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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植物检疫学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支撑ꎬ促使教师的课程思政建设成为自觉行动ꎮ 以植物检疫学课程思政建设为着力

点ꎬ在分析植物检疫学课程特点的基础上ꎬ从课政思政挖掘原则、课程思政建设路径方面对所蕴含的思政元素进行了挖掘和

梳理ꎮ 通过分析形成了植物检疫学课程思政建设结合点ꎬ包括“爱国主义”“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尊重科学、实事求是”“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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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ꎬ«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

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发布ꎬ明确提

出“把课程思政建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关键环节” [１]ꎮ 立足新时代ꎬ“课程思政”是对课程

建设的新设计ꎬ要求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

格局ꎬ将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ꎬ形成协同效

应[２]ꎮ 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

纲要» [３]提出ꎬ“课程思政”要在所有高校、所有专业

全面推进ꎬ围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一核心

点ꎬ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

意识、道德修养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ꎮ 提

升教师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和能力ꎬ系统进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ꎬ坚定学生理想信念和道德修

养ꎬ切实提升立德树人的成效[４]ꎮ 目前ꎬ国内尚无

植物检疫学有关的课程思政改革与建设研究报道ꎬ
该课程所蕴含的思政元素较为广泛ꎬ利用植物检疫

学课程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具有重要指导

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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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植物检疫学课程概述

植物检疫学课程是动植物检疫、植物保护等专

业的专业核心课程ꎬ是其他农学类专业的必修或选

修课程ꎬ在人才培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５]ꎮ 植

物检疫是以法律为依据ꎬ行政和技术手段相结合ꎬ
防止危险性有害生物的传播蔓延ꎬ保护农林业生产

安全的一项重要措施ꎬ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实施强制

性的检疫制度已被世界各国所接受ꎮ 我国加入

ＷＴＯ 以后ꎬ对外贸易和交流得到快速发展ꎬ每年进

出境的农副产品及调运植物种苗数量和范围都在

不断扩大ꎬ危险性有害生物传入的风险性日益加

大ꎮ 因此ꎬ世界各国对检疫也提出更加严格的要

求ꎬ使检验检疫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ꎮ 同时ꎬ海
关、机场、各地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以及国内农业、林
业部门所属的农(林)业植(森)保站ꎬ迫切需要一批

高素质的植物检疫专门人才ꎬ以严防危险性植物有

害生物的入侵ꎮ 本课程在安徽科技学院动植物检

疫专业开设 ５４ 学时(理论 ３４ 学时ꎬ实验 ２０ 学时)ꎬ
共计 ９ 章内容ꎮ 课程内容涵盖植物检疫学的发展历

史、基础理论、国内外植物检疫法规、检验检疫程

序、有害生物风险分析、重要检疫性病原物、害虫和

害草的发生规律以及检疫除害处理方法等知识ꎮ
通过本课程学习ꎬ学生能够系统地了解国内外植物

检疫和进出境植物检疫的发展历史现状和发展趋

势ꎬ掌握植物检疫的基本理论、我国现行的植检法

规和检疫措施ꎬ检疫检验和除害处理方法ꎬ掌握重

要的植物检疫对象的生物学特性、发生规律和检验

检疫方法ꎬ从而提高动植物检疫等专业学生分析、
解决植物检疫相关问题的能力ꎬ为今后从事植检工

作和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ꎮ

２ 植物检疫学课程蕴含的课程思政元素挖掘

２.１ 课程思政元素挖掘原则

特定的课程与思政内容的结合点既要体现«高
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基本要求ꎬ更要

能和本门课程融为一体ꎬ应当是“如春在花、如盐化

水”ꎬ而非“眼中金屑、米中掺沙”的辩证关系[６]ꎮ 植

物检疫学课程涉及政府部门、进出口企业以及社会

大众群体ꎬ其中蕴含着丰富的课程思政元素ꎮ “课
程思政”主要从以下 ５ 个方面开展:(１)推进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
头脑ꎻ(２)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ꎻ(３)加
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ꎻ(４)深入开展宪法法治

教育ꎻ(５)深化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７]ꎮ

２.２ 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

２.２.１ 教师积极谋划课程思政教学ꎬ形成合力

在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ꎬ教学团队中的每位教

师都要加入具体的“课程思政”建设工作中来ꎬ集思

广益ꎬ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总结反思本课程思政的建

设经验ꎬ互通有无ꎬ最终使本门课程的思政建设符

合课程特点ꎬ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８]ꎮ
２.２.２ 线上线下课程＋思政

在本课程教学中ꎬ采用了多媒体授课ꎬ精品课

程教学网站学习、ＱＱ 教学交流群、学习通平台、Ｅ－
ｍａｉｌ 交流等信息技术手段ꎬ取得了良好的效果ꎮ 充

分利用多媒体教室、校园计算机网络等现代教学资

源ꎬ注重“声、文、图、动”有机结合ꎬ将专业课程教学

和思政元素有机结合起来ꎬ逐步充实线上课程思政

内容ꎬ使学生线上和线下都既能学到专业知识也能

受到思政教育[９]ꎮ
２.２.３ 具体章节承载思政新内容

根据讲授的每章所涉及的内容开展“思政内

容”搜集ꎬ教师要学习专业课教学中嵌入思政教育

的理论和技巧ꎬ摸清思政教育规律ꎬ掌握思政教育

方法ꎬ提升“课程思政” 内容融合能力和水平[１０]ꎮ
教师要深挖专业知识中的思政元素ꎬ讲好专业“思
政故事”ꎬ把思政教育内容融入各类课程教学之中ꎬ
努力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

持者、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ꎮ 结合植物检

疫学的课程实际ꎬ制订科学有效、接地气的思政教

育结合点[１１]ꎮ

３ 植物检疫学课程与思政内容的结合点

３.１ 植物检疫学与“爱国主义”相结合

在课程第 １ 章“植物检疫概论”ꎬ通过向学生讲

授旧中国和新中国植物检疫的历程ꎬ以形成鲜明的

对比ꎮ 在旧中国ꎬ西方列强在我国横冲直撞ꎬ无视

法纪ꎬ不遵守我们的植物检疫法规ꎻ而在新中国ꎬ随
着国力的强盛ꎬ植物检疫法规逐渐得以完善ꎬ植物

检疫程序也得以顺利推行ꎬ成功拦截了很多输入性

检疫性有害生物ꎬ维护了国家尊严和人民群众的根

本利益ꎬ得出“弱国无检疫”的基本道理ꎬ从而激发

学生产生强烈的爱国热情ꎬ让学生深刻明白ꎬ只有

国家强大了ꎬ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才能更加兴旺发

达ꎮ 同时ꎬ通过课程讲授ꎬ要让学生懂得我们中国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ꎬ既要保护我们国家的植物

及其制品不被外来的危险性有害生物侵害ꎬ也不能

把我们国家发生的检疫性有害生物输入到其他还

没有发生此种有害生物的国家ꎮ 通过讲授使学生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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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自觉遵守国际植物检疫规则对于维护健康的

国际贸易的极端重要性ꎮ
３.２ 植物检疫学与“法律尊严、不容践踏及有法必

依、执法必严”相结合

　 　 在课程第 ２ 章“植物检疫法规”ꎬ向学生讲授植

物检疫学又称之为法规防治ꎬ没有国家立法ꎬ植物

检疫便无从谈起ꎬ所以ꎬ本门课程自始至终都体现

着法律的权威性和国家的强制性ꎮ 在讲授本章时ꎬ
可以适当穿插讲授我国的法律体系以及立法的步

骤和方法ꎬ增强学生对法律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

握ꎮ 同时ꎬ加大对“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的宣传教育ꎬ使学生在学习本课程的同

时ꎬ建立“自觉守法ꎬ不触碰法律底线”的思维ꎬ为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贡献力量ꎮ
３.３ 植物检疫学与“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相结合

在课程第 ３ 章“有害生物风险分析”ꎬ向学生讲

授植物检疫学中检疫性有害生物的确定必须要经

过严格缜密的有害生物风险分析(ＰＲＡ)ꎮ 在开展

ＰＲＡ 时ꎬ要严格按照有害生物风险的启动、评估和

风险管理等原则进行ꎬ严格按照«检疫性有害生物

风险分析准则»和«限定的非检疫性有害生物风险

分析准则»等国际标准框架进行ꎮ 在全球有害生物

信息搜集、分类地位确立、传人和扩散概率的研究

判断等方面都要尊重科学事实ꎬ实事求是ꎬ最终确

保认定的检疫性有害生物的结论经得起时间的检

验ꎮ 同时针对学生开展“学科学、用科学”的思想教

育ꎬ营造“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

氛围ꎮ
３.４ 植物检疫学与“按规矩办事”相结合

在课程第 ４ 章“植物检疫程序”ꎬ向学生讲授

“检疫许可”“检疫申报”等内容时ꎬ可与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中的“按规矩办事” “家不以规矩则败ꎬ国不

以规矩则衰”相结合ꎬ使同学们养成时时、处处、事
事讲规矩ꎬ以“规”格物ꎬ以“矩”修身ꎬ心有所畏、言
有所戒、行有所止ꎮ 只有严格遵守植物检疫程序ꎬ
按规矩办事ꎬ才能真正实现检疫为“为检疫站岗、为
贸易服务”的目的ꎮ
３.５ 植物检疫学与“防微杜渐、久久为功”相结合

在课程第 ５ 章“危险性植物病原生物”ꎬ本章可

以开展的课程思政内容主要是“防微杜渐、久久为

功”的思想教育ꎮ 由于病原微生物形体小ꎬ肉眼不

可见等原因致使讲授内容相对比较抽象ꎬ但在检疫

时绝不能麻痹大意ꎬ做好日常的检疫监管工作ꎬ出
现疫情苗头要立即开展行动ꎬ做好铲除和防治等工

作ꎬ尤其是重大危险性病害的检疫和除害处理过程

的讲授ꎬ要使学生懂得“防微杜渐ꎬ久久为功”的极

端重要性ꎬ可以“梨火疫病”的传播扩散过程为例开

展这方面的思政教育ꎮ
３.６ 植物检疫学与“源头治理、绿色先行”相结合

在课程第 ６ 章“危险性害虫”ꎬ在讲授这一章

时ꎬ开展的课程思政内容主要是“源头治理、绿色先

行”的思想教育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ꎮ 我们在处理危险性害虫时ꎬ也要时

刻铭记这一句话ꎮ 因此ꎬ这一章的课程思政内容可

由此展开ꎬ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ꎬ坚持走

可持续发展的路子ꎮ 在植物检疫学上主要是体现

在“ＩＰＭ”策略的运用ꎮ
３.７ 植物检疫学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相结合

在课程第 ７ 章“检疫性杂草”ꎬ本章要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开展课程讲授ꎬ可
以列举检疫性杂草水葫芦的事例加以说明ꎮ 水葫

芦适应力强、生长繁殖快、发展迅猛ꎬ肆意入侵江河

湖泊和沟渠池塘ꎬ以致成了不少地方生态治理的难

题ꎬ使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１５ 次

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发表主旨讲话指出:“生物

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ꎬ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

础”ꎮ 生物多样性保护关系到生态文明建设ꎬ做好

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永续发展

密切相关ꎮ 所以在讲授这部分内容时ꎬ要上升到“家
国情怀”的高度ꎬ使学生感受到所肩负的重大使命ꎮ
３.８ 植物检疫学与“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相结合

在课程第 ８ 章“重大植物疫情的阻截与应急处

置”ꎬ本章可以和“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结合起来讲

解ꎬ从而增强学生“凡事预则立ꎬ不预则废”的处事

能力ꎮ
３.９ 植物检疫学与“诚实守信、得道多助”相结合

在课程第 ９ 章“危险性有害生物的检疫处理”ꎬ
本章可结合除害处理的原则和方法的系统讲授ꎬ开
展“诚实守信、得道多助”的思政教育ꎮ 为了促进贸

易ꎬ目前有有害生物除害处理方法的ꎬ要开展和存

在的有害生物相适应的除害处理方法ꎬ要秉持“诚
实守信、得道多助”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ꎬ互利共

赢ꎬ这样我们的“朋友圈”才会越来越大ꎮ

４ 结语

课程思政的本质是立德树人ꎬ理念是协同育

人ꎬ结构是立体多元[１２]ꎮ 通过课程思政建设ꎬ主要

是对人的道德品质产生重大影响力ꎮ 植物检疫学

课程由于其固有的课程特点ꎬ蕴含的思政元素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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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ꎮ 通过课程思政教学ꎬ使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

的同时受到较为深刻的思想洗礼ꎬ帮助学生养成良

好的道德情操ꎮ 本课程涉及动植物检疫、植物保

护、植物医学等专业ꎬ学生受众较多ꎬ点多面广ꎮ 课

程内容的高度专业化再加之思政内容的“画龙点

晴”作用ꎬ从而使本门课程的作用得以升华ꎬ课程影

响力也将得到较大提升ꎬ充分发挥专业课的育人作

用和效果ꎮ 通过安徽科技学院动植物检疫专业近 ２
届学生的“课程思政”教学尝试ꎬ学生普遍反映ꎬ通

过课程思政学习ꎬ主要从以下 ４ 个方面思想认识有

了提高:(１)对“家国情怀”的认识更加清晰ꎬ从大局

考虑事情的能力显著增强ꎻ(２)学习课程的动力更

足ꎬ主动学好知识为国家多做贡献的能动性更强ꎻ
(３)法治意识得以增强ꎻ(４)自觉传承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意识得以提高ꎮ 笔者下一步将继续深入开

展课程思政元素和专业知识的结合路径、学生的反

馈效果研究ꎬ从而为“课程思政”的持续改进提供

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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