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级植物保护专业培养方案 

一、专业简介 

植物保护专业为我国农林业可持续发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国际贸易与

植物检疫等领域培养高素质人才。西南大学植物保护专业是其前身之一原西南农学院建校时

最早设立的专业之一,文化底蕴深厚、师资力量雄厚、治学态度严谨、学科发展强劲，经过

60余年的建设与发展，成为国家首批特色专业、重庆市首批一流建设专业、重庆市本科高

校“三特行动计划”特色专业和西南大学首批优势专业。该专业支撑学科植物保护一级学科

为重庆市重点学科，拥有一级学科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可实现专业

内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全程化培养。西南大学植物保护专业的特色是在综合性

大学人才培养模式下精品化培养植物保护高素质人才，是一流的学科建设与一流的本科教学

和人才培养互相促进。 

二、培养目标 

植物保护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具有较好

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具备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掌握植物病、虫、草、鼠等有害生物的识

别鉴定、发生规律及综合防控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

国际视野的拔尖创新型人才和复合应用型人才，毕业后能够从事植物保护和农业相关领域的

科研、教学、技术研发与推广，以及行政和经营管理工作。 

目标 1：品德高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能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职业规范；具备健康

的身心和健全的人格，具有良好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目标 2：具备植物保护专业的基本理论和知识基础，掌握相关实验技能和研究方法，具有较

好的科学思维、创新意识和国际视野，可在国内外植物保护学、生物学和生命科学等相关学

科继续深造，也可胜任本专业及相关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 

目标 3：具备较强的专业实践、管理与协调能力，以及良好的团队协作与奉献精神，能在农

林业生产、农化产品制造、园艺园林、环境资源保护、商业贸易、卫生、海关机场进出口检

验检疫口岸、粮食贮藏与食品加工等行业从事有害生物防治相关的技术开发和推广以及行政

管理工作，解决职业岗位中遇到的技术和管理问题； 

目标 4：拥有自主的、终生的学习习惯和能力，能够通过继续教育或其他学习渠道更新知识

和提升能力，实现个人可持续发展，成为相关行业的拔尖创新型人才。 



三、毕业要求 

本专业学生经过 4年培养，应达到如下要求： 

毕业要求 1：人格健全，身心健康，具备公民道德水平和社会责任意识；能够在植物保护实

践中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毕业要求 2：掌握一定的人文社科知识，具有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 

毕业要求 3：具有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情怀，树立生态文明、绿色植保与可

持续发展理念； 

毕业要求 4：具有扎实的数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及农学基础，掌握植物保护专业理论

知识和实验技能，能够对植物保护领域复杂现象和问题进行分析和判断； 

毕业要求 5：能够基于所学专业知识系统分析和研究植物保护领域的现象和问题，提出相应

对策和建议，或形成解决方案；  

毕业要求 6：能够批判性地认知植物保护领域的知识、现象和问题，并提出创新性的见解或

应对措施； 

毕业要求 7：具有较强的表达、沟通交流能力，能够与同行、社会公众和管理部门就植物保

护领域现象和问题进行有效沟通与交流； 

毕业要求 8：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意识和组织能力； 

毕业要求 9：具有终身学习和创新创业的意识，具备不断学习与适应发展的能力； 

毕业要求 10：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了解本专业前沿动态和发展趋势，能够参与植物保护

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 

植物保护专业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支撑的矩阵图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 2 培养目标 3 培养目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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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期与学制 

学期：每学年分为秋季、春季和夏季三个学期，夏季学期为选择性学期。 

学制：标准学制 4年，学习期限为 3-6年。 

五、毕业学分与授予学位 

毕业学分：155学分 

授予学位：农学学士 

六、核心课程 

普通昆虫学、普通昆虫学实验与实习、普通植物病理学、普通植物病理学实验与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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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课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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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32110985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58 45 0 13  考试   

32110986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58 45 0 13  考试   

3211098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58 45



26210010 基础生物化学 3 54 54     2 考试   

26210021 基础生物化学实验 1.5 40   40   2 考查   

26210030 植物生理学 3 54 54     3 考试   

26212607 植物生理学实验 1.5 40   40   3 考查   

小计   
32.

5 
    172 40       

专业

修

 

27313649 普通昆虫学* 3.5  63 63 0 0 3 考试   

27313650 普通昆虫学实验与实习* 2.5  67 0 40 1 周 3 考查   

27313651 普通植物病理学* 3.5  63 63 0 0 3 考试   

27313652 
普通植物病理学实验与 

实习* 
2.5  67 0 40 1 周 3 考查   

27313653 农业昆虫学* 4.0  90 45 18 1 周 4 考试   

27313654 农业植物病理学* 4.0  90 45 18 1 周 4 考试   

27313588 植物化学保护学* 3.0  54 54 0 0 5 考试   

 

27312734 
植物化学保护学实验* 1.5  40 0 27 

0.5

周 
5 考查   

小计 24.5  534  270  143  
4.5

周 
      

专业

修

 

27322735 植保试验与数理统计 3.0  58 45 13 0  考试 A（通用型） 

27320200 有害生物综合治理 2.0  36 36 0 0  考查 A 

27323598 植物保护专业英语 2.0  36 36 0 0  考查 A 

26322747 作物学概论 2.0  40 27 13 0  考查 A 

14320090 线性代数Ⅱ 2.0  36 36 0 0  考试 B（研究型） 

14320110 概率论 2.0  36 36 0 0  考试 B 

16321110 分析化学 3.5  73 45 28 0  考试 B 

15323594 大学物理Ⅲ 4.0  81 54 27 0  考查 B 

27323655 植物病原菌物学 2.0  40 27 13 0  考查 B 

27323656 植物免疫学 2.0  40 27 13 0  考查 B 

27323662 植物线虫学 1.0  22 9 13 0  考查 B 

27323663 植物病毒学 2.0  40 27 13 0  考查 B 

27323664 植物病害流行学 2.0  40 27 13 0  考查 B 

27323661 螨类学 2.0  40 27 13 0  考查 B 

27323660 城市昆虫学 2.0  40 27 13 0  考查 B 

273210901 科技论文写作 1.0  18 18 0 0  考查 B 

27323665 农药生物测定 2.0  40 27 13 0  考查 B 

27322736 天然产物农药 2.0  40 27 13 0  考查 B 

27323666 农药残留与分析 2.0  40 27 13 0  考查 B 

27323669 农产品安全 2.0  40 27 13 0  考查 B 



27323657 农药毒理学 2.0  40 27 13 0  考查 B 

26322729 分子生物学 2.0  40 27 13 0  考查 B 

26322722 遗传学研究方法与技术 1.5 40 0 40 0  考查 B 

27323658 植保装备与应用 1.0  22 9 13 0  考查 C（应用型） 

27323673 农药制剂与加工技术 2.0  40 27 13 0  考查 C 

27323674 杂草及其防除 2.0  40 27 13 0  考查 C 

27323675 农药营销与管理 2.0  40 27 0 13  考查 C 

27323676 农药安全与科学使用 2.0  40 27 13 0  考查 C 

27323677 农药环境污染修复技术 2.0  40 27 13 0  考查 C 

27322737 植物医学概论 1.0 18 18 0 0  考查 C 

27322738 害虫生物防治 2.0  40 27 13 0  考查 C 

27322739 昆虫生态与预测预报 2.0  36 36 0 0  考查 C 

27323671 资源昆虫开发与利用 2.0  40 27 13 0  考查 C 

27323672 植物检疫 2.0  40 27 13 0  考查 C 

27320880 生物安全概论 2.0  36 36 0 0  考查 C 

24320890 茶学概论 2.0  36 36 0 0  考查 C 

25322693 园艺学概论 2.0  40 27 13 0  考查 C 

20324219 资源微生物开发与利用 2.0  40 27 13 0  考查 C 

20320170 土壤肥料学 2.0  40 27 13 0  考查 C 

26211341 农业气象学 2.0  40 27 13 0  考查 C 

24321970 食品安全学 2.0  36 36 0 0  考查 C 

25322650 园林植物栽培养护 2.0  36 36 0 0  考查 C 

03322000 农业经济学 2.0  36 36 0 0  考查 C 

26321377 烟草学 1.0  18 18 0 0  考查 C 

小计 87  1710  1251  446  13     

专业发展课

程选修课程

与跨专业选

修的个性发

展选修课程

≥37学分。 

 

27612741 科技创新能力训练 1.0          5    

27612742 专业综合实习 1.0          5     

27612744 专业实习 5.0          6     

27322743  生产实习 2.0          6     

27322745 毕业论文 2.0          7     

27322746 毕业实习 2.0          8    

27611050 社会实践 1.0          假期     

小计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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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保护专业课程计划对毕业要求指标点支撑的矩阵图 

课

程

类

别 

课程名称 毕业要求 1 毕业要求 2 毕业要求 3 毕业要求 4 毕业要求 5 毕业要求 6 毕业要求 7 毕业要求 8 毕业要求 9 毕业要求 10 

通

识

必

修

课

程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H H M   M H H M M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H M L  H L H M H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H H M H M H H H M H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A 
H H M L M H L H M H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B 
H H M L M H L H M H 

形势与政策 H H M   H M H H H 

军训和军事理论 H L  M  M H H L H 

体育 A H M  M  M H H L L 

体育 B H M  M  M H H L L 

体育 C H M  M  M H H L L 

体育 D H M  M  M H H L L 

体育 E H M  M  M H H L L 

体育 F H M  M  M H H L L 

大学外语 H H  L M M H  H H 

大学计算机基础Ⅰ H  M M H M H  H H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

导 A 
H H M   M H H M M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

导 B 
H H M   M H H M M 

大学生创业基础 H H H H H H H H H H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现代农业导论 H H H M H M L H H H 

高等数学Ⅲ H L  H H H M  H  

普通化学 H L  H H M   H  

有机化学Ⅰ H   H H H   H  

植物学Ⅱ H  M H H M   H  

植物学实验Ⅱ H  M H H M M H H  

植物学实习 H  H H H M M H H  

普通遗传学 H L M H M H   H  

生态学 H H M H M H   H  

基础生物化学 H   H M M   H  

基础生物化学实验 H   H M M M H H  

植物生理学 H   H M M   H  

植物生理学实验 H   H M M M H H  

专

业

必

修

课

程 

普通昆虫学 L L H M M H L L L M 

普通昆虫学实验与实习 L   M M M M H 



综

合

实

践

课

程 

生产实习 L  M M M M L   L 

专业综合实习 L L H M H H M M L  

专业实习 H  H H H M H H M L 

毕业论文 H M H H H H M   M 

毕业实习 H H H M M M H H L L 

社会实践 H H M L L L H H H L 

科技创新能力训练 L L H H H H M M M  

：H- 业 ，M- 业 中 ，L- 业 低。 

十、说明 

1.本次培养方案的执行对象：从 2018级学生开始执行； 

2.本次修订培养方案的负责人和参加人员 

负责人：青玲 

参加人员： 

教职工：王亨洪、刘怀、青玲、李玉胜、王进军、何林、丁伟、孙现超、王宗庆、张永强、杜喜翠、毕朝位、马冠华、肖伟、刘翠平、张周飞、杨

晓琴； 

同行专家：江兴培（重庆市海关副关长）、刘祥贵（重庆市农委植保站站长）； 

毕业生代表：刘奕清（重庆文理学院教授）、方卫国（浙江大学教授）、黄勇（安徽农业大学副教授）、李魁（阆中市农业农村局）、谷苗（重庆

市彭水县农业委员会）； 

在读本科学生：王磊、李怡洁、谢秀成、谢佳玺、罗渝闽 



件 1： 

植物保护专业毕业要求各维度下的指标点分解表 

 

毕业要求 指标点 

1. 人格健全，身心健康，具备公民道德水平

和社会责任意识；能够在植物保护实践中理

解并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1.1 人格健全、身心健康，具备高尚的思想道德修养，

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1.2 具备公民道德水平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遵守公

民基本道德规范； 

1.3 在植物保护领域相关行业能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履行工作职责。 

2. 掌握一定的人文社科知识，具有良好的人

文社会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 

2.1 具备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熟悉文学与艺术、历史、

哲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等人文社科领域的基

础知识； 

2.2 具有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  

3. 具有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

情怀，树立生态文明、绿色植保与可持续发

展理念。 

3.1 具有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情怀； 

3.2 具有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理念； 

3.3 关注三农现状，能将植物保护专业知识运用到现

代农业发展中。 

4. 具有扎实的数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

及农学基础，掌握植物保护专业理论知识和

实验技能，能够对植物保护领域复杂现象和

问题进行分析和判断。 

4.1 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对有害生物引起的病

虫草害进行诊断和鉴定； 

4.2能够根据我国重要农作物病虫草害的发生发展规

律，针对具体案例进行分析和研究。 

5. 能够基于所学专业知识系统分析和研究

植物保护领域的现象和问题，提出相应对策

和建议，或形成解决方案。 

5.1能够基于所学专业知识对植物保护及相关领域发

现的现象和问题进行辨析、质疑和评价；  

5.2 提出农作物安全生产和控制的相应对策和建议，

并形成解决方案； 

5.3 具备在本专业领域初步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能

力。 

6. 能够批判性地认知植物保护领域的知识、

现象和问题，并提出创新性的见解或应对措

施。 

6.1 具有审辨思维能力；  

6.2 能够从多视觉发现、辨析、质疑、评价植物保护

领域的现象和问题，提出创新性的见解或应对措施。 

7. 具有较强的表达、沟通交流能力，能够与

同行、社会公众和管理部门就植物保护领域

现象和问题进行有效沟通与交流。 

7.1 具备基本的公文写作能力和较强的沟通表达能

力，能够通过书面或口头表达形式与同行、社会公

众和管理部门就本专业领域现象和问题进行有效沟

通； 

7.2 具备良好的归纳总结能力，能将沟通内容进行凝

练并应用到实际工作中。 

8. 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意识和组织能力。 

8.1 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能够与团队成员和谐

相处，协调合作，并作为成员或领导者在团队活动

中发挥积极作用； 

8.2 能积极了解其他学科相关领域的基本知识和背

景，在团队协作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9. 具有终身学习和创新创业的意识，具备不

断学习与适应发展的能力。 

9.1 能认识不断探索和学习的必要性，具有自主学习

和终身学习的意识； 

9.2 能够自我管理，通过不断学习，具备较强的职业

可持续发展能力。 

10. 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了解本专业前沿

动态和发展趋势，能够参与植物保护领域国

际交流与合作。 

10.1 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了解专业发展的国际动

态，关注涉及全球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生态环境

安全等重大问题； 

10.2 能够理解和尊重世界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

性，具备在跨不同文化背景下开展植物保护相关交

流与合作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