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昆虫学报 2020，42 ( 3) : 780 － 788 http: ∥hjkcxb. alljournals. ne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ntomology doi: 10. 3969 / j. issn. 1674 － 0858. 2020. 03. 32

周利娟，黄继光，徐汉虹． “一带一路”对我国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的影响及相应植保人才培养改革与探索 ［J］． 环境昆虫学报，2020，

42 ( 3) : 780 － 788.

“一带一路”对我国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的影响及
相应植保人才培养改革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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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带一路”的实施，对我国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的影响深远，既给动植物检疫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

遇，对迁飞性害虫的预测预报要求更加准确、顺畅，防控更加高效，新型害虫防控剂的研究与开发面临更多机

遇，农药、植保器械的市场需求加大。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学科属于植物保护学科，本文以植物保护专业为例，

通过分析“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植保学科发展的影响，提出相关教学改革建议和措施。建议从课程设置、小语

种复合人才培养、植保国际班、跨文化交际等几个方面进行探索和实践，培养适合“一带一路”发展需要的植保

类新型人才，促进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植保领域的共同繁荣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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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s of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on agricultural entomology
and pest control and the talent cultivation of plant protection
ZHOU Li-Juan，HUANG Ji-Guang，XU Han-Hong* ( College of Agriculture，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42，China)

Abstract: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possesse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agricultural entomology and
pest control.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itiative brought opportunities together with challenges to plant
and animal quarantine will be more stringent，more accurate and smooth unhindered prediction and forecast
for the migratory insects，more effective management as well. Meanwhile，more opportunities were
present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control agents，and more market demands for various pesticide
preparations and equipment for plant protection. The discipline Agricultural Entomology and Pest Control
belongs to the discipline Plant Protection. Therefore，new strategies for talent cultivation for plant
protection were proposed by the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initiative on the discipline Plant Protection.
The course system should be optimized at first to get a firm professional foundation. The advanced
international talents should be cultivated by the reform methods such as the combination of plant protection
and English plus of a minority language，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lass for plant protection，

and the open of a series of general courses of“the Belt and Ｒoad”for understanding the language policy
and habit in counties on the Belt and Ｒoad. Ultimately，the mutual prosperity in the professional fiel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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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t protection of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of the Belt and Ｒoad should be achieved.
Key words: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agricultural entomology and pest control; plant protection;

talent cultivation; reform method

“一带 一 路”发 展 战 略 是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于

2013 年提出的 “共商、共建、共享”的跨国战略

合作构想。2017 年，在北京主办 “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形成了涵盖政策沟通、设施联

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5 大类，共

76 大项、270 多项具体成果。中国植物保护学会

也相应建立了“一带一路植保国际联盟”，这为我

国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产业走向国际市场提供了

宝贵的机遇，也为其学科发展及人才培养提供了

难得的机遇及挑战 ( 万方浩等，2015) 。
“一带一路”是新的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国

际合作模式，涉及通过 “陆上丝绸之路”和 “海

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的 65 个国家和地区，包括

东亚 11 国、西亚 18 国、南亚 8 国、中亚 5 国、独

联体 7 国及中东欧 16 国。其目标是互联互通 ( 政

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

相通) ，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
倡导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

赢”，这正是丝绸之路文化内涵的体现 ( 刘卫东，

2015) 。其倡议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发展战略对

接、政策协调、基础设施 建 设、经 济 贸 易 合 作、
文化交流、金融合作等。农业是其中一个非常重

要的领域 ( 马丁·邓恩等，2016 ) 。而在国际贸易

日益频繁、食品安全日益受重视的今天，植物保

护专业在此领域将发挥重要作用。
本文将探讨 “一带一路”给我国农业昆虫与

害虫防治领域产生的影响，以及在此基础上各相

关高校植物保护专业在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方面

如何进行相应的改革，以培养适应 “一带一路”
发展战略的国际化专业复合型植保人才。

1 害虫防治在农业中的重要性

害虫防治就是系统运用农业防治、生物防治

以及化学防治等方法和技术科学地保护农作物不

受害虫的为害，从而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保证产

品质量，科学使用害虫防治技术可以为农作物的

高产优质提供保证 ( 吕进等，2017 ) 。我国每年平

均因为虫害损失粮食几千万吨，昆虫的危害不仅

降低农产品产量，而且削弱农产品质量，因此，

害虫防治在农产品的增产保丰收中扮演着重要的

作用。另外，食品安全是一全球性问题，在生产、
加工、运输、销售等环节中食品均可能被污染，

如何在源头确保食品不受污染是关键问题。要解

决这些问题，关键是依靠植保学科的发展及相关

专业技术人才培养，从源头上和质量监控上采用

科学的害虫控制技术确保食品安全。

2“一带一路”对我国农业昆虫与害
虫防治发展的影响

“一带一路”给我国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领

域既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2. 1 对动植物检疫要求越来越高

随着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外来物种传播的机

会大大增加，造成危害的可能性也大幅提高。我

国每年因外来入侵物种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达

2 000 亿元，包括农林牧渔业生产和建设的经济损

失、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区域自然景观和生态环

境的破坏和生态系统的退化，也会对人类健康带

来影响。其中生态危害不仅破坏性巨大、影响深

远而且难以修复 ( 万方浩等，2009; 庞 淑 婷 等，

2015) 。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包括了公

路、水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的对接，例如:

三条已经运行的亚欧大陆桥以及规划中的第四条、
第五条亚欧大陆桥连接了俄罗斯、中国、哈萨克

斯坦和白俄罗斯，一直进入到欧洲; 一带一路交

汇点的 “巴铁”瓜达尔港和新疆的直接对接; 中

国与泰国之间农产品经贸往来的泛亚铁路; 澜沧

江———湄公河流域的水路相通，这些都让这些区

域的农产品贸易变得更加频繁，使得农业有害生

物入侵我国的风险大大提高。目前，入侵我国的

昆虫分属 9 个目，包括鞘翅目、同翅目、鳞翅目、
双翅目、膜翅目、等翅目、蜚蠊目、缨翅目和半

翅目，分别为 40、22、16、14、10、6、3、2 和

1 种 ( 图 1 ) 。其 中 入 侵 我 国 的 鞘 翅 目 昆 虫 分 属

13 个科，包括象甲科、豆象科、小蠹科、皮蠹科、
铁甲 科、长 蠹 科、天 牛 科、长 角 象 科、锹 甲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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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步甲科、吉丁虫科、花金龟科和叶甲科，其中

象甲科和豆象科入侵昆虫较多，分别为 12 和 10 种

( 图 2) ( 肖枢等，2003; 邓裕亮等，2010; 吕飞

等，2011; 陈 展 册 等，2015; 张 江 涛 和 武 三 安，

2015; 万静等，2017; 齐国君和吕利华，2018; 中

国外来入侵物种数据库，2019) 。
2011 年建立了中国———东盟重大农业入侵有

害生物预警与防控技术支撑平台，创建了一个有

效防控来自东盟国家的有害生物入侵技术体系，

该体系的核心为包括境外监测与指导防控、口岸

检验与 检 疫 处 理 和 境 内 应 急 防 控 ( 刘 海 军 等，

2015; 齐国君等，2015; 田兴山等，2016 ) 。相应

地，在“一带一路”实施过程中，也应该以 “预

警外延、区域联控”为目标，构建防控农业有害

生物入侵的技术体系，将农业有害生物阻挡在国

门之外。这就要求我国加强在该领域的教学和科

研，完善发展相关课程建设，建立相应的人才培

养模式。

图 1 入侵我国的昆虫各目的种类数

Fig. 1 The number of insect species in different order

图 2 入侵我国的主要昆虫———鞘翅目昆虫各科种类

Fig. 2 The number of species of different families in Coleopt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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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对迁飞性害虫的预测预报更加准确、顺畅，

防控更加高效

水稻是世界三大粮食作物之一，中国水稻产

量居世界第一，其可持续稳定生产关乎我国乃至

世界粮食安全问题。而水稻重要害虫稻飞虱是东

亚、南亚、东南亚的远距离迁飞性害虫，具有突

发性和猖獗性，在亚洲各国造成广泛灾害，严重

威胁中国 长 江 流 域 及 珠 江 流 域 等 地 的 水 稻 生 产

( 虞国平，2009) 。找准虫源地，准确地进行预测

预报对防治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调查分

析发现，危害我国水稻的飞虱虫源地可分别来自

缅甸、越南、金三角等地，泰国虫源虽与我国没

有直接联系，但是与老挺、越南、柬埔寨三个国

家间存在交流，为虫源年际间的交流循环提供了

可能 ( 沈慧梅，2010; 闫香慧，2010; Li et al. ，

2012; 弓少龙等，2017) 。这些虫源地国家都属于

“一带一路”沿线，随着“一带一路”植保领域合

作的加强，可以把两迁性害虫相关国家的虫情监

测联网，将害虫的相关信息 ( 例如地理分布、迁

飞途径以及种群动态等等) 数据集成在共享数据

网络中，通过 “一带一路”的 “实时共享、共建

和共商”机制，建立两迁性害虫区域防控的 “实

时共享、共建和共商”技术体系，把害虫消灭在

虫源地，甚至消灭在国门之外，从而保障我国水

稻的安全丰产。
2. 3 新型害虫防控剂的研究与开发面临更多机遇

“一带一路”沿线的东南亚国家地处热带地

区，是亚洲乃至世界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

一。印尼的植物比整个非洲大陆还多，在高等植

物类中，印尼有 29 375 种，菲律宾有 8 930 种，泰

国有 11 625 种，马来西亚有 15 500 种，越南有

10 500 种 ( 陈文，2002) ，这些国家丰富的植物资

源为开发新型农药提供了更多机遇和可能。植物

是最大的天然产物库，以植物为研究对象开发新

型害虫防控剂是当今有害生物新型防控剂研发的

重要方向 ( Cantrell et al. ，2012; Dayan ＆ Duke，

2014) 。从天然产物中发现具有新作用机制的活性

物质或先导化合物的可能性比通过随机筛选合成

或类同合成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南美洲的一种大

风子科 Flacourtiaceae 植物 Ｒyania speciosa Vahl. 中

生物碱活性成分鱼尼丁的发现以及源于此的目前

新型杀虫剂创制中倍受关注的靶标之一昆虫鱼尼

丁受 体 的 研 究， 便 是 一 个 典 型 例 子 ( Cordova
et al. ，2006) 。

研究表明，来自于 “一带一路”沿线的植物

表现出了非凡的农药活性。例如，全世界公认的

植物源杀虫剂印楝素就是来自于 “一带一路”沿

线的印度、缅甸的一种楝科乔木印楝 Azadirachta
indica A. Juss ( 徐 汉 虹 等， 2001; 陈 小 军 等，

2010) 。此外，楝科米籽兰 Aglaia odorata Lour. 也

是分布于东南亚等热带地区的杀虫植物; 常用的

驱蚊植物香茅，广布 “一带一路”上东南亚各国

如泰国、印度、斯里兰卡、越南等地。原产斯里

兰卡的亚香茅 Cymbopogon nardus L. Ｒendle; 泰国

的爪哇香茅 Cymbopogon winterianus Jowitt、泰国青

柠 Citrus hystrix D. C. 及印楝泰国变种 A. indica A.
Juss var. siamensis Valeton ( 赵欢欢等，2016 ) ; 分

布于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度、缅甸和泰国等

地的鲁沙香茅 Cymbopogon martini W. Watson 和爪

哇香茅均报道具有农药活性，可作为天然农药进

行研究开发 ( 郑远菲等，2018) 。
由此可见，国内的植保工作者，可借国家实

施“一带一路”的契机，通过与这些相关国家进

行国际合作，以这些国家丰富的植物为原材料，

进行新型害虫控制剂的研发，有可能开发出与印

楝素一样、甚至更好的高效广谱安全的新型农药。
2. 4 农药、植保器械的市场需求加大

随着“一带一路”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沿线

国家对于我国农药产品和植保器械等有强烈的需

求。2015 年上半年，我国农药进出口总额一半以

上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可见其市场潜

力巨大。以俄罗斯和泰国为例:

俄罗斯与中国紧邻，粮食生产和出口量大，

农业用地有 660 万 ha，农药的使用量非常巨大，

但其农药的单位用量还不高，具有强大的市场开

发潜力。俄罗斯国内也没有坚实的农药生产基础，

一半以上需要进口 ( 许振宝和李哲敏，2016 ) 。随

着亚投行的成立，在中国的 “一带一路”战略下，

中俄农业合作有望取得新突破。所以，中国农药

企业要了解俄罗斯种植结构、病虫草害发生情况

以及农药市场管理制度，进入潜力看好的俄罗斯

农药 市 场 ( 陈 昊 彬，2016; 阎 世 江 和 张 继 宁，

2016; 杨虹，2017) 。泰国是传统农业大国，因地

处高温、高湿的热带地区，有害生物发生严重，

对农药依赖性较强，但其没有原药生产企业，所

需原药主要从中国、印度和欧美等国进口。中国

是泰国 进 口 农 药 第 一 大 国，约 占 农 药 进 口 总 量

74%。因此，泰国的农药市场是值得我国植保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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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农药领域进一步关注的 ( 何丽华，2013; 姜玉

英，2013) 。
现代农业的迅速增长是建立在机械化、化学

投入 ( 杀虫剂、除草剂、化肥等) 、灌溉等现代农

业技术上的，其中无人机是近几年发展迅猛的一

个领域。农用无人机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主要体

现在农作物及林业害虫防控与监测等方面。经过

多年的发展，我国植保无人机产业已初见成效，

诞生许多植保无人机研发和生产的机构及企业，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 何勇和张艳超，2014; 罗

锡 文， 2014; 蒙 艳 华 等， 2014; 杨 陆 强 等，

2017) 。因此，可以在“一带一路”国家植保器械

市场加大其推广应用程度。
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不少国家年

降水量都不能满足农业用水的需要，在这些国家

中，可以大力推广农药滴灌技术，将我国的农药

和滴灌装备一起推向这些国家市场，促进我国植

保技术及相关企业的快速发展。

3 “一带一路”背景下植保人才培
养的改革措施

随着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植物保护学

科也需相应地改进人才培养战略，培养 ( 包括跨

学科式培养) 植物保护国际化人才。但如何培养

符合“一带一路”需求的植物保护专业国际化人

才，是值得当前各农业院校和相关的研究机构重

视和研究的。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3. 1 科学优化课程体系，有效平衡课程设置，夯

实专业基础

专业基础扎实，是各专业培养人才的目标。
植物保护专业是一个传统专业，它以动物学 ( 主

要是昆虫学) 、植物学、微生物学 ( 主要是植物病

理学) 、土壤学、栽培学、生态学、植物生理学、
杂草学以及信息科学等等为基础，研究有害生物

的发生发展规律及其防控技术。植物保护专业又

分设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植物病理学和农药学

3 个二级学科。该专业融多门学科于一身，具有很

强的应用性和交叉性。因此，新的人才培养计划

要结合专业特点，考虑 “一带一路”历史大背景

下的新需求，明确专业定位，培养出高质量的新

型植保人才。
优化课程体系是关键。在优化课程体系时，

首先明确专业的定位，确定复合型植物保护国际

人才专业中的主干课程和相关课程，进行优化重

组，明确培养目标。目 前，现 有 课 程 设 置 老 化、
不适合时代发展需要，某些基础性课程需要与时

俱进，结合 “一带一路”的国际化大融合引入新

的教学内容，使学生掌握前沿性的理论研究; 适

合“一带一路”国际化发展需求的应用性课程较

少，课程质量需要提高，这些都应当引起重视和

注意。
3. 2 结合“植物保护专业 + 英语 + 小语种”的植

物保护高层次国际化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

据统计，“一带一路”涉及的国家使用的语言

有 40 多种，我国高校开设有这些种类的一半左右

的外语专业，这是不能满足 “一带一路”策略对

人才的需求的 ( 苏莹莹，2016) 。我国已开行 “中

欧”班列，中欧班列沿线国家所使用语言有哈萨

克语、乌克兰语、波兰语和白俄罗斯语等类型，

但该班列沿线的我国高校都尚未开设这些外语专

业。随着 “一带一路”战略不断获得实质推进，

但相关的小语种人才缺乏，不利于中国与相关国

家开展 深 入 合 作，亟 需 扩 充 小 语 种 人 才 “蓄 水

池”，服务“一带一路”战略 ( 杨云升，2015; 马

建华，2016) 。
我国高校目前尚无科学的 “专业 + 英语 + 小

语种”复合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方案，而 “一带一

路”背景下，这种人才比较匮乏，远远不能满足

市场需求。植物保护专业技术人才若能在掌握英

语这门国际通用语言外，还能掌握一种相关的小

语种，那么，这样的植保人才才是 “一带一路”
市场所需求的。比如，可以通过发挥来华留学生

的作用，让来华留学生们参与相应小语种的课程

教学。例如，巴基斯坦是中国传统的友好邻邦，

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如

火如荼，瓜达尔港也顺利建成，目前正在顺利朝

向“五通”发展，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对这种复合

人才的需求。巴基斯坦来华留学人数呈逐年上升

态势。以华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为例，该专

业就有来自巴基斯坦、越南、泰国等地的博士研

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生以及访问学者，他们

可以在“专业 + 英语 + 小语种”教学体系中发挥

积极的作用 ( 王丽，2016) 。
此外，在目前形势下，我国开设植物保护专

业的相关院校，可以首先考虑区位上的优势，积

极培养能与周边 “一带一路”国家从事专业技术

交流和服务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例如，广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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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植物保护专业、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
华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可以侧重开设东南亚

国家相关的小语种，如泰语、缅甸语 ( 刘祖昕等，

2015) 、印地语和阿拉伯语等; 北方高校如: 中国

农业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新疆农业大学、甘

肃农业大学可以侧重俄语、蒙古语和哈萨克语等。
3. 3 开设“植物保护国际班”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各相关高校植物保

护专业应根据国际植物保护学科发展动态和对学

生知识与能力培养的要求，制订培养方案和课程

体系，建立高水平、国际化的师资队伍，重视教

学内容的国际化，依托学科优势和科研平台深入

开展科研训练，培养一批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

识，同时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且具有国际视野

和交流能力强的高素质毕业生，建立国际化人才

培养模式。
植物保护国际班培养方案制定: 培养方案是

本科教学的核心。植物保护国际班的培养目标是

培养学生具有深厚的植物保护专业基础，熟练的

实践技能，具有团队观念和较强的创新精神及实

践能力，同时又要了解国际植物保护发展动态与

趋势，具有较强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学生毕

业后可以到国外著名大学直接攻读博士学位，也

可以免推到国内大学、研究所进行研究生阶段的

进一步深造，或者从事植物保护和相关领域的教

学、科研、科技开发、成果推广、行政管理等工

作。在制定培养方案时首先要调查国际著名大学

植物保护专业及相关专业的课程体系，确立公共

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以及专业选修

课。以华南农业大学为例，该校已经和一些具有

植物保护相关专业的国际著名大学包括: 康奈尔

大学、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密歇根大学、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威斯康星大学、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德州农工大学、伊利诺伊

大学和荷兰根特大学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该校的植物保护青年教师通过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进入了上述知名高校并帮助该校的植物保护学科

和这些学校建立了良好的交流渠道，因此，在确

定植物保护国际班课程体系时，可以参照这些知

名高校在 原 有 的 植 物 保 护 专 业 课 程 体 系 上 进 行

改进。
教师队伍建设: 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是开办国

际班的重要保障。在教学工作中，除了对教师学

术水平、教学能力等要求外，教师的英语表达能

力是英语教学、双语教学的必备条件，具有国际

化教学和科研经历的教师可以直接推动教学和人

才培养向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积极引进具有国

外留学背景的教师。以华南农业大学为例，近年

来已从国外引进了一批这样的教师，包括两名美

国科学院院士参与植物病理学相关课程的教学，

还通过邀请来自国外知名高校的 “丁颖讲座教授”
走进课堂进行相关章节的授课，如来自美国密歇

根大学的“丁颖讲座教授”给植物保护专业学生

呈现了昆虫离子通道的前沿研究内容、技术和方

法，来自美国奥本大学的 “丁颖讲座教授”讲解

了白蚁防治的相关基础知识及最新研究成果。他

们不仅将该领域的国际前沿知识教给学生，开拓

了学生的思路，而且还直接把在国外著名大学上

课的风格带入课堂，让学生增长了见识。同时，

该校还有计划、分批次地选派教师到国外进修、
访问，学习和汲取新知识、新观点，了解和接触

当代植物保护最新学术动态，并学习其先进的教

学理念，可为国际班教学奠定扎实基础。
教学内容与方法: 在国际班教学中，要强调

国际化的知识传授和教学模式，使学生既掌握知

识、培养能力，又了解国际学科动态。要选用能

够全面体现课程知识体系、基础理论、基本技能、
最新进展的国际优秀原版教材，并随着教材版本

的更新逐渐更新。网络时代中，大数据与云计算

对国际化教育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 祝智庭和沈

德梅，2013; 疏凤芳，2014; 王文琳，2014 ) 。尤

其是慕课等新型信息化教学方式，让学生能自主

决定进度，遇到有困惑的地方，可重复观看教学

视频，提高学习效果。因此，在此背景下，旧有

的中国填鸭式教学肯定会受到冲击，相应地教学

方法也应与时俱进。同时，开展全英文、小班授

课，鼓励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研究式、案例式

等教学方式，加强课前预习、学生报告、课堂讨

论、课外辅导、课外作业等培养环节，提高教学

质量。
“多层次 + 多模块”实践教学模式: 植物保护

是一门应用型学科，实践教学至关重要。应用提

高型学科的人才培养质量，实践教学必须重视。
应该践行以创新教育为目标的实践教学规律，从

知识结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培养方面进行全

面的重整构建，建立课程实验———课程实习———
教学实习———研究探索型实验———基地或企业的

生产实习多层次多模块衔接的实践教学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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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实践教学过程中，采用开放式教学思想

指导，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激发其创新性。将科

学研究的方法引入实践教学，培养学生探索、发

现和创新的科研能力，达到人才培养质量提高的

目的。实践环节还应注意进行校企合作，高校可

以和相关知名企业联合建立校企合作班，例如，

华南农业大学通过和我国农药行业的知名企业合

作，建立了“诺普信班”、“卓银班”，给学生进一

步提高实践创新能力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注重国际交流: 加强各种形式、各种途径的

国际交流是国际班学生培养的重要环节。可以通

过邀请世界各国的著名专家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活

动，讲授植物保护领域最前沿的知识。学术活动

由学生根据自己兴趣选择参加。还可邀请部分专

家到课堂上直接为本科生授课，为国际班学生学

习和巩固专业知识、开拓眼界提供很好的平台。
同时，通过多种途径推荐学生到国外著名大学、
研究所进行短期或长期的课程学习、科研训练，

让学生了解国际著名大学是如何进行本科教学和

培养学生的，开阔学生的国际视野，启发学生的

科学思维，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培养学生的国

际交流能力。
3. 4 重视跨文化交际，开设 “一带一路”系列公

共课，了解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政策和

语言习惯

语言政策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

使用习惯是重要文化习惯。但在我国高校应用型

复合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外语类相关的文学类课

程开设相对较少，这就使得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

质量不高，对所学习语言对应的国家的人文知识

了解相对较弱，这势必会影响培养人才在以后的

国际化大背景工作中的沟通能力 ( 柴葳和董鲁皖

龙，2015) 。因此，植物保护专业有必要在 “一带

一路”的国家战略下，充分发挥综合学科优势，

以课程建设推动人才培养的开放性，开设 “一带

一路”系列公选课，实行小班化教学，培养出一

大批精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熟悉沿线

国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外交以及风俗等

的复合型国际植保专业人才。在培养语言能力的

同时，还通过开设相关国家文化与社会的课程、
定期举办与语言相关的文化日活动、邀请相关国

家的访问学者、留学生等参与专题讲座和研讨会

等形式，借助语言工具构建文化交流的桥梁，培

养专门人才，促进“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实施。

总之，“一带一路”的实施，为我国植物保护

专业领域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作为 “植

物保护专业人才培养基地”的各相关高校及科研

院所应该抓住机会，在这一轮历史大潮中，积极

行动起来，看清机遇和挑战，及时进行相应的教

学改革，培养出适合 “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要求

的国际化植物保护专业人才，促进我国植物保护

学科的发展，同时带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植

保技术的进步，为世界农业安全生产和国家战略

顺利实施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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