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生产类专业培养方案 

植物生产类设农学、园艺、植物保护、植物科学与技术、农村区域发展 5

个专业，实行跨学院（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园艺园林学院、植物保护学院）大

类招生。坚持“厚基础、宽口径”的大类培养；按照“强化通识教育、整合教学

资源、拓宽专业覆盖面、注重相近学科知识交叉融汇”的原则。实施“1+3”培

养模式，即第一学年按大类学习，后三学年分专业培养。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学

习大类通识课程和大类平台课程；第二学期组织实施专业分流，根据国家和社会

人才需求情况、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分流专业志愿情况，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分流

到 5个专业中的 1个专业；从第三学期开始，学生进入分流专业学习，根据各专

业的培养方案进行培养。 

一、 专业简介    

（一） 植物保护专业 

植物保护专业讲授有关植物病、虫、草、鼠等有害生物的种类识别、生物学

特性、发生危害规律、成灾机理、防治策略与技术的知识，培养学生保护有益植

物的能力。西南大学植物保护专业始建于 1952年，是原西南农学院建校时最早

设立的专业之一。该专业文化底蕴深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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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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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

的特色是高水平的学科建设与高质量的本科教学和人才培养互相促进，精品化培

养植物保护高素质人才。毕业学生可以在国、内外植物保护一级学科、生物学和

生命科学等相关学科继续深造，还可在农林业生产、农化产品制造、园艺园林规

划、环境资源保护、商业贸易、海关机场口岸、进出口检验检疫、粮食贮藏与食

品加工等行业从事有害生物防治相关的科研教学、技术开发和推广以及行政管理

工作。 

二、培养目标及培养要求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宽阔的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的



基础知识；了解生命科学发展动态，了解现代农业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势；具备植

物保护科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一定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能综合运用生物学、生态学和化学等学科知识综合防治植物有害生物，保护有益

植物；能在农业、林业、园艺、园林、环保、商贸、检验检疫、粮食贮藏与食品

安全等行业从事有害生物防治相关的科研、教学、技术推广与开发、行政管理等

方面工作的植物保护学科领域的宽口径通用型复合人才或继续攻读硕士、博士研

究生的高层次人才。 

培养要求： 

本专业主要学习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现代农业生物科学的基本知识，

掌握植物有害生物的生物学特性、发生规律及安全控制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

知识，接受主要农作物病、虫、草等有害生物鉴定的基本训练，掌握主要农作物

病虫害流行监测、灾变预警及可持续控制和综合治理等方面的基本技能。 

毕业生应该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1.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基础知识，具有实事求是、

勤于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具有爱岗敬业、遵纪守法、团结合作的品质，

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2.具备扎实的农科高等数学、物理、化学等基本理论知识，具有一定的计算

机基础知识和较强的计算机实际应用能力，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用外语进行一般

的日常交流和简单的专业交流，能较顺利阅读本专业的外文书刊； 

3.掌握生物科学和农业科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具备现代农业可持续发

展的意识和基本知识，了解农业生产与植物保护学科的前沿和发展趋势，较系统、

扎实地掌握植物保护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操作技能及相关学科的基础

知识，掌握农业生产中常见有害生物的识别、诊断、一般生物学特性、发生消长

规律、调查测报与综合防治技术，掌握科技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

备一定的试验设计和科研工作能力； 

4.了解农业生产及植物保护工作的相关方针、政策和法规，有较强的调查研

究、组织与管理、口头与文字表达能力、协作与奉献精神，能够适应农业领域其

他部门或行业的相关工作； 

5.具有一定的体育和军事基本知识，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基本技能，养成良



好的体育锻炼和卫生习惯，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和军事训练合格标准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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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毕业学分与授予学位 

毕业学分： 160学分（植物保护专业） 

  授予学位：农学学士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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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昆虫学、农业植物病理学、植物化学保护学、植物化学保护学实

验。 

六、主要实验及实践教学要求 

主要专业实验：植物病原物主要属的鉴别、分离与培养，主要作物病害诊断、

测报与防治，农业昆虫重要目及科的鉴别，常见害虫识别、测报与防治，农药常

用剂型加工及性状测定，农药生物活性鉴定及药害鉴别，农药分析与毒性测定等。 

实践性教学要求：社会实践、科研训练、教学实习、专业实习、毕业实习及

毕业论文等。完成至少 4次社会实践并提交社会实践鉴定表；鼓励学生进入各科

研团队进行科研训练，提供“昆虫文化节”和“植保杯”等专业科研活动供学生

选择参与；核心课程“普通植物病理学”、“普通昆虫学”、“农业植物病理学”、

“农业昆虫学”和“植物化学保护学”各设计 0.5-1.0周的教学实习；以“一个

专题、一个学期、一篇论文、一场答辩”的形式完成专业和毕业实习。 

七、课程结构与学分分布 

课程类别 学分 比例（%） 备注 

通识教育课程 

必修课 41 25.63  

选修课 6 3.75 

必选 2 学分文化素质类课程，2 学分美育类课程，

并将美育活动学分认定纳入美育类课程，至少修

满 2 学分人文社科类通识教育选修课。选修与本

专业重复或相近的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不计入通

识教育选修课程学分。 

学科基础课程 必修课 32.5 20.31  

专业发展课程 必修课 24.5 42.19 专业发展选修课分为 A（通用型）、B（研究型）



选修课 43 

和 C（应用型）三个模块：建议所有学生选修 A

类课程，根据个人兴趣和未来职业规划重点选修

B 或 C 类课程。 

综合实践课程 

专业实习 8 

8.12  毕业论文 4 

社会实践 1 

个性化选修课程    
跨专业全校选修，作为通识教育选修或专业发展

选修学分。 

自主创新创业 

科研学分 

  

科研学分可替代专业发展选修课程学分，技能学

分、实践学分可替代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学分，创

业学分可替代专业发展必修课程学分和专业发

展选修课学分。具体的认定和替换按学校相应规

定执行。 

技能学分 

实践学分 

创业学分 

选修课占总学分的比例 49 30.63  

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的比例 42 26.25  

八、课程计划 

见附件(Excel) 

九、说明  

1. 本培养方案从2017级开始执行。 

2. 本次制订培养方案的负责人：王进军、何光华、梁国鲁、刘怀、何林、

张建林、张建奎、张正圣、毕朝位、倪郁、潘宇、吕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