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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实践

新农科背景下《杂草识别与防除技术》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与实践

刘显军　向国红　唐海鹰　袁玉辉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湖南 娄底 417000）

摘要：加快建设发展新农科是涉农院校和专业义不容辞的使命与责任，我校一直都致力于探索“新农科”课程建设和改革的新思路、

新举措。本文以《杂草识别与防除技术》课程作为载体，通过分析教学现状，对理论课与实验课教学内容和方式方法进行了优化重构；学习通、

混合式教学等教学手段的运用以及以过程为导向的课程评价等方面进行改革和探索，课程中还充分融入了思政元素，探究式、启发式和

参与式教学不仅激发了学生浓厚的兴趣和学习的主动性，还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了学农、爱农，为农业的高产优质服务的强农兴农的“新

农人”情怀，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本门课的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过程可为相关课程的教学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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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底教育部办公厅、农业农村部办公厅等四部门联合出

台了《关于加快新农科建设推进高等农林教育创新发展的意见》。

《意见》对“新农科”建设和高等农林教育教学提出明确要求，

高等院校农林类课程应立足于农林产业发展需求，以人才培养目

标为导向，优化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推动课程教学改革，全面

加强知农爱农教育，引导学生学农知农、爱农兴农。《意见》为“新

农科”课程建设和改革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杂草具有适应性、持续性和危害性。每年因杂草危害造成的

农作物减产将近高达 9.7%，全世界将近 2 亿吨。除草剂占农药里

的比例高达 50% 以上。杂草严重影响了农作物的高产、稳产和优

质，培养懂得杂草防除技术并爱农强农的农业人才，提高其为农

业生产及管理服务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至关重要。《杂草识别与防

除技术》是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面向农学专业

开设的一门专业选修课，课程的实用性较强，兼具理论性和实践

性，同时极具学科特色。但该课程与本专业中其他专业课程相比，

杂草的种类多，形态特征多样，同属不同种之间相似度高，教学

内容相对比较枯燥，学习难度较大，导致学生学习兴趣较低，学

习主动性不高，而且该课程理论课时较少，实践教学条件艰苦，

以至教学质量难以保证。因此，如何优化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

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观能动性，提升教学质量，是当前

杂草学课程教学改革的重点。实践证明，通过对教学内容和考核

内容的优化调整、课程思政内容的加入、学习通、引导式教学和

自主合作探究式教学等线下 + 线上混合式教学方式的改革等方法

均能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更牢固更系统地掌握杂草

识别与防除技术课程的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为培养“爱农业、

懂技术”的农技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教学内容的优化

关于杂草科学方面的教材稀缺问题，作为选修课程，杂草识

别与防除技术课程一直以来选用的教材是 2008 年由强胜主编的

《杂草学》（第二版）。该教材杂草学知识理论体系系统且全面，

但由于该课程课时有限且学生多为农技特岗生，不能有效地满足

农技特岗生们对于这门选修课程的教学的需要。因此，在选用该

教材的基础上，增加了 2020 年由向国红主编的《湘中农田常见

杂草图谱》作为教材，该教材图文并茂地介绍了 242 种常见的湘

中杂草。通过增加该教材后，教学内容更好地满足了新时期对应

用型人才的培养需求。教学团队立足于教材和培养方案，将教学

内容进行了精简和重构，制定了 8 个理论教学板块和 3 个实践板

块（表 1）。 建立了适宜湖南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杂草识别与防除

技术课程体系，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增强了学生对

本地区杂草植物的感性认识，更是满足了农学对农技特岗生的技

能需求。

表 1 改革后的《杂草识别与防除技术》理论与实践课程的内容设

置

版块名称 序号 教学内容 学时

理 论 课 版

块

1  概论 2

2 杂草的生物学特性 0.5

3 杂草的分类 0.5

4  水田杂草（农学专业） 3

4 果、桑、茶园杂草（园艺专业） 3

5 秋熟旱作物田杂草    4

6 夏熟作物田杂草  6

7 杂草防治的方法 2

8 稻田、油菜田和草坪杂草的防治技术 2

合计 20

实 践 课 版

块

1   识别蔬菜田主要杂草 4

2   草坪杂草的识别及防除技术 4

3 油菜田杂草的识别及综合防治方案的制定 4

合计 12

二、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入

涉农专业在新农科建设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将学生的学农爱

农的使命感和强农兴农的爱国敬业精神等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将

思政元素全面融入课程教学内容中，授课过程中根据不同章节或

不同课堂内容，从不同的层面或者不同角度对学生开展思政教育。

绪论中引用清代袁枚的《苔》和罗锡文等这样的“泥腿子”专家，

寄语学生学习“苔”身上的杂草精神和无数农学专家们身上的“泥

腿子”精神、“泥腿子”情怀；在杂草分类课上，杂草既是“草”

也是“药”，培养学生在使用过程中要学会趋利避害，辩证地看

待事物，并通过仔细观察比较区分同属同科不同种的杂草；在杂

草防治课上，以三十年除草控害、为农民 “保稼护粮”的柏连阳

院士为导入，介绍了其在杂草防治方面的突出贡献，并号召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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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学习柏连阳院士践行学农、爱农，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奉献国家，服务人民的初心使命；在稻田、油菜田和草坪杂草的

防治技术课堂中，通过一起重温袁隆平院士的“禾下乘凉梦”，

小组讨论得出要实现这个梦，就必须做好水稻田杂草的防治技术

管理，为作物的“高产、稳产、优质”奠定基础。将课程思政融

入到课堂中，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在他们的心中

燃起学农爱农的心，更能强化其学技术兴农强农的责任感与使命

感。  

三、教学方式的改进

杂草识别与防除技术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传统的教学

方式主要以“教师讲，学生看”的教学模式，教学模式单一，课

堂讲解内容抽象，课堂氛围枯燥乏味，造成学生基本处于被动学

习模式。这种缺乏主动性和内在动机的被动学习模式使得学生学

习积极性不高，上课不爱动脑筋，小组讨论更是无法有效进行，

不利于个体的全面发展和潜能发挥。 相比之下，随着现代信息技

术手段的不断进步，利用学校的网络教学平台实现了线上 + 线下

的混合式主动学习教学模式。教师课前利用网络平台发布课程相

关视频和资料，让学生对课堂内容进行思考和讨论；课堂上教师

对课堂的重难点和学生讨论存在的问题进行重点讲解，还采用“你

听我写”或“你说我画”的互动式教学调动课堂学习气氛，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课后利用网络平台发布作业巩固课堂

学习内容，实践课帮助学生对杂草从“识”到“防”认识水平得

到全面提升。这种线上 + 线下的主动学习模式有效地激发了学生

个体的内在动力和创造力，不仅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了，还帮助

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取得更好的成果。

四、考核方式的优化

课程考核是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也是对教学效果

有效的反馈，有助于促进教学的改进。杂草识别与防除技术课程

原有考核方式由平时成绩（20%）、实验成绩（30%）和期末成绩

（50%）组成。这种考核方式不能如实的反应学习效果，因此建

立与教学内容相一致的过程考核体系。平时成绩的考核由学生出

勤率，课堂表现和课后作业组成。学生的出勤率占比 30%，包括

学生是否准时上课，是否存在迟到、早退，是否有缺席；课堂表

现占 20% ，包括交流发言，知识点考查，案例分析等；课后作业

占比 50%，包括学习通发布的 10 次作业（表 2），课后讨论答疑等。

实验成绩的考核由学生出勤率、实验课堂纪律和实验报告成绩组

成。期末成绩期末考试的内容要求学生鉴定 10 种校园杂草，包括

图片、杂草名称（学名和拉丁名）、科属、形态特征、防除方法、

利用价值等内容。通过以上优化，实现相对客观、公正和全面的

过程考核，激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引导和促进学生在杂草“识”

到“防”的综合能力。

表 2 细化后的《杂草识别与防除技术》作业内容的设置

作业序号 作业内容

1 1.“有草必防，除草务尽”的观点是否正确？为什么 ?

2 1. 如何识别异型莎草和扁秆藨草？怎样防除 ?

3
1. 水田杂草中禾本科杂草主要有哪些？如何防除？

2. 雨久花与鸭舌草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4

1. 试比较马唐、毛马唐和牛筋草的主要特征和特性。 如

何防除？                                        

2. 试比较光头稗、小旱稗和双穗雀稗的主要特征和特性。

5

1. 苋科苋属常见的秋熟旱作物田杂草有哪些？如何区

分？                     

2. 如何区分地锦草和斑地锦？

6
1. 试比较婆婆纳属的 4 种杂草的主要特征和特性。

2. 如何区分黏毛卷耳、牛繁缕和繁缕？如何防除？

7

1. 试比较野豌豆属的 4 种杂草的主要特征和特性。如何

防除？                               

2. 如何识别酸模叶蓼、绵毛酸模叶蓼、水蓼、卷茎蓼 4

种杂草。

8

1. 试比较苦荬菜属多头苦荬、抱茎苦荬、齿缘苦荬和山

苦荬 4 种杂草的主要特征和特性。  

2. 如何识别苦苣菜、续断菊和苣荬菜 3 种杂草。

9

1. 随着化学除草技术的普及，杂草进化出了抗药性，如

何高效精准治理抗性杂草？        

2. 你认为柏院士心中的“绿色除草”目标要如何实现？ 

10

1. 稻田常用除草剂有哪些？各除草剂的作用和施用技术

是什么？                   

2. 稻田杂草的农业防治技术有哪些？

五、结束语

经过三个学期从教材和教学内容的优化、课程充分融入思政

元素、线上 + 线下混合式教学方式的多样性和考核方式进一步细

化四个方面对杂草识别与防除技术课程教学改革，使学生在有限

的学时下，掌握了有关农田杂草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掌握

常见杂草的识别要点和生长习性，能准确识别杂草并判定出主要

农作物田地的杂草防除技术，提高了其为农业生产及管理服务的

基本知识和技能。同时通过借助学习通、小视频等多媒体手段辅

助教学和课堂上适度增加“你听我写”“你说我画”或看图识草

的游戏环节，不仅改善了教学内容枯燥的现象，还大大提高了学

生的学习兴趣。在今后的教学改革实践中，应继续秉承以学生成

长成才为中心，注重理论与实践，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等理念，

注重学生的自主合作探究学习及将课程思政融入到课堂中，注重

教学评价与反思，不断改进课堂教学效果，为进一步提升杂草识

别与防除技术课程的教学效率，推进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发展和“新

农科”建设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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