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 植物保护学院-“作物病虫害防治”课程思政 

“作物病虫害防治”课程思政建设 

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

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立德树人”是根本。思政

工作直接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思政教育不

仅仅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门课程的任务，而应与专业课程的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

价值引领有机融合、无缝衔接。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课程思政工作，是衡量人才

培养质量和立德树人实效的重要标尺。基于此，“作物病虫害防治”课程团队把课程的思政

建设作为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的一项重要工作，认真挖掘与课程知识内容或生产、生活相

关的思政元素，并将其有机融合到课程教学的各环节，课程教学与思政教育同向同行，以

“立德树人”为课程的根本任务，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格局。 

疫情防控期间，“作物病虫害防治”课程的思政建设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师德师风建设 

课程团队多名教师为中共党员，在加强党支部建设的同时，注重团队教师的师德师风

建设。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团队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作为自身的内心需求，以德

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在整个教学环节，教师以自己的言和行影响感染

学生，在传授学生知识、提升学生能力的同时，注重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价值观，注重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向善的人性和高尚的人品，最终实现“学生

的全面发展”。 

2、课程思政元素的发掘 

（1）专业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  ① 讲授学习作物病虫害防治重要性时，在介绍

能引起人类重大灾难的经典植物病虫害案例（如：马铃薯晚疫病、葡萄霜霉病、小麦条锈

病、蝗虫、草地贪夜蛾）时，将新冠肺炎疫情有关讯息有机引入课程教学环节。新冠肺炎

的发生为害特点与植物的危险性病虫害有相似之处，在课程内容讲授过程中，以国内疫情

防控工作的进展、成效为例，精心选择疫情报道资源，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爱国主义、

遵章守规、责任担当意识、敏锐反应能力等的教育；另外，课程资源中还包括“作物重要

病虫害发生动态”和“作物病虫害防治相关的农业政策（或资讯）”，以此强化学生对作物

重大病虫害及时防控重要性的认识。② 讲授重要病原微生物研究进展时，通过了解前辈科

学家对病原物认识、研究的历程，教师有针对性地教育学生脚踏实地干实事的精神、刻苦



钻研的精神、永不放弃的精神、探索创新的精神和对待科学问题严谨、求实、负责任的态

度。③ 讲授植物病害流行预测时，以新冠肺炎疫情的预测通报为例，教育学生对待科学研

究问题时必须要具备严谨、求实的精神和团队协作的精神。另外，结合我国疫情防控工作

的进展，尤其是全国各地医务人员义无反顾地逆行支援抗疫的事例，进一步教育学生坚定

理想信念的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并进一步强化他们的责任、担当意识。 

（2）生产、生活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  ① 在讲授植物病虫害的防治技术时，以化学

农药滥用以后造成的“3R”问题或“三致”现象和主流媒体每年报道的由于作物病虫害防

治不当引起的人畜中毒事件、大量农作物受损事件、环境污染事件为例，教育学生科学防

控、遵守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或法规。课程资源中重点增加“绿色植保”内容，强调农业

“绿色发展”的理念。如：2010 年海南“毒豇豆”事件、2019 年青岛“毒韭菜”事件等。

② 在讲授重要植物病虫害案例时，如讲到作物镰孢菌枯萎病时，以 2007 年由香蕉枯萎病

引起的网络谣言为例，引导学生科学认知植物病虫害，养成从主流媒体获取可靠资讯的习

惯，不信谣、不传谣。③ 团队教师及时关注全国农技推广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

部、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河南省植保植检站等多部门官方网站定期发布的重要农作物病虫

害发生动态及防控相关的信息，根据河南省农业生产实际，挑选相应信息的链接添加到课

程章节内容，并发送信息提醒学生关注，并根据生产实际合理安排“专题讲座”，培养学生

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训练学生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投身到指导

农业生产的实践中，把课程知识的初级认知水平提升到高级认知水平，实现技能培训；还

能发挥引导、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人文关怀、敏锐反应等社会情感的作用。 

 



3、课程思政的开展方法 

（1）“作物病虫害防治”课程思政的实施方法可采用课堂内外、校内外、线上线下等多

场所、多时段进行，不过多占用的学生学习、课外时间。如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任课

教师会随时把有价值的思政素材通过微信群、朋友圈等及时分享。在课程思政实施中，避

免物理硬性地推送和堆砌，尽可能像化学反应一样自然融入，自然而然引入思政元素，力

求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 

（2）以教师的“仁爱之心”感化学生。团队教师，不仅教给学生专业知识，还具有“仁

爱之心”。教学过程中，对学生严格要求的同时，始终做到：欣赏、认可学生的学习效果，

尊重学生的个性，理解学生的情感，尽可能包容学生的缺点和不足。当面对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的一些小问题和不当行为时，尽可能设身处地从学生的角度考虑，作一个有仁爱之心

的好老师，帮助、激励学生实现成才之梦。如：在上课期间，发现个别学生因为手机或网

络原因不能及时地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中时，教师不是批评学生，而是关心、开导学生，

并提醒学生课后想补救办法及时完成学习任务。任何时候，当有学生咨询学习和生产中的

问题时，任课老师都是及时、耐心、细致地解答，并对学生的学习热情给予肯定和表扬，

从而可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的原动力，促进学生对课程知识的理解、掌握、拓展及深化。 

 

附件：课程思政元素部分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