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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教学是加强理论联系实际 , 巩固和丰富理论教学

的必由途径 , 积极改革农业植物病理学实验课的教学方法 ,

对于提高农业植物病理学的整体教学质量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在具体实施教改过程中, 仍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实际问

题。鉴于此 , 安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在植保专业本科课

程的实验教学中进行了相应地改进 , 通过对2000～2004 级5

届学生的教学实践, 证明该院实施的教学方法切实可行, 在

传授知识、启发思维、培养能力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

1  《农业植物病理学》简介

农业植物病理学是植物保护专业的基础课之一, 是一门

实践性和应用性都很强的科学, 也是培养学生专业兴趣和素

质的骨干课程。农业植物病理学主要依据地区性特色讲授

作物病害的分布和发生、危害情况、症状识别、病原学、发病

规律、预测预报和综合治理技术。而实验教学则是农业植物

病理学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环节 , 通过实验教学可以提升学

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2  《农业植物病理学》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农业植物病理学已开展了实验教学, 但是仍显露出

一些不足与亟待解决的问题 , 主要表现在: ①课时缩短。自

实行教学改革以来 , 该课程的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时数大为

缩减, 要在有限课时内完成教学任务并保障教学质量稳中有

进, 则必须精选教学内容 , 达到整体优化的目的; ②教学内容

单一。传统的农业植物病理学实验都是验证性实验, 内容较

单一, 主要是对农作物病害的症状、病原菌形态的观察; ③学

生的综合能力得不到锻炼。传统的实验教学主要是让学生

观察各种病原物标本, 缺乏动手操作的机会, 因此不利于培

养学生的基本操作技能; ④教学方式陈旧。过去的实验教学

方法是结合挂图和教材观察实验室现有标本病害类型 , 由于

有些病害标本长期保存后褪绿严重, 又不能及时补充, 这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 ⑤教学时间与实践时间不吻

合。由于植物病害易受季节的限制, 有时开课时间与季节不

吻合, 故无法获得新鲜标本, 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因此, 传

统实验教学必须进行相应地调整, 以开拓学生的视野, 提高

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3  改进《农业植物病理学》实验教学方法的对策与建议

3 .1  合理确定课程内容  根据教学大纲和教学目标要求 ,

该校设置了“水稻病害的症状与病原观察”、“小麦病害的症

状与病原观察”、“小麦带菌检测”、“棉花病害的症状与病原

观察”、“杂粮病害的症状与病原观察”、“薯类病害的症状与

病原观察”、“油料、烟草病害的症状与病原观察”7 个实验。

通过精选安排实验内容 , 既保障了实验课与理论课、教学与

实习的有机衔接, 又避免了教学内容上不必要的重复, 从而

有效地利用了教学课时 , 增大了教学信息量, 提高了实验课

的效率。

3 .2 培养学生动手能力,训练扎实的基本功  《农业植物病

理学》是一门与生产实际紧密联系的课程 , 生产中需要“下得

去、用得上、实践技能强”的应用型技术人才[ 1 - 2] 。因此 , 实

验教学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动手能力、创新能

力和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实验教学中, 要充分调动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在讲清实验目的、观察内容、实验操作方

法及注意事项的前提下 , 将大部分课堂时间留给学生, 让他

们自己动手操作, 如在观察稻瘟病菌时 , 该校提供了大量带

病穗颈; 在观察小麦赤霉病子囊壳的实验中, 提供大量带有

病菌的麦株等, 使学生自己动手制片, 认真观察病原物形态。

通过实验, 既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也训练了他们农业植

物病理学实验技术方面的基本功 , 为以后独立从事植物病害

的科研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 .3  现场实践 ,理论联系实际 农业植物病理学实验课的

主要目的是使学生认识和学会准确诊断不同类型农作物的

常见病害。因此, 现场实践无疑是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之

一, 能够有效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激发学生的求

知欲与好奇心[ 3] 。通过现场教学, 学生能较快地认识和掌握

病害的症状特点, 克服了书本上文字描述抽象难记和实验室

实物标本褪色而有关特征不明显的不足, 从而将书本理论知

识和生产实践相结合 , 加深了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3 .4 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使实验内容变得更加生动形象、

丰富多彩 农业植物病理学教学中, 病害形态的教学是主要

内容之一, 大量实拍的逼真和直观的原色症状图、病原图, 对学

生掌握这方面的内容很有帮助。该校把在病害发生季节拍摄

的典型病害图片, 制作成生动形象的多媒体课件( 图1) , 使学生

无论在任何季节都能观察到各种植物病害的实际症状, 极大地

丰富了实验课内容, 提高了实验课的质量; 另一方面, 还充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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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网络资源、录像资料等多种形式的教学辅助手段, 加强实验

教学的直观性特色。此外, 还把一些动感的病原物通过显微镜

转换投影到电视屏幕上。如, 在观察引起水稻苗期病害的病原

菌时,把培养好的游动孢子投影到电视屏幕上, 让学生观察其

游动情况, 动感表现得十分清晰, 通过这些完善措施, 使实验课

内容变得更加生动、形象, 引人入胜。

图1 多媒体实验教学示意图

Fig .1 The multi mediateaching of experiment

3 .5 严格要求,保障教学质量  大学生的自我约束力较差 ,

可塑性大。教师严格要求与否对于他们的学习质量有着重

要的影响。因此, 在农业植物病理学实验教学中, 要求学生

课前认真预习实验指导书, 并在上课时抽查预习情况。实验

中要求学生严格按照实验要求亲自动手操作, 完成各项观察

和操作内容 , 按时按质按量地完成实验报告, 在实验教学中

建立起“引导—探索—实验—掌握”的实验教学模式[ 4 - 5] 。

同时, 要热情帮助和关爱学生, 及时听取学生的意见和要求 ,

不断改进教学, 把整个教书育人贯穿于实验教学之中。

4  实践成效

4 .1  提高了学生的理解能力,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

实验教学中通过多媒体、现场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的合理运

用 , 提高了实验效果 , 不仅使学生对植物病害的概念有了深

层认识, 而且学生对该课程的学习兴趣随之得到激发, 特别

表现在近几年毕业实习和研究生报考中, 选择植物病理专业

的学生人数逐年递增。

4 .2  增强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培养了学生的科学态度  在

实验教学中强调“少说多做”、“独立操作”, 学生的相关基本

技能( 如临时玻片制备、显微镜操作等) 得到强化训练, 动手

能力得到增强; 此外, 该校在实验教学过程中 , 始终坚持实事

求是、一丝不苟、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 , 对学生严格要

求, 学生在该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而逐步确立了

严谨的科学态度。

4 .3 培养协作精神, 提高道德素质 在农业植物病理学实

验教学中, 由于实验条件有限, 有的实验需要几个人做同一

个实验题目, 因此大学生只有互相协调、合理分工、不等不

靠、积极配合才能顺利完成实验项目。通过这种方式, 培养

了学生团结协作的精神, 使他们认识到学风道德在科学工作

中的重要性。

5  结语

以上是安徽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在农业植物病理学

实验课程教学改革中的一些初步探索和实践成效。在今后

的农业植物病理学实验教学中, 该院将继续以锻炼学生能

力、培养学生兴趣、提高学生素质为目的, 不断完善和更新教

学模式,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改进实验手段和内容 , 为学生

创造更好的实验条件,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自觉性 ,

以保证和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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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食品安全学》课程教材

Table1 Theteaching materials of the course Food Security

书名

Book name

主编

Editor in chief

出版社

Publishing company

时间

Ti me
现代食品安全科学 吴永宁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3

食品安全性与分析检测 许牡丹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3

食品安全与卫生学 史贤明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3

食品安全性 杨洁彬, 王晶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999

食品安全学 钟耀广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5

食品安全评价原理 刘宁、沈明浩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3

食品安全指南 姚卫蓉, 钱和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5

食品质量管理 陈宗道 北京: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3

食品加工中的安全控制 夏延斌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4

食品安全概论 钱建亚, 熊强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6

食品安全与检测 车振明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7

食品安全性 孟凡乔 北京: 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5

食品安全控制技术 李波 北京: 中国计量出版社 2007

�瑏瑥食品安全性的展望。这些内容涵盖了食品从田间到餐桌

的各个环节中可能遇到的食品安全问题 , 可以指导学生进

行食品安全生产 , 促使学生更好地了解我国食品安全的管

理现状与改进情况 , 能更好地宣传食品安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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