可以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毕业设计研究和论文
撰写； 

 实行分类选派政策，在学生自愿的前提下尽可能安排学生到
校外签约实习基地、基层农业部门、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单位
进行毕业设计，实现应用型和研究型人才分类培养的目的。 



三、教师队伍建设 

 教学科研人员：72人，95%有国外留学经历 

 教授29人，副教授25人 

 博士生导师27人；硕士生导师55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团队：1个 

 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2个 

 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3人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6人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4人 

 教育部(新)跨世纪人才：8人 



普通昆虫学 

农业昆虫学 

普通植物病理学 

农业植物病理学 

农药学 

植物检疫学 

环境生物学 

入侵生物与生物安全 

植物保护学 

植物保护信息技术 

植物保护学概论 

有害生物综合治理 

张传溪教授 

刘树生教授、蒋明星教授 

郑经武教授、李红叶教授 

楼兵干教授、宋凤鸣教授、马忠华教授 

朱国念教授、虞云龙教授 

谢关林教授 

陈学新教授 

叶恭银教授 

叶恭银教授、蔡新忠教授 

祝增荣教授 

宋凤鸣教授、周雪平教授 

娄永根教授 

教授任课情况 



四、专业核心课程建设 

 明确基础昆虫学、基础植物病理学、应用昆虫学、应用植

物病理学、农药学等为植物保护专业的核心课程； 

 完成专业核心课程责任教授的选拔工作，组织每门核心课

程的教学团队，安排1-2名青年教师参加核心课程教学团队； 

 安排责任教授组织修订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大纲； 

 近期拟组织一次讨论会，制定专业核心课程的建设目标。 

 专业核心课程建设 



 加强课程建设 

 副主编核心课程《农业植物病理学》教材及实验指导书； 

 组织申报《植物保护学导论》视频公开课程； 

 组织申报《农业植物病理学》等课程学校教改项目； 

 国家级精品课程3门、公开视频课1门。 

叶恭银教授 
蔡新忠教授 
周雪平教授 
施祖华教授 

陈学新教授 
宋凤鸣教授 
虞云龙教授 

叶恭银教授 
陈学新教授 
沈志成教授 



 新教学方法探索 

 农作物种类繁多、病虫害种类更多； 

 专业核心课程课堂教学只能安排主要农作物重要病虫害方面

的内容，无法安排目前生产上新出现病虫害或新作物上的病

虫害方面的内容，造成教学内容与生产实际的脱节。 

 在农业昆虫学、农业病理学等专业核心课程中，引入学生专

题调研讨论、田间实地调查等手段、邀请省内农业部门或基

层专家进行专题讲座等方式，弥补课堂教学内容的缺失。 



五、预期成效和成果 

 探索制订出植物保护专业应用型、研究型本科人才的分类培

养模式，建立相对合理的课程体系； 

 通过强化专业教学和实践教学，在“宽口径、厚基础”理念

基础上达到“优专业、强技能”的专业特色； 

 建设和完善5门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体系和教学团队，包括课

堂教学新方法、实验教学新方法（自主性实验等）。 



请提宝贵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