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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普通植物病理学是植物保护专业主干课程, 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培养具有创新精

神、实践能力和各方面综合素质的高级农业人才, 根据西藏学生的具体特点, 从教材选择、课堂

教学、实验教学、教学实习、考核方式和师资队伍 6 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多种教学方法结合实验

教学和教学实习为学生下基层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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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eneral Plant Pathology was one of basic specialty subjects. It was very important to 
combine theory with practice. In order to culture students ability in innovation, practice and integrative 
quality we probe into teaching material, classroom teaching, experiment teaching, exercitation teaching, 
assessment methods and teachers quality. A variety of teaching methods combined with experiment 
teaching and exercitation teaching lay solid foundation for students to the grass-roots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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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保护本科专业是西藏大学农牧学院的一个

新开专业, 植物病理学是植物保护专业的主干课程

群, 包括普通植物病理学、农业植物病理学和植病

研究技术等课程。普通植物病理学是植物保护专业

的一门主干课程, 它是农业植物病理学的基础, 集

理论与实践为一体。该课程包括了课堂教学、实验

教学和教学实习 3 大部分, 是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

以课堂讲授为主、与实验技术及生产实习相结合的

专业必修课。特别是近年来, 随着西藏作物病害的

逐年增加和西藏毕业生分配制度的改革, 很多学生

毕业后将下基层工作, 这就要求学生需具备扎实的

专业基础。作为培养未来植物保护工作者的教师 , 

肩上的担子更重, 如何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具有各方面综合素质的高级农业人才, 更好地

迎接新世纪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我们在教材选择、

课堂教学、实验教学、教学实习、考核方式和师资

队伍 6 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课堂教学、实验教学和

教学实习的有机结合, 使学生同时具备扎实的理论



1386 微生物学通报 2010, Vol.37, No.9 

  

http://journals.im.ac.cn/wswxtbcn 

知识和极强的动手能力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有

利于他们更快、更好地适应基层工作。 

1  教材选择 

教材是教学内容的依据, 它是教师和学生学习

专业知识的主要材料。随着科学技术瞬息万变的发

展, 每一门课程都有很多相关教材, 选用哪本教材

需要任课教师认真挑选。一部好教材应该是内容和

形式的统一。教材要受到师生的欢迎, 除了内容的

取舍外, 教材的形式也非常重要[1]。 

1.1  课程教材的选择 
根据西藏学生的专业基础和理解能力, 我们选

择了南京农业大学主编的《普通植物病理学》(第 3

版)作为课程的教材。该教材内容新颖, 反映了学科

的最新知识、发展动态、研究的最新成果及新动向, 

提高了教材的水平和质量, 拓宽和加深了教师与学

生的专业知识。该教材编写层次清晰, 内容由浅入

深 , 图片清晰逼真 , 简明易懂 , 针对西藏学生汉语

理解能力有限, 该教材图文并茂, 更利于学生结合

图片加强对文字的理解。在教材后面还附有植物病

理学常用的名词术语和重要植物病原生物的属名 , 

供学生复习时参考, 适合教师和学生使用, 同时本

书还配套有实验指导书, 可以作为学生自学和考研

究生等的工具书。 

1.2  辅助教材和高质量期刊的选择 
除了使用本教材外, 我们还向学生推荐一些辅

助教材: 《植物病原真菌学》、《植物病原细菌学》、

《植物病害诊断》、《蔬菜病虫害原色图谱》等参考

书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 这些辅助教材有利于学生

扎实掌握复杂难懂的病原。此外, 鼓励学生多看专

业相关期刊: 《植物病理学报》、《菌物学报》、《植

物保护学报》、《植物保护》、《微生物学报》和《微

生物学通报》等这些反映学科最新成果的高质量期

刊,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针对西藏学生学

习资源相对匮乏和主动学习积极性不足的特点, 高

质量的期刊有利于他们将来设计毕业试验方案和了

解学科前沿动态, 促进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2  课堂教学 

针对西藏学生基础薄、理解能力不是很强的具

体情况 , 为了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积极

性、主动性, 使学生学得生动活泼, 提高学生的学习

能力和创造能力。我们在课堂教学中注重因材施教,

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 , 分别采用了多种教学手段 : 
直观教学、多媒体教学、问题式教学和学生讲课, 多

种教学手段的结合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 
学生掌握知识较快, 师生互动效果较好。 

2.1  注重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是中国教育的传统, 也是教育事业客

观规律的反映。中国历史上被奉为“圣人”的孔子是

一位有深远影响的教育家。他的学说、思想一直被

看作是治学为人的标准[2]。即使在今天, 他所提倡的

“因材施教”原则仍然为人们所传承。他特别注重启

发学生, 倡导“因材施教”。根据西藏学生掌握专业知

识较慢的特点, 我们在教学中注重对重要知识点的

重复讲述, 比如针对病害症状和病原部分, 教师就

要精讲, 向学生详细介绍各种病害症状的多样性、

复杂性以及病原菌的典型形态特征, 同时结合西藏

实际和生产实践举例, 使学生感觉到这些病害在西

藏有发生而且有些甚至很严重, 自己更应该学习好

专业知识来防治病害, 为西藏的经济发展献出自己

微薄的力量。在普病学习中, 我们注重学生自学能

力的培养 , 给学生布置的作业主观性较强 , 例如 : 

举例说明侵染性病害和非侵染性病害的区别; 郁金

香碎色和韭黄是否属于植物病害, 说明理由; 类似

习题促使学生自觉利用图书馆和网络查阅资料, 开

拓了学生的思维和视野。通过让学生自己编写检索

表, 使学生把所学知识综合利用起来。 

2.2  采用直观教学 
直观教学能使学生较快地接受知识和理解知

识。在教学过程中, 我们主要采用板书教学。在课

堂 教学中 , 绪 论的讲 解是 很重要 的 , 我 们安排了

8−10 个学时学习该章节。因为绪论讲得好坏直接影

响学生对这一门课的兴趣, 相当于启蒙教育。俗话

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因此我们把绪论作为提高

学生学习这门专业课的热情和主动性的重要途径。

此外, 除了大量的板书教学外, 我们努力创造条件, 
尽量给学生提供与实际接触的机会。例如, 在病害

症状部分的学习中, 把田间采集的新鲜植物病害标

本带入课堂结合书本讲述, 或者亲自带学生在学校

农场和果园采集病害标本, 让学生看着标本对病害

症状进行描述, 再结合教材中的描述, 增强学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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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害症状的印象。由于西藏的作物种类较少, 作物

生长期短, 我们还从内地购买大量农作物、蔬菜和

果树等病害的挂图来充实教学内容, 此外在病原学

的学习中还结合幻灯投影教学等。 

2.3  多媒体教学的适当采用 
多媒体教学是实验教学和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

续, 针对课程的内容, 我们对普通植物病理学上册

部分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 把大量高质量的病害症

状、病原物典型特征图片展示给学生。如果使用传

统的教学手段, 很多需要学生进行感知的内容无法

使学生得到直接的体验, 从而加大了学习和理解的

难度。特别在一些知识点的学习中, 教师照本宣科, 

学生死记硬背 , 知识的传授成为师生双方的负担 , 

最终的结果是教师厌教学生厌学, 进入了一个无法

解脱的恶性循环之中[3]。教师通过熟练运用多媒体

进行教学, 以声图并茂的信息传播方式, 将各种文

本、图形、图像、动画、视频、音频信息自由表达, 

交互演示教学课程, 这一生动直观、形象逼真的表

达方式, 不仅能够解决西藏学生因汉语不好而影响

学习的困难, 而且极大地克服了书本知识的教条与

乏味, 提高了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学习兴趣。 

普通植物病理学是一门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应用

科学 , 通过改变传统式的“满堂灌”的授课方式 , 采

用制作多媒体课件方式进行教学, 直观地演示逼真

的图文资料, 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使西藏学生的学

习由消极被动变为积极主动, 将教学层次提高到一

个新的水平。由于汉语是西藏学生的第二语言, 因

此对课程内容理解要比汉族学生多一个语言转换的

过程, 很多学生由于不能迅速在大脑中完成语言转

换, 很多专业术语无法理解而导致厌学。 

在真菌五大亚门的教学中我们主要采用多媒体

教学, 植物病害症状也需要大量图片才能使学生直

观感受课堂知识。我们收集了大量病害、病原物的

彩色图片, 在计算机上进行优化处理、编辑, 将文字

说明、图片和声音结合在一起, 制作出了适合西藏

学生教学的多媒体课件。通过授课方式的改进, 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加强, 学习成绩得到

明显提高, 授课方式的改进, 恢复了他们努力学好

专业知识的自信心, 从而为提高西藏学生的业务素

质打下良好的基础。通过大量图片, 学生很容易区

分五大亚门真菌的菌丝和孢子形态。在多媒体课件

中我们还穿插教学短片、病原物侵染过程和病害发

生规律的 Flash, 例如, 在讲解子囊孢子的释放与传

播的内容时, 通过 Flash 制作, 形象直观展示了子囊

孢子从子囊中释放出来, 然后在田间向四周传播的

过程。这些生动有趣的画面不仅便于学生对知识的

记忆, 活跃了课堂气氛, 而且有效地激发学生探究

新知识的兴趣, 使微观的病原物变得直观化、形象

化, 使课程内容更生动[4−5]。 
对西藏学生的教学不能贪多求广, 而应重点突

出、有的放矢。教师在多媒体授课过程中要注意控

制语速和课堂进度, 不能盲目追求教学效率, 如果

课堂信息的呈现速度超过了学生的接收速度, 易造

成知识“消化吸收不良”。如果只求多不求精, 不仅会

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 , 而且会降低学生的学习兴

趣。因此, 要根据实际情况, 有效地控制教学进度和

节奏。 

2.4  问题式教学 
提问可分两个层次。一是老师提问, 就是老师

把所学内容贯穿在一连串的有目的的提问中加以讲

解, 这就是常说的问题式教学法。这有利于启发学

生伴随着矛盾积极思维, 但在这种教师提问、学生

答问的教法中, 学生的思维终究还是按照老师设计

好的思维轨道运行。显然这种思维对于学生而言 , 

是被动的、单向的, 思维的主体还主要是在老师方

面, 学生只注意如何回答老师的问题, 并不思考老

师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二是学生自己提问 , 

就是在讲的过程中, 由老师提问逐步引发学生自己

提问, 而后在老师指导下再由学生答问。在这个过

程中 , 学生能发问 , 是学生独立思考的结果 , 且学

生发问 , 肯定是多样的 , 思考也是多个侧面的 , 其

结果必定是丰富多彩的。在课堂教学中每节课的开

始我们采取的是老师提问, 帮助学生复习上节课的

内容, 在每节课结束前又安排了 10 min 的时间让学

生自己提问 , 这种问题式教学方法很适合西藏学

生, 不仅锻炼了他们的胆量而且调动了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 

2.5  学生讲课 
在普通植物病理学下册病害防治部分, 由于该

章节内容较简单, 鼓励学生自己讲课。给学生上讲

台讲课的机会, 克服了西藏大多数学生胆子小、不

敢在公共场合说话的缺点, 这种学生讲课的方式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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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去图书馆查阅资料, 充分利用

网络资源, 为他们将来下基层工作打下基础, 同时

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 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也使

学生和老师进行换位思考, 有利于学生和教师的相

互理解, 增强师生互动, 使教与学相辅相成。 

3  实验教学 

针对西藏现状, 我们培养的学生应该要面对西

藏基层, 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因此更应注

重学生动手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课程实验教学分为

课程实验课和课程综合性实验, 课程实验课以病害

症状、病原形态观察等印证式实验和常规植病技能

培养研究方法学习为主, 要求学生掌握重点病害症

状特点, 了解重点病害的病原形态特征。植物病原

真菌学的教学是普病教学的重点内容, 有 10 个实

验。为了锻炼学生的实验技能, 我们在实验教学时

以新鲜的植物病害标本或真菌培养物代替永久玻

片, 增加学生自制玻片的机会, 收到了不错的教学

效果。霜霉目、白粉菌目、锈菌目、黑粉菌目分别

引起植物的霜霉病、白粉病、锈病及黑粉病是普病

上所强调的 4 大类病害, 这 4 个目的实验教学是病

原真菌实验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经过几年的积累

和建设, 实验室保存了 4 个目真菌的典型标本。在

进行到相关实验时, 主要以保存的标本为试验材料, 

由学生亲自动手镜检。结果是很明显的: 通过对霜

霉目真菌标本的镜检, 学生能区分出该类真菌不同

属的孢囊梗分枝情况及末端形态; 对白粉菌目真菌

镜检, 学生不但能看到闭囊壳表面的附属丝, 而且

能观察到闭囊壳里子囊及子囊孢子的数目; 锈菌和

黑粉菌目也是如此, 均能看到典型结构。虽然学生

制作的水玻片效果离永久玻片还有相当的距离, 但

通过制作水玻片镜检病原菌, 每个学生都掌握了真

菌标本鉴定所要求的“挑、撕、刮、切、粘”5 大技能。

随着学生真菌鉴定水平的不断提高, 他们对普病的

学习兴趣也日益浓厚。 

课程综合性实验则以常规植病研究方法基础学

习和综合运用为主, 让学生从病害调查到标本制作; 

从培养基制作、灭菌到病原物的分离培养、纯化和

菌种保藏; 从病原物的鉴定到病害综合防治措施的

拟定。综合性试验的开展, 使学生学会综合利用所

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在实验教学中, 我们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每

次实验都要求学生绘制看到的病原物图, 把看到的

病原物按实际情况绘图, 而不是按照书上照猫画虎, 
这样加深了学生对病原物形态的了解, 明确了不同

病原物的差别。对学生的实验报告, 教师认真批改, 
并在第二次实验课前对上节实验课中存在的问题进

行分析和总结, 对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答疑。 

4  教学实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只有通过田间实

践才能使我们在室内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得到巩固和

升华。在培养方案的改革中, 我们强化教学实习, 每

学期安排累计 5−7 d 的教学实习, 将原有的室内病

害症状识别实验搬到田间, 使学生对病害的认识更

为直观和深刻。此外, 我们对田间实习的运行方式

也做了更为科学的调整, 将一直以来的集中实习变

为分散实习。根据当地的作物生长情况、气候变化

情况、植物病害发生情况将田间实习安排在周末进

行, 使学生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认识更

多的植物病害。 
为了弥补学生观察不到新鲜病害标本的不足 , 

在生产季节 , 我们根据田间农作物病害发生情况 , 
安排学生教学实习, 充分利用实习农场和果园的资

源, 例如我校农场的蔬菜病害较严重: 莴苣霜霉、番

茄早疫和番茄晚疫等, 同时农场里还有很多的草坪

病害; 我校果园的果树病害比较重: 桃缩叶、桃穿孔

病、苹果及梨的煤污和蝇粪病、苹果锈病和苹果炭

疽病等; 米林地区蔬菜大棚的蔬菜病害及农作物病

害, 通过教学实习带领学生实地观察病害的危害症

状 , 调查病害的病情 , 采集病害标本 , 并要求学生

课外采集主要农作物病害标本, 对病原菌做甘油明

胶半永久玻片, 这些内容都作为课程考核的主要内

容。在教学实习中通过田间病害的识别、标本采集

和制作及室内鉴定, 不仅加深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

理解, 使他们了解生产中常发生的病害种类及特点, 

而且还大大丰富了实验室标本的数量和质量, 使非

生产季节的实验材料更丰富, 实验内容更充实, 使

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更牢固, 提高了教学效果。此外, 
通过教学实习使学生也产生了要防治这些病害的想

法, 他们主动问老师这些病害如何防治, 也使他们

意识到掌握好这门专业课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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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考核方式 

针对西藏现状, 我们培养的学生不是高分低能, 
而是要面向社会, 具有很强动手能力的综合性人才, 
旨在提高西藏生产力。考核是检验教学效果的手段, 
然而以往的考核成绩多以“考勤+实验报告”组成 , 
部分学生的实验报告有抄袭现象, 缺乏客观性、科

学性、公正性, 难以真实反映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掌

握情况,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积极性和

创造力。因此, 建立一套科学、合理、公正的成绩

考核评定体系刻不容缓。结合本课程的具体情况 , 
我们采取分项考核计分的方式, 学生的综合测评成

绩 = 期末成绩 × 70% + 平时成绩 × 30%, 平时成

绩又由实验、实习、课堂提问和作业等部分组成, 注

重学生的平时表现和学习态度, 而并不只是看期末

成绩, 这样使学生养成平时自觉学习、积极回答问

题的习惯, 而不是到了期末打突击战。 

6  师资队伍 

教师在教学中起主导作用, 提高教师业务素质

和勇于教改探索是提高课程教学质量的关键。教师

亦必须身兼二职: 既是知识的传播者, 又是知识的

创造者, 大学教师必须教学与科研并重。将教师的

科研成果运用到教学中去将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和

教学能力 ; 可带动教学工作进入到学术前沿地带 , 

从而更新充实教学内容, 保证学生获得知识的含金

量; 教师严谨认真的科研态度, 会对学生产生潜移

默化的影响, 为学生起到表率与示范作用; 其科学

规范的科研方法, 对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研究能

力、表达能力、思维能力起着直接的教育作用, 有

利于培养高素质人才。本课程在老一辈教师的传、

帮、带下, 年轻一代教师除继承他们的敬业精神外, 

还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目前教研室教授 1 人, 副教

授 3 人, 讲师 4 人, 助教 2 人。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

1 人, 正在攻读博士学位 1 人, 具有硕士学位 5 人, 

正在攻读硕士学位 1 人, 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教师

占教师总人数的 53%左右。教研室教师主持、主研

国家和省级教改项目共 10 余项, 分别在 SCI 和国家

一级学报上发表文章。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保证了教

学的质量。 

时代的巨轮已进入 21 世纪。放眼全球, 经济和

技术竞争更加激烈, 学生的就业问题也面临着严峻

的挑战, 我国各大高校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进程

中 , 更应注重因材施教 , 使教与学相辅相成 , 为国

家、社会培养出一代代高素质的人才。针对西藏学

生的具体特点, 我们更应该在课堂教学、实验教学

和教学实习等方面探索适合西藏学生的模式, 培养

一代代具有各方面综合能力的促进西藏经济发展的

农业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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