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园艺植物保护基础》课程标准

课程名称：《园艺植物保护基础》

课程类别：岗位核心能力课程

适用专业：园艺

学 时 数：96+56

建议开课学期:第三、四学期（中职）

衔接课程：《园艺植物绿色防控技术》

一、课程概述

本课程是园艺专业岗位核心能力课程之一。是一门基于职业和工作分析，以

工作过程为导向，以具体工作任务为载体，将园艺植物保护基础有机融合、理论

与实践一体化、综合性与实践性强的专业技术课程。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能掌

握植物病害识别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掌握农业昆虫识别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技

能；了解植物病虫害田间调查与统计的基本内容与方法；了解植物病虫害综合防

治的原理与方法；了解农药的基本知识与常用种类；清楚各种园艺植物如果树、

蔬菜、花卉等主要病虫害的综合防治技术。

二、课程目标

（一）知识目标

1.了解植物病害的症状与分类、植物病害的病原物、植物病害的诊断、植物

传染性病害的发生和发展等植物病害识别的基本知识；

2.了解昆虫的外部形态、昆虫的内部解剖和生理、昆虫的生物学、昆虫的分

类、昆虫与外界环境的关系等昆虫识别的基本知识；

3.了解植物病虫害田间调查与统计的基本内容与方法；

4.了解植物病虫害综合防治的基本原理和主要方法；

5.了解农药的基本知识与常用种类；

6.了解果树、蔬菜、花卉等主要病虫害的综合防治技术。

（二）能力目标

1.认识园艺植物常见病害的症状,能识别出园艺植物主要病害的名称。

2.清楚昆虫的生物学，认识昆虫的外部形态，能识别出危害园艺植物的主要

害虫。

3.知道植物病虫害田间调查与统计的基本内容与方法,具备病虫害防治药效

试验的调查与统计能力。

4.清楚植物病虫害综合防治的原理与方法,具备开展植物病虫害综合防治的

能力。

5.清楚农药的科学使用知识,具备合理使用常用农药的能力。

（三）素质目标

1．养成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良好习惯；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善于沟通协作，具有团队意识；

3．养成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4．具有热爱科学、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



5．了解植物保护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的应用情况，具有服务

于园艺植物保护行业的敬业精神。

三、课程教学设计

《园艺植物保护基础》课程教学分三部分：课程教学、实训教学与课程综合

实训。参考课时数 64+32。

（一）课程教学设计
表 1 《园艺植物保护基础》课程教学设计

序

号

专项能

力

实训

项目

参考

学时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评

价

1

植物病

害基础

知识

病状和

病征的

观察；病

原物的

形态观

察。

28

1.植物病害的概念

2.植物病害的病原物

3.植物病害的诊断

4.植物传染性病害的

发生和发展

掌握病害的病状和病征

类型；掌握主要病原物的

性状与形态；了解病害诊

断的程序和方法；掌握植

物传染性病害的发生的

基本知识。

过程

评

价、

作品

考核

2

农业昆

虫基础

知识

昆 虫 的

外 部 形

态观察；

昆 虫 的

分类。

32

1.昆虫的外部形态

2.昆虫内部解剖和生

理

3.昆虫的生物学

4.昆虫的分类

5.昆虫与环境的关系

掌握昆虫的外部形态；了

解昆虫的内部解剖和生

理；掌握昆虫的生物学；

掌握昆虫的分类知识；了

解昆虫与环境的关系。

3

病虫害

调查统

计与预

测预报

病 虫 害

的 调 查

统计；病

虫 害 的

预 测 预

报。

8
1.病虫害的调查统计

2.病虫害的预测预报

掌握病虫害的调查统计

和预测预报的主要内容

和方法。

4

植物病

虫害综

合防治

综 合 治

理 方 案

的制定

12

1.综合防治原理和方

法

2.植物检疫

3.农业防治与物理防

治

4.生物防治与化学防

治

了解综合防治的原理和

方法。掌握植物检疫、农

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

机械防治和化学防治的

利弊和常用措施。

5
农药使

用技术

农 药 的

性 状 观

察 与 检

测；波尔

多 液 的

配 制 与

石 硫 合

剂 的 煮

制

16

1.农药的基本知识

2.常用杀虫剂、杀螨

剂

3.常用杀菌剂、杀线

虫剂

4.常用除草剂

5.植物生长调节剂

掌握常用杀虫剂、杀螨

剂、杀菌剂、杀线虫剂、

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

的作用机理、剂型、防治

对象、使用方法和注意事

项；做到科学合理使用农

药。



序

号

专项能

力

实训

项目

参考

学时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评

价

6
课程综

合实训

1. 植物

病 虫 害

标 本 采

集 与 制

作；

2. 植 物

主 要 病

虫 害 识

别；

3. 常 用

农 药 的

配 制 和

喷 雾 器

的使用。

56

1.昆虫标本采集与制

作；

2.植物病害标本的采

集与制作；

3.植物主要害虫识

别；

4.植物主要病害识

别；

5.常用农药的配制和

喷雾器的使用。

掌握病虫害标本的采集

与制作方法；识别园艺植

物主要病虫害的形态、为

害状；掌握常用农药的配

制和喷雾器的使用。

合计 152

说明：教师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可采用讲授法、启发法、案例法、演示法、示范法、现

场教学法、任务驱动法、讨论法、练习法、实操法等教学方法。

（二）课程实训教学设计

表 2 《园艺植物保护基础》课程实训教学设计

序

号

专项

能力

实训

项目

实训

内容
实训教学要求 评价

1
植物病害

基础知识

1.植物病害

症状观察

2.植物病原

真菌形态观

察（一）

3.植物病原

真菌形态观

察（二）

4.植物病原

细菌、病毒、

线虫形态观

察

1.植物病害症状观

察

2.植物病原真菌形

态观察（一）

3.植物病原真菌形

态观察（二）

4.植物病原细菌、

病毒、线虫形态观

察

1. 观察植物病害症状的

类型；

2. 观察植物病原真菌鞭

毛菌亚门、接合菌亚门和

子囊菌亚门的形态；

3. 观察植物病原真菌担

子菌亚门和半知菌亚门

的形态；

4. 观察植物病原细菌、

病毒、线虫的形态。

过 程 评

价、作品

考核

2
农业昆虫

基础知识

1.昆虫的外

部形态及各

虫态观察；

2.昆虫分类

形 态 观 察

（一）

3. 昆虫分类

形 态 观 察

1.昆虫的外部形态

及各虫态观察；

2.昆虫分类形态观

察（一）

3. 昆虫分类形态

观察（二）

4. 昆虫分类形态

观察（三）

1. 观察昆虫的外部形态

及各虫态特征；

2. 观察直翅目、半翅目、

同翅目、缨翅目及其主要

科的形态特征；

3. 观察鞘翅目、鳞翅目

及其主要科的形态特征；

4. 观察膜翅目、双翅目、



序

号

专项

能力

实训

项目

实训

内容
实训教学要求 评价

（二）

4. 昆虫分类

形 态 观 察

（三）

脉翅目及螨类的形态特

征。

3

病虫害调

查统计与

预测预报

1.园艺植物

病虫害的调

查方法

2.主要植物

病虫害发生

时间与防治

适期的预测

1.园艺植物病虫害

的调查方法

2.主要植物病虫害

发生时间与防治适

期的预测

掌握病虫害的调查方法；

掌握主要植物病虫害发

生时间与防治适期的预

测方法。

4

植物病虫

害综合防

治

综合治理方

案的制定

园艺植物病虫害综

合治理方案的制定

掌握园艺植物病虫害综

合治理方案的制定。

5
农药使用

技术

1.农药的性

状观察与检

测；

2.波尔多液

的配制与石

硫合剂的煮

制

1.农药的性状观察

与检测；

2.波尔多液的配制

与石硫合剂的煮制

掌握农药质量的简易识

别方法；掌握波尔多液的

配制与石硫合剂的煮制

方法及注意事项。

注：课程实训教学各项目所需课时可根据该课程整体教学情况与分配课时，结合表 1 合

理分配相应实训项目课时。

（三）课程综合实训教学设计

表 3 《园艺植物保护基础》课程综合实训教学设计

序

号

专项

能力

实训

项目

参

考

学

时

教学

内容

课程综合实训

教学要求
评价

1

课程

综合

实训

昆虫标本采

集与制作
18 昆虫标本采集与制作

学会昆虫标本的采集

与制作

过程评

价、作

品考核

2

植物病害标

本的采集与

制作

18
植物病害标本的采集

与制作

学会植物病害标本的

采集与制作

3
植物主要害

虫识别
6 植物主要害虫识别 识别植物主要害虫

4
植物主要病

害识别
6 植物主要病害识别 识别植物主要病害

5

常用农药的

配制和喷雾

器的使用

8
常用农药的配制和喷

雾器的使用

掌握常用农药的配制

和喷雾器的使用



序

号

专项

能力

实训

项目

参

考

学

时

教学

内容

课程综合实训

教学要求
评价

合计 56

四、课程考核

（一）课程综合成绩的评定方案

为全面、综合地考核学生课程学习和项目训练情况，课程考核采用训练项目

过程考核、综合实训作品考核和理论考试相结合，综合评定课程成绩。

表 4 课程综合成绩评定方案

训练项目过程考核(40%) 综合实训

作品考核

(30%)

理论考试

(30%)
总成绩

项目 1 项目 2 项目 3 项目 N 小计

（二）课程实训考核标准

对学生完成相关实训项目，从职业素养与规范（占 30%）、实训项目作品质

量（占 70%）两方面进行评价。实训训练过程考核评价标准可参照如下样表由各

校自行制订。

（三）课程综合实训考核标准

学生完成本课程学习和实训后，应对学生进行综合实训考核。综合考核项目

应包含上述训练项目，并进行科学组合设计。综合实训作品评价标准可参照训练

项目考核评价办法从职业素养与规范（占 30%）、作品质量（占 70%）两方面进行。

（四）理论考试

每学期期末，应对本课程进行理论考试，考试时间 90 分钟。本课程如果安

排多个学期，则各学期理论考试的平均值为本课程的理论成绩。

六、其它说明

（一）本课程标准在使用过程中，要根据教学情况进行不断的完善与修订。

（二）任课教师可以根据教学情况，制定教学计划，设计更加详细、完善的

单元教学方案，教学学时可以根据教学周数浮动 10%左右。

（三）训练项目参考学时可以根据各学校实际情况予以调整，以保证项目训练的

正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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