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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慧农业背景下开展高校《植物保护技术》课程

教学，需要教师规避传统化教学模式和理念下带来的教

育弊端，通过创新和改革教育目标的有效落实，实现高

校《植物保护技术》课程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的进一步

提升。通过多元化课堂教学模式的实施，确保为国家输

送具备课程专业知识文化以及实践技能和先进理念的优

秀人才。1

一、智慧农业背景下《植物保护技术》课程教学改

革的重要价值

首先，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深入分析教学大纲，

并结合教学内容进行调整教学模式 [1]。此外，教师还需

要结合先进化的教学理念以及现代化的教学方法，促使

课堂教学变得更加丰富化和生动化，教学内容更具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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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形象化，进而实现《植物保护技术》课程教学的创

新和改革目标。与此同时，在智慧农业背景下对《植物

保护技术》课程进行创新和改革，有效规避传统化教学

理念下，教师课堂地位过度强化的弊端，而充分凸显学

生的课堂主导地位，促使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动力被

有效调动起来。其次，《植物保护技术》课程中包含大量

抽象化和难以理解的教学知识难点，且理论知识偏多 [2]。

教师通过教学手段的创新，充分融合信息技术下的 5G 技

术和多媒体技术以及网络一体化终端平台等，帮助学生

加深对专业课程理论知识难点的理解和掌握。最后，在

智慧农业背景下，植物保护技术的种类越来越多，且向

着信息化和智能化方向发展，教师对教学的创新和改革，

有助于学生根据植物病虫害的案例进行深入分析，进而

促使学生的创新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二、智慧农业背景下《植物保护技术》课程改革的

具体措施

2.1 转变传统化教学理念，积极融入《植物保护技

术》课堂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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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智慧农业的深入发展，已然改善和优化农业种

植技术和种植效率，且促使农业种植技术落实智能化和

自动化，促使农业行业进一步实现创新和改革发展，为

我国农业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提供有效保障 [3]。

要想实现高校《植物保护技术》课程教学的创新和改革

发展，并确保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得到有效提升。首先，

教师需要根据教育发展现状以及就业导向，创新自身的

教学理念和思想，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竞争

意识和生态意识，并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以及思维能力。此外，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目标是当前国家

极为重视和关注的问题，在教学中，教师应积极结合这一

战略发展目标，将其与课堂教学有机融合 [4]。此外，病虫

害的种类伴随农作物的种类和布局的变化，而逐渐发生改

变，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加强学生对农药以及

检测技术的掌握程度，并将生态环保理念结合至教学课堂

中，促使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环保意识得到有效提升。

2.2 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作用，实现教学模式的创新

现阶段，高校教育问题，在社会经济和信息技术飞

速发展的背景下，不断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为

了培养出具备专业知识文化内涵，以及实践能力和综合

素养的新时代全能型人才，国家教育部提出高校教育课

程的创新和改革计划 [5]。采取传统化教育理念以及教学

模式，已然无法满足当前社会对人才的多元化需求。作

为一名新时代高校《植物保护技术》课程授课教师，需

要重视发挥《植物保护技术》课程教学创新和改革发展

的作用和优势，积极采用多元化的现代化教学理念，和

先进化教学手段，促使高校教育事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战

略目标。《植物保护技术》课程中含有大量害虫的形态和

特征、昆虫的分类，以及植物的病理等内容，学生通过

单纯讲解无法深入理解和掌握知识难点，为《植物保护

技术》教学质量的提升带来不利影响。在此基础上，教

师可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与教学课堂相结合的作用和优势，

将一些抽象且难以理解的知识点，以及昆虫的形态、特

征、植物病害的症状、病原生物等，通过信息技术将其

制作成视频或是课件的形式，进而促使课堂变得更加动

态化和立体化。此外，教师可利用信息技术实现学生课

前预习和课后复习，进而为教学质量和教学成效的提升

提供有力保障。因此，教师应该积极学习先进化的信息

技术手段，积极融入当前最新的 5G 技术、云计算、智能

技术、大数据技术以及区块链技术等，将课堂变得生动

形象且丰富多彩，促使学生在加深对《植物保护技术》

教学知识点理解和掌握的同时，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热

情，和学习积极性。

2.3 重视实践教学，将时间和理论有机结合

在智慧农业背景下实施高校《植物保护技术》课程

教学，对教学理念以及教学模式进行创新和改革，为促

进培养具备理论基础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全面型专业人

才奠定前提基础 [6]。当前，农业行业已然朝向多元化和

信息化方向发展，在科学技术深入的强力支撑下，已然

实现农业技术的智能化和超前化，农业技术手段中积极

融入了物联网技术、传感技术、3S 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等。

而《植物保护技术》课程共包含三大模块知识内容，各

个模块均与实践教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教师需要重

视将实践和理论进行有机结合，促使学生的实践技能得

到有效提升。例如：带领学生到大自然了解生物的多样

性；到森林公园和植物公园等地，现场了解农药使用技

术、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应用的等。作为一名新时代农业

专业学生，需要具备先进化技术手段的应用实践能力和

专业基础理论知识文化。因此，对《植物保护技术》课

程教学进行改革是必然发展趋势。

三、结束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为一名新时代高校《植

物保护技术》课程教师，需要将创新和改革教育发展目

标贯穿于教学的各个环节中，确保学生能够深入掌握现

代化技术手段，且具备各方面能力和综合素养，进而为

农业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效保障，促使学生在激烈

的人才市场中更具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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