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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有害生物综合防治》课程教学改革探究
李    飞    蒋    爽

（重庆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重庆    400000）

【摘要】针对我国对森林保护专业综合型人才的需求，以及本校森林保护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分析了《林业有害生物综合防

治》课程教学的现状，并从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深化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重构课程考核方式等方面入手，探讨提升“林业有害

生物综合防治”教育教学效果，进而推动课程改革，培养具备扎实理论基础，同时具备生产实践能力的复合型森林保护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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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森林保护专业是重庆师范大学 2019 年开设的新专业，主

要目的是根据国家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安全和林业事业发展的

重大需要，培养具有森林资源保护、森林资源管理、林政管理、

森林防火等方面知识和技能的技术应用综合型人才，为林业局、

森防站、城市公园、森林公园、自然环境保护区、环保等相关

行业的政府机构及企事业单位提供从事森林及园林绿化植物的

病虫害防治、森林培育、森林资源调查与资产评估、护林防火、

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管理与利用等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林

业有害生物综合防治”是森林保护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

课程目的是通过课程讲解和实验课程相结合，了解我国目前主

要的林业有害生物种类、及其发生规律和综合防治方法。

近年来，随着我国整体林业生态工程的发展，我国的林业

主要树种和产品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是随着退耕还林工

程的完成，天保工程的建设，人工用材林的大力发展，我国主

要的林业有害生物类群和危害发生情况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1]。第三次全国林业有害生物调查结果表明，林业有害生物种

类数量为 6179 种，其中包括昆虫、线虫、鼠兔害、有害植物、

真菌、细菌、病毒等多个类群、具有发生面积广、危害严重的

特点。

2.“林业有害生物综合防治”教学面临挑战

第三次全国林业有害生物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林业有害生

物的种类与面积都明显增加，严重危害我国林业生产的健康发

展。因此培养既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又可以快速解决林业生

产中有害生物问题的综合性人才是主要目标。然而，要实现具

备扎实理论基础与丰富实践经历的综合型人才的培养，目前

“林业有害生物综合防治”的教学内容、实验内容、实习内容

和授课方法都面临诸多挑战，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1）随着

国家本科教学发展改革，以及本校课程安排，“林业有害生物

综合防治”是唯一一门专业应用型必修课，但是教学学时安排

被压缩至 32 学时，实验学时压缩至 18 学时，学时数量较少，

尤其是野外实习时间，使学生的实践机会减少 ；（2）实验内容

陈旧，我国林业有害生物种类发生面积不是一成不变的，尤其

是全国第三次林业有害生物调查中发现，外来入侵有害生物发

生的种类和面积显著增加，实验课程需要随着林业有害生物种

类进行调整。但是根据调查在课堂教学中教学内容仍然是以书

本知识为主，而缺乏与行业技术的有效对接 ；（3）随着科技的

发展与应用，新技术在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当中所占的比重逐渐

增加，如无人机防治、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技术等已经

广泛应用，而课程的实践教学尚未能跟随科技发展需要。（4）“林

业有害生物综合防治”作为一门综合性应用课程，具有很强的

地域性。由于每个区域环境不同，林业的有害生物种类与防治

措施也不同，但是在具体的教学中并没有合适的教材，而农业

有害生物综合管理是有专门教材能够应用，所以在备课时只能

多方面参考 ；（5）目前各个招聘单位希望能够聘到综合型应用

人才，能够快速解决实际生产问题需要 [2]，而这正是学生培养

过程中欠缺的，所以提高学生对林业有害生物的识别能力，具

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具备生产实践能力是目前“林业有害

生物综合管理”教育教学面临的重大挑战。

3.“林业有害生物综合防治”课程改革探索

当前“林业有害生物综合防治”实践教学形势面临严峻的

挑战，改变“林业有害生物综合防治”的教学方式势在必行。

随着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逐渐由知识型人才转变为能力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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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更需要激发在校大学生学习和参加实践的积极性，提高

大学生实践意识与创新能力，从而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的理论

与应用结合的专业人才 [3]。为解决目前教学存在的问题，积极

探索改良发法，现将主要方法总结如下：

3.1 改良人才培养方案，建设科学的课程体系

人才培养方案是森林保护专业学生人才培养最重要的指导

文件，是提高教学和学习质量的根本性保障。森林保护专业是

我校 2019 年新成立的学科专业，主要目的是为西南地区培养

优质的人才。在符合当今社会需求的“宽口径、重基础、强能力、

高素质”的人才培养原则指导下，改良和完善了森林保护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根据重庆师范大学对课程设置的“通识教育课

程、专业教育课程、实践教育、素质拓展与创新”四大人才培

养平台和“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大人才培养体系的总体要

求，设置的课程模块与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形成对应关系。在保

证现有课程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现有的基础必修课程学

时数分配，更加突出专业课程在人才培养中的核心地位，增加

专业课程的学时数量，将森林保护专业中“林业有害生物综合

防治”的学时数由 32 增加至 48 学时，并适当增加实验课程学

时数，在理论学习的同时可以增加实验内容，做到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进而达到人才培养目的。另

外高校在课程教学中必须要改变传统的传授知识的模式，而是

要围绕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要求积极构建课程思政教学体系，推

进林业有害生物综合防治与思政教育的有效衔接。例如在学习

“昆虫”知识时，为了让学生了解美国白蛾的危害性，教师可

以通过生动的案例介绍美国白蛾对于行道树等林木的危害及其

爆发后的规模，以此加深学生对林业有害生物危害的认识以及

对植保和森保工作者职业责任感的理解。

3.2 修正教学大纲与优化教学方式

“林业有害生物综合防治”包括有理论课程和实验课程两

部分，在设置教学大纲时要注意到理论课程和实验课程的结合。

理论课程的教学要更加注重于对重要林业有害生物的进行详细

的介绍，如松材线虫等，通过添加准确的图片，增添最新的研

究进展，在讲解过程中增加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学有所

获。并且采用雨课堂等线上线下教学方式，随时发送随堂测验，

实时监测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提高学生的注意力。课前

发送预习资料，课后发送测验并进行讨论，增加学生参与度。

优化了理论课程的教学大纲，构建了林业有害生物定义及分类、

林业有害生物主要的防治方法、林业有害生物综合管理定义及

其发展历史、林业有害生物综合管理科学原理、林业有害线虫

综合管理、林业有害昆虫综合管理、林业有害杂草综合管理、

林木病害综合管理、林业有害动物综合管理为主体的教学大纲，

全面涵盖了林业有害生物种类，授课重点也从广泛转变为几种

重大的林业有害生物。实验课程紧密结合理论课程，首先要熟

悉主要林业有害生物形态特征，因此实验标本要囊括各个虫期，

增加防治的试验，如管氏肿腿蜂寄生过程，以小组为单位设置

不同条件下的防治实验，并观察记录实验过程，最后进行总结

分析。增加学生的参与度，培养学生实验创新思维，独立解决

问题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

3.3 丰富教学内容，积极开展实践教学

基于生态环境的不断变化，尤其是随着林业有害生物综合

防治技术的发展，林业有害生物综合防治知识体系在不断更新。

因此高校在开展“林业有害生物综合防治”教学时必须要改变

传统局限在书本知识的弊端，密切联系社会行业发展技术 ：一

方面教师在课堂教学时要在传统理论基础知识的基础上，不断

引进最新的研究成果，以此增强学生对林业有害生物综合防治

方面的认知能力。高校教师要及时将行业发展动态知识引入到

课堂中，让学生接触最新的知识体系。例如基于近些年美国白

蛾防治工作的压力，美国白蛾具有传播隐蔽性高、繁殖速度快

且繁殖量大的特点，高校要将其纳入到课堂教学中，增强学生

处理美国白蛾的能力；另一方面高校要积极开展实践教学模式，

通过实践教学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林业有害生物综合防治”

课程具有很强的社会实践性。根据调查用人单位普遍反映学生

的社会实践能力不强，因此高校要深化校企合作模式，鼓励学

生积极参与到有害生物防治公司的社会实践中。例如在课程教

学的过程中，教师要不拘一格，带领学生深入到园林中开展实

地教学，通过实景展现的方式增强学生对林业有害生物的防治

能力。实践教学的具体安排见表 1 所示。

表 1 “林业有害生物综合防治”实践教学安排

教

学内容

教师任

务

学生任务 教学目标 实

施地点
食

叶 害 虫

的识别

在校园

内调查常见

树种的食叶

害虫种类

观 察 食 叶

害 虫 的 发 生 规

律、幼虫形态、

危害特征

掌握常见的

食 叶 害 虫 种 类、

危害特征及其发

生规律

校

园

地

下 害 虫

的 识 别

与防治

带领学

生到林地内

调查地下昆

虫的有害状

态

观 察 不 同

林 木 根 部 害 虫

情 况， 借 助 工

具 对 地 下 有 害

昆虫进行观察、

分 类， 并 且 提

出 具 体 的 防 治

措施

掌握地下害

虫的识别与防治

措施

四

面山实

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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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敌 的 人

工 繁 殖

试验

讲授肿

腿蜂的形态

特征、作用

方式、防治

效果、释放

方法 ；肿腿

蜂的人工饲

养方法

进 行 肿 腿

蜂 的 人 工 繁 育

操 作、 并 观 察

肿 腿 蜂 的 寄 生

过 程 及 其 后 代

数 量 特 征， 并

进行分析

掌握基本的

生物防治天敌种

类，了解天敌的

人工繁育技术

实

验室

3.4 改变传统考核模式，建立科学成绩评定体系

“林业有害生物综合防治”是一门应用型课程，因此课程

考核应该更科学。传统的高校课程考核方式通常是由期末考试

成绩和出勤率或平时作业构成的平时成绩两个部分组成，且期

末考试成绩占比一般大于 70%。此种评价体系更加注考试成绩，

而忽略了过程性考核，部分学生通常会在考试周集中突击复习，

所以知识掌握并不牢靠。为了提高学生对林业有害生物综合防

治的理论基础合实践能力，结合学校人才培养政策要求，从以

期末考试为主的考核方式转变为以过程性考核为主，主要目的

是促进学生掌握课堂知识，更加客观的评价学生理论课的学习

情况，建立更加完善的考核模式。例如 ：成绩组成为平时成绩

70% 和考核成绩 30%，平时成绩组成由出勤率 20%、课堂表现

10%、雨课堂课上或课后答题 30%、课后讨论 10%、课程 PPT

制作并讲解 30%，课程 PPT 是指以组为单位，自行选取一种林

业有害生物，通过查阅文献，总结选取的林业有害生物的分布

范围、寄主范围、生物学特性、生活习性、防治方法等方面内

容，并在课堂进行讲解。此种考核方式大大增加了学生学习过

程中的积极性与参与度，加深学生对主要林业有害生物的认识，

提升学生科研论文查找能力。同时实验课程考核方式也以实验

过程为主，实验过程占 70% 和实验考核 30%，其中实验过程包

括实验操作熟练程度、撰写实验报告、分析实验数据结果，占

比分别为 40%、30%、30%。

当然除了上述举措之外，高校在“林业有害生物综合防治”

课程教学改革中还要及时转变教师的教学理念，树立以学生为

本的教育理念，突出工匠人才培养。例如要改变传统的“以教

师为中心”的授课模式，增加学生的参与程度，最大限度的发

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以此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4. 结语

当代大学生教育理念更加注重学生创新能力、强调培养学

生创新思维和知识创新、技能创新的能力。“林业有害生物综

合防治”作为培养应用型林业工作者的主要专业课程，为了满

足知识型和能力型综合性人才的培养需求。课程教学改革势在

必行。根据“林业有害生物综合防治”教学特点和重要性，调

整了理论课程和实验课程的课时比例、优化培养方案和教学方

法、精选教学内容、重构课程考核方式，以调动学生积极性、

增加学生学习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具有高素质的综合性人才为主要目标，为

我国林业产业的生产和发展提供高素质的创新性综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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