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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就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课程思政强调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

有机融合，“要坚持把立德 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

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2019 年 9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的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回信

中再次强调，涉农高校继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拿出更多科

技成果，培养更多知农爱农新型人才。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教育部为了进一步

加强一流本科教育，提出包括“新农科”建设在内的“四新”建设，在新农科建

设“北大仓行动”中推出了“八大行动”，其中列在第一位的就是“新型人才培

养行动”，明确提出“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切实发挥好思政课

程和课程思政育人功能”。 

在新农科背景下，将课程思政融入园艺植物病理学教学，不仅能够提升学

生的专业素养，还能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和科学精神，提高学生“学

农、知农、爱农”的热情，增强学生“为农、强农、兴农”的责任感，培养学生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我国园艺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园艺植物病理学》的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绪论、园艺植物病害病因、病害

病程、病害流行和预测、病害诊断与防治以及主要园艺植物病害等，教学目的是

让学生掌握植物病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主要植物病害发生流行规律、

防治策略和防治方法。课程以“思政元素”为引领，挖掘素材分为“历史事件、

人物故事、学科前沿、生活小事件”四部分，通过线上和线下等形式多样的教学



手段并结合课程思政案例推进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知识学习的有机融合。课程已

初步建立了紧密联系教学内容的思政素材库，已整理案例 40 个（见附表），为

开展课程思政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课程基本信息 

《园艺植物病理学》（Horticultural Pathology）是一门由林学园艺学院开设

的必修专业核心综合课程，课程编码为 170231004，面向园艺专业大二学生。课

程共计 3 学分，包含 32 学时的理论教学和 16 学时的实践教学。 

二、课程教学整体设计思路 

园艺植物病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涉及社会、经济、政治等多个方面。因此，园

艺植物病理学课程思政元素来源广。首先从重要历史事件、科学家故事、学科进展

以及日常生活等方面挖掘园艺植物病理学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最重要）；然后结合

教学大纲中的知识点，思政案例匹配知识点；广泛听取同行和学生们的意见和建议，

进一步优化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实现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

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1. 从历史事件中挖掘思政元素 

历史是一面镜子，会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在植物病理学发展历史中，国内外

发生了多起与植物病理学有关的重要事件，其中有些事件对人类生命安全、世界社

会和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等造成了重要影响，具有很好的思政教育功能。例如在绪

论中通过对“马铃薯晚疫病”造成的爱尔兰大饥荒、法国葡萄霜霉病大流行等，历

史的了解，可让学生充分认识到植物病理学的重要性，激发其学习兴趣和责任感。

增强学生的专业认同感和使命感，厚植学生的“三农”情怀。并进一步引申到当前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粮食安全问题，向学生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关于保

障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 ，以此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感，坚定勤奋学习的责任

心。 



 

马铃薯晚疫病引起爱尔兰大饥荒（死亡近 200 万人） 

 

水稻胡麻叶斑病引起孟加拉大饥荒（死亡近 200 万人） 

2. 从与学科相关的先进人物事例中挖掘思政元素 

人类在与植物病害作斗争的过程中，涌现出很多科学家，他们的事迹和精神是

宝贵的思政教育资源。他们成长和科研的故事体现了不畏艰难、勇于担当、甘于奉

献、严谨治学、探索创新的精神。如：向学生讲述曾士迈、裘维蕃、邓叔群、戴芳

澜、周宗璜等老一辈科学家放弃国外优厚待遇，为祖国建设刻苦钻研、呕心沥血，

以突出的成就奠定了中国植物病理学和菌物学的坚实基础；向学生介绍了身边的榜

样-- 新时代的菌物及植物病理学家、全国脱贫攻坚楷模，为中国菌物事业发展做出

突出贡献的事迹。如朱有勇、康振生、何祖华、谢联辉、李玉等。当讲到年过七旬

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依然心系百姓民生，率队在全国 40 余个县市开展科技扶贫，

带动上万农户依靠种植食用菌脱贫，对口科技帮扶的柞水县食用菌产业发展成果被

习近平总书记点赞为 “小木耳，大产业”时，学生深受感动和鼓舞，增强了学农爱

农的信心。当前，国家之间的较量其实是国家科研实力和科研水平的较量，国家之

间的竞争越来越体现在核心关键技术和知识产权的竞争，让学生了解我国科学家在

http://www.baidu.com/link?url=1vrDkctEFkjZ-S8vj0hNHPVYLtAa-6txOnN2S_x210WR8cncxQPBHmpD3EhOGWoLh-E-NaZkMzKR73kBCWnZ-xNHj1eM61SDcaBWI8VLNDi
http://www.baidu.com/link?url=NK1bmbqdxMyqkR5WIqkb2u141lAt30DkE5vher9rNwThhRCwoueCQ-HcF1ieGTQqeNCMjB7l6Emls9X_zOC2GAo1hFTRLVMYFJRrA9NXuvLe3AN-c8_ahiFbm6Rw_HTC


推动学科和国家发展中做出的重要贡献，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激发学

生的爱国热情，加强学生对科学精神的认识，培养其科技强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激励学生脚踏实地。攻坚克难、奋发图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应用的

贡献。 

 

康振生院士（锈病）                   陈剑平院士（病毒病） 

  

何祖华院士（抗病育种）      朱有勇院士（生物防治） 

3. 从学科前沿进展中挖掘思政元素。  

国内外植物病理学重要进展蕴含新的思政元素。利用我国科研工作者所取得的

重要最新成果，让学生了解我国科技迅速发展所取得的成效和影响，让学生认识到

科技创新的重要性，有助于培养学生科研兴趣和学习热情，并且，我国植物病理学

方面的一些突破性进展是在党和国家支持下取得的，让学生认识到党和国家在发展



科技和农业方面政策的先进性，让学生体会到我国制度优越性。例如，中国科学院

微生物研究所叶健团队关于柑橘黄龙病防治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以封面文章形式发

表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团队创新性提出“精准靶向+生态防控”

双重策略，培育出抗病新品种，结合智能化防控手段，构建起全链条防控体系，使

抗病新品种田间试验存活率提升至 95%以上，病害传播速度降低 70%，防控成本下降

50%。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的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

（Cell）发表。发现植物的一对受体既可以识别共生真菌，又可以识别病原真菌，进

而激活相应的共生反应和免疫反应，揭示了植物识别并区分共生与病原微生物的分

子机制。此部分挖掘的课程思政元素进行了翻转课堂尝试，以专业知识点与紧密相

关的课程思政元素为主题组织学生进行资料查阅与分组讨论，最后和学生一起总结

归纳。极大地活跃了课堂气氛，调动了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积极性，也使得课程思

政元素变得更加生动形象。 

 

解析了柑橘抗黄龙病的核心分子机制（Science ，2025） 

 

揭示了植物免疫反应中通过形成异源三聚体激活与抑制细胞死亡的分子机制

（Cell，2025） 



4. 从现实生活案例中挖掘思政元素。 

虽然专业课程的理论性很强，但相关的专业知识与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方面有着

密切的联系，利用日常生活中的植物病理学素材，让学生认识到人类衣食住行各方

面中蕴含着很多的植物病理学知识，引导学生善于观察、勤于思考，让学生了解到

植物病理学知识对于人们健康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科学素养，同时，让学生意识到提高国民科学素养的重要性，增强其社会责任

感，是非常有效的思政素材。例如，郁金香碎锦病毒可让郁金香更漂亮，玉米瘤黑

粉病、茭白黑粉病、高粱丝黑穗病等可产生可食用蔬菜，菌物毒素有的（如黄曲霉

毒素）影响食品安全、有的是人类的良药（如青霉）。结合目前“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形势，利用茎尖、根尖等生长点部分培养脱毒种苗，可建立无毒种苗繁育基

地或工厂，引导学生开拓思路，可以利用所学植物病理学知识进行创业；又如蘑菇、

冬虫夏草等的培育以及一些植保科技公司的建立。这些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意

识，提高其学习和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热情。 

思政元素无处不在，基于以上课程思政内容设置理念，本课程开设十多年，润

物细无声的课程思政内容为该课堂教学增添了很多亮点，教学效果很好。 

  

青霉菌                        曲霉菌 

三、案例教学目标 

在新农科背景下，园艺植物病理学课程的教学目标不仅要注重学生专业知识

和技能的培养，还要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将知识与技能目标和思政育人目标

有机融合，形成课程的总目标。在教学过程中，围绕总目标设计教学内容和教学

活动，确保思政教育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 

 



1. 课程思政目标 

课程思政内容涵盖三农国家政策、职业发展、职业素养、生态文明教育、三

农情怀、科学发展观、乡村振兴战略等。 

2. 知识目标 

掌握园艺植物病理学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研究方法；了解各种类型病原物的

特性及引起的重要病害；理解病害发生发展规律；掌握重要园艺植物病害的诊断

要点和综合治理措施。 

3. 能力目标 

要求并促使学生养成平时多采集、多观察、多鉴定的习惯。遇到问题多思考，

灵活应用理论知识，诊断主要园艺植物病害，并指导生产。提高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 素质目标 

要求学生基于生态文明视角，立足学科与行业领域，坚守职业道德，坚持绿

色发展的思想，培养学生生态环保意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科学严谨的工作

态度、求实创新的意识和精神、较强的团队意识和健全的人格。 

四、案例教学实施过程 

1. 课前准备 

教师依照教学大纲的要求，根据教学内容的深浅和学生实际水平，按照各章节

顺序和实际情况，认真梳理知识点，精心挑选合适的案例。本课程前半部分是总论

部分，主要是一些园艺植物病理学基本概念、病原、发生发展规律、预测预报以及

诊断和防治的内容。知识点多、较零散，理论性强，这部分内容难以简单案例涵盖

所有的教学内容，因此要先提取每堂课的知识点。采取线上线上混合式教学，结合

比较、归纳及图片展示等方法进行教学。根据知识点挖掘思政元素，思政案例主要

是历史事件、人物故事和学科前沿引入进行辅助教学，来加深学生对病理学基本知

识的理解和运用，主要是让学生对园艺植物病理学有整体的了解。 

后半部分内容是园艺植物病理学的各论部分，针对果树、蔬菜和观赏植物分别

讲述重要植物重要的病害。这部分内容比较贴近生活，因此便于从病害的症状、病

因、发生发展规律、病害防治等方面加以描述。以教学大纲为依据，做到总论与各



论相结合、病理学理论知识与生产实践知识相结合、研究前沿和生活小事件相结合，

挖掘整理完整的园艺植物病害思政案例。 

教学设计内容一般由简到繁、由易到难，深入浅出、循序渐进来引导学生，使

其能够在轻松的感觉中学习，改变传统教学的死板和枯燥的状态。但随着学生所掌

握的病害和病理知识逐渐增多，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渐增强，可以适当加大病

例的复杂性，或选用少量综合性病例，让学生意识到生产中的植物病害往往是错综

复杂，逐步提高学生处理疑难问题的能力，为学生走向生产实践打下坚实的基础。

教学中先选择单一的案例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随着学生掌握知识的增多，案例逐

渐复杂，最后用综合性案例把所学的知识贯穿起来，也可以与其他学科联合开展案

例教学，让学生在一次案例课中学习不同学科的知识，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针对上述要求，教师要提前准备好教学案例，案例的描述要反复推敲，力求通俗易

懂，使学生看完案例后能够明白，进而分析病害的的发生发展过程。另外案例要经

过集体讨论和反复修改，再用于教学过程中。课前要将准备好的幻灯片或者打印好

的纸质案例材料分发给学生，留给学生足够的准备时间查阅资料、研究病例。然后

课堂上组织学生分组讨论，记录学生案例中的疑难问题和发言次数，充分体现以学

生为主体的教学目的。 

2. 教学实施 

几年来我们在病理学教学中选取同年级同专业的部分学生应用以案例为主的教

学模式，其他同专业学生依然应用传统的理论与实验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作为比

较，在教学中反复实践和摸索，取得了一些教学经验。大班理论课堂上，以教学大

纲为依托，每位教师可以根据相应的教学内容，设计和采取不同的教学策略，如课

前病例导入设疑法、课中病例直观展示法、课后病例比较归纳法等。小班实验课采

用病例分组讨论法，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抓住案例中病理改变这条主线，以动态

的观点思考和分析疾病的发展过程，辅之以大体标本和切片观察等方式，在案例中

将知识加以展开和延伸。课上充分让学生各抒己见、互相交流，课后要求学生书写

案例课总结报告及其体会。老师在课堂上主要是辅助学生掌握案例讨论的方向和时

间，倾听学生的表达，在学生冷场或偏离案例的教学要求时，能够适当引导学生和

启发思维使之重新回到病例中。同时时间安排要适当，以免讨论时间不充分而匆匆

了事，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在最终的期末试卷中增加病例分析题，用某个病例引出

若干问题，让学生结合已学过的病理知识，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找出其中的因果



关系。这种方法改变了以往考试题型较单一的模式，培养了学生灵活运用知识、独

立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还可以用于以案例为主的教学效果评价。 

3. 教学评估 

教师每次课都要对学生的表现进行形成性评价，包括出席、发言、讨论、资料

搜集与整理以及团队协作等，最后对整个班级进行整体性评价，指出在案例课中学

生的优缺点，以求在后面的案例中能够得到发扬和改进。同时学生要对案例课程、

教师、自己及整组表现、案例难易程度等进行评价。通过学生的反馈，大部分学生

认为案例教学的课堂内容更具吸引力，让学生增强了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可以更加

自由和轻松地学习。因为在传统的教学方法中，学生主要是被动接受，他们习惯了

按部就班的忆，缺乏对知识的探索和思考，这样虽然可以很好地掌握基础知识，但

不会将知识加以运用和融合，而案例教学恰好弥补了这些缺陷。因此大多数学生建

议在平时学习中应逐渐增加案例教学的比重。期末考试综合成绩显示开展案例教学

的学生和传统授课学生之间并无显著差别，但是开展案例教学组的学生在试卷中案

例分析题部分的得分数明显要高于传统授课组的学生得分数，而且开展案例分析的

学生的精神面貌、学习方法、与老师和其他同学的交流均明显好于传统授课组。虽

然我们不能单纯的用考试分数去衡量案例教学的效果，但是考试分数能从一个方面

反映出教学质量的提高。 

五、教学效果及反思 

通过近二十年的教学积累，该门课教学资源和教学方法日趋成熟，学生听课

的状态很好。学生评学、同行评议分数均较高，达到了预期效果。 

在教学过程中及教学后总结反思，课程建设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1.学生基础和学科前沿进展需要更加匹配。 

低年级学生所学的知识相对薄弱，他们对病案中所涉及的表述不是特别理解。

因此很多同学纠结于看懂研究的内容和方法，这耗费了很多案例讨论的时间。需

要教师对案例总结提炼，提纲挈领的指导学生课前查阅资料。 

2.课堂教学时间和课后学习时间要统筹。 

案例教学虽然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改变了学习方法，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

达和团队合作能力，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效率，但是有的学生感觉学习负担

加重（大二学生学业任务很重）。因为案例教学课下搜集资料和分析案例的准备



时间较多，而日常课程的安排较紧，这使有些同学对案例教学的学习兴趣降低，

也违背了希望减轻学生负担的初衷。 

3.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有机融合。 

目前我校的教学管理比较刻板（理论教学时间必须在教室），导致这门实践

性强的课程理论和实践衔接不够，课堂上听明白不代表真正掌握。最好的方式是，

根据课堂教学内容，用生活中（如校园内）的案例现场教学，效果会很不一样。

这对从事案例教学的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要基础扎实，广泛学习，提高

自身素质。同时教师还要参与生产中各种园艺植物病害的治理，这样才会有更加

鲜活、丰富的案例教学，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4.成绩评价方法还需要更加完善。 

虽然我们可以在考试中应用案例分析类型的试题去考核学生，但那只是理论

考试的一个方面，毕竟案例教学是培养了学生的综合能力，并非仅仅是获得知识

本身，所以用考试成绩来评价案例教学效果并不客观和全面。但是目前我们尚无

合理和完善的考核方式去评价案例教学的整体教学效果，这严重影响了案例教学

的开展。所以还要积极研究符合案例教学宗旨的考核和评价形式。



附表 部分思政案例信息 

序号 章节 知识点 思政案例类别 思政案例 

1 

第一章  绪论 

植物病理学进展 历史事件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马铃薯晚疫病 

2 植物病理学进展 历史事件 

小小菌物引发人类

大灾难 

葡萄霜霉病 

3 

第二章 园艺

植物病原菌物 

根肿菌门 生活小事件 

产业受阻有原因 

高山十字花科蔬菜

根肿病 

4 卵菌门 人物故事 

矢志报国，心育人才 

植物病理学家何文

俊 

5 卵菌门 生活小事件 是粉是霉 

6 子囊菌门 学科前沿 
花海里的那点事 

   盘菌 

7 子囊菌门 学科前沿 
羊肚子里有秘密 

   异核体 

8 担子菌门 生活小事件 锈里锈外 

9 担子菌门 人物故事 
小蘑菇，大产业 

李玉院士 

10 担子菌门 生活小事件 此担子非彼担子 

11 担子菌门 生活小事件 病了还是宝 

12 半知菌类 学科前沿 空中“植物医生” 

13 半知菌类 学科前沿 “单身狗”的生活 

14 细菌 学科前沿 烂泥扶不上墙 

15 细菌 人物故事 陈文新院士 

16 细菌 学科前沿 青枯病 



17 植原体 生活小事件 枣树也疯狂 

18 
 

植物病毒 
学科前沿 

推广无毒种苗，助力

绿色植保 

19 
 

植物病毒 
学科前沿 

病毒肆虐民垂泪，协

作抗病保民生 

20 植物病原线虫 生活小事件 虫虫是病 

21 
第三章 园艺

植物侵染性病

害的病程 

植物的抗病性 学科前沿 以我之矛，攻子之盾 

22 病原物的致病性 学科前沿 看看谁更狠 

23 

第四章 园艺

植物病害流行

与预测 

病害流行与预测 人物故事 

“预则立，不预则

废” 

曾士迈院士 

24 

第五章 园艺

植物病害诊断

与防治 

病害防治 生活小事件 
“两减”行动在中国

大地上 

25 
病害防治-植物检

疫 
生活小事件 

植物检疫责任重，国

家安全在肩上 

26 
病害防治-化学防

治 
历史事件 寂静的春天的故事 

27 
病害防治-化学防

治 
生活小事件 

强化法律意识，筑牢

安全屏障 

28 
病害防治-生物防

治 
历史事件 

中国人的农药梦想 

井冈霉素的创制 

29 病害防治 人物故事 

保护生物生物多样

性，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 

朱有勇院士 

30 
病害防治-抗病品

种选育 
时代前沿 

植物抗病小体燃爆

世界植物免疫研究 

31 第六章 常见 白粉病类 生活中的病理 校园中瓜类、观赏植



园艺植物病害 物白粉病识别与治

理 

32 锈病 科学家故事 康振生、李振岐 

33 叶斑病 生活小事件 
植物病害治理走向

智能化 

34 腐烂病 生活小事件 
红闪闪与亲属们的

是是非非 

35 根腐病 生活小事件 看不见，要摸得着 

36 溃疡病 人物故事 
迎难而上 

何祖华院士 

37 植物病毒病 人物故事 

如果没有病毒-用辩

证思维看待病毒 

谢联辉院士 

38 植物病毒病 学科前沿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39 非侵染性病害 生活小事件 “爆炸西瓜”的真相 

40 缩叶病 历史事件 
波尔多液的前世今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