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级三年制高职现代农业技术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农技特岗班）

（专业名称：现代农业 专业代码：510104 专业大类：农林牧渔）

一、学制与招生对象

1.学制：三年

2.招生对象：普通高中毕业生和同等学力者

二、培养目标及规格

（一）培养目标

培养思想政治坚定、德技并修、全面发展，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及生产需要，具有良好的

职业道德素质，团队合作精神和实践能力。熟悉作物生产的基本理论及农业产业化的科学原

理，掌握农作物生产、土壤检测、农产品经营与管理、植物保护、农产品检验、农业技术推

广、设施栽培管理等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乡、镇基层农业技术服务领域的复合型技术技能

人才。

（二）培养规格

1.素质要求：

（1）思想道德素质：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

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国家认

同感、中华民族自豪感；崇尚宪法、遵守法律、遵规守纪；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

（2）专业素质：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崇德向善、诚实守信、爱岗敬业，

具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隆平精神；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具有质

量意识、绿色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创新精神；具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

精神，能够进行有效的人际沟通和协作，与社会、自然和谐共处；具有职业生涯规划意识。

（3）身心和人文素养：具有健康的体魄和心理、健全的人格，能够掌握基本运动知识

和一两项运动技能；具有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

素养，能够形成一两项艺术特长或爱好；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具有良好的生活习惯、行为

习惯和自我管理能力。

2.知识要求：

（1）公共基础知识：具有一定的政治、法律、公文写作、文秘、计算机、网络等方面

的知识。

（2）专业基础知识：具有一定的植物与植物生理、土壤肥料、农业微生物、农业技术

推广、田间试验与统计分析等专业基础知识，具有作物栽培、植物保护、设施农业、农产品

检验、农产品经营与管理等基本知识。

3.能力要求：

（1）通用能力：一般包括口语和书面表达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终身学习能力，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独立思考、逻辑推理、信息加工能力等。

（2）专业技术能力：具有农产品生产、病虫害防治、设施栽培、农产品经营与管理等

能力。

三、毕业标准

（一）获得本专业要求的总学分 140.5（其中人文素质课 44 学分，专业基础课 22 学分，

专业核心课 53.5 学分，专业拓展课 13 学分，持续发展拓展课 8 学分），按规定修完所有课

程，成绩合格；德、智、体达到毕业要求；

（二）参加国家劳动社会保障厅计算机高新技术考试合格；

（三）参加全国大学生英语应用能力考试 A 级考试，达到学校规定分数；

（四）获得本专业至少一种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

（五）回生源地顶岗实习 6 个月并成绩合格；

（六）完成毕业设计及答辩，参加省教育厅学生职业技能抽查，成绩合格。

四、职业面向

通过市场、企业调研、确定本专业主要面向作物生产、农产品市场营销及售后服务、作

物新品种选育及农产品检验等职业岗位，每个岗位的主要工作任务及相应的职业能力详见下

表。

表 1 职业岗位面向

五、专业课程体系

（一）课程体系设计思路

根据全省农技特岗人员定向培养要求，结合本行业典型岗位所需能力，以工作过程为导

向，毕业证与职业资格证双证融通情境教学，工学结合模块构建课程体系。

（二）职业岗位核心能力分析

根据行业特点，从基层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和工作内容出发，在构建高职现代农业专业

人才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时，围绕培养适应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一线所需要的，

德、智、体美诸方而个而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这主线；突出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产品

经营这两个方面；培养学生吃苦耐劳、扎根基层的敬业精神，善于沟通、团结协作的团队精

神，积极进取、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要求具有熟练掌握作物生产、植物保护、设施栽培、

农产品检验和农产品经营与管理等四大职业岗位核心能力。

（三）实践教学体系设计

实践教学体系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具体方案，包括实践教学的目标要求、内容、方式

和方法等。将各个实践教学环节（实验实习实训、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创新制作、社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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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等）通过合理配置，构建成以技术应用能力为主体，按基础技能、专业单项技能和专业综

合技能三大模块分层次循序渐进地安排实践教学内容，将实践教学的目标和任务具体落实到

各个实践教学环节中，使学生学到的不是支离破碎的东西，而是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所必

须具备的、完整的、系统的技能和技术。实践性教学其学时占培养方案总学时 60.4%，实践

教学体系改革做到理论与实践、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结合，能力培养贯穿于实践教学的全

过程。

①基础技能训练：专业基础技能如显微镜使用、简易制片、细菌革兰氏染色等技术，通

过实验课完成。

②专业单项技能训练：专业单项技能如植物病虫害预测预报、常见农作物病虫害防治、

农产品农残快速检测等，通过专业实训课完成。

③专业综合技能训练：在各单项实践技能训练的基础之上，培养学生掌握对各单项技能

的综合运用能力，结合生产项目和季节对生产的要求连续安排内容，贯穿整个学习过程中。

如作物生产的全过程。通过项目教学法、产学研相结合、跟岗实习、顶岗实习来完成。

（四）专业核心课程描述

通过对现代种业的现场调研，依据不同岗位群的主要工作过程，总结出作物生产技术、

植物保护技术、设施农业、农产品经营与管理、农业信息技术五大主要任务，专业核心课程

分析见下表。

1.作物栽培技术

职业核心能力课程，共 148 学时，7 学分，在第 3-4 学期开设。

课程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常见作物的种类和生物学特性，了解各器官的生长

发育过程及其与环境条件的关系和对产量形成的作用，掌握作物主要生育期间的田间诊断方

法，能根据作物生育特征能结合实际制定和实施作物高产栽培措施。

教学内容：作物栽培的概念，作物的生长发育，作物产量和品质的形成，作物栽培制度

和技术措施，常见作物（玉米、薯类、油菜、棉花、甘蔗、蔬菜、青稞）的栽培技术等。

课程考核：过程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理论考核与技能操作考核相结合。

2.植物保护技术

职业核心能力课程，共 148 学时，7 学分，在第 3-4 学期开设。

课程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常见病虫害的种类和生物学特性，掌握农药安全使

用技术，掌握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果蔬主要病虫害的形态特征，症状，发生规律、综合防

治技术，能够进行病虫害调查、统计和预测预报，能正确识别主要作物病虫害的种类并进行

防治。

教学内容：植物昆虫识别，植物病害识别，植物病虫害田间调查与预测预报，植物病虫

害综合防治途径，农药安全使用技术，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果蔬等作物病虫害识别与防治

技术等。

课程考核：过程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理论考核与技能操作考核相结合。

3.设施农业

职业核心能力课程，共 148 学时，7 学分，在第 3-4 学期开设。

课程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设施栽培的基础知识，无土栽培技术，常见蔬菜、



果树的设施栽培技术及栽培管理模式，能够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和优化设施蔬菜种植种类和品

种结构、合理安排设施蔬菜种植茬口、进行主要蔬菜的设施生产和管理，能够规划和设计设

施场地。

教学内容：设施农业概述，农业设施的类型、结构与性能，覆盖材料的种类和性能，设

施的环境特征及其控制，蔬菜、果树设施栽培，无土栽培等。

课程考核：过程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理论考核与技能操作考核相结合。

4.农村电子商务

职业核心能力课程，共 76 学时，3.5 学分，在第 5 学期开设。

课程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依托现在互联网技术，建立农业商务平台，进行农产品

管理、销售，客户管理，信息物流管理等。

教学内容：农村电子商务概述，农产品信息采集与处理，电子商务平台使用等。

课程考核：过程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理论考核与技能操作考核相结合。

5.农产品经营与管理

职业核心能力课程，共 76 学时，3.5 学分，在第 5 学期开设。

课程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熟悉农产品营销理念与经营决策、农产品贸易（购、销、

运、存）业务知识和、现代物流的基本理论和农产品储运的基本知识，掌握农产品贸易谈判

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能从事农产品和农资采购、流通及销售，能处理农资市

场售后的常见问题，具备一定的开拓农产品及农资市场、依法经营和维权和供应链管理和物

流企业管理能力。

教学内容：农产品市场营销认知，农产品市场分析，农产品市场调查，农产品市场的细

分及定位，农产品营销策略，农产品销售方式选择，农产品物流，农资的经营，农业企业管

理等。

课程考核：过程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理论考核与技能操作考核相结合。

6.农产品检验技术

职业核心能力课程，共 80 学时，4学分，在第 3学期开设。

课程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了解农产品检验的任务、作用及实施步骤，掌握检测样

品的采集与处理方法、农产品分级的标准与方法、感官检验技术、物理检验技术等农产品检

验分析、技术，掌握常用仪器的使用和维护方法。

教学内容：检测样品的采集与处理，感官检验技术，物理检验技术，微生物检验技术，

仪器分析技术、营养物质检验、有毒有害物质检验等。

课程考核：过程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理论考核与技能操作考核相结合。

（五）专业教学进程安排

表 2 2019 级三年制高职现代农业专业教学进程安排表

课程

平台

课程

模块

课程

类型

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分配 开设学期及周课时
考核

方式
备注

总学

时
理论 实践 1 2 3 4 5 6

人

文

素

质

课

程

平

台

理论课 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 48 40 8 3 考查

理论课 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4 64 48 16 4 考试



课程

平台

课程

模块

课程

类型

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分配 开设学期及周课时
考核

方式
备注

总学

时
理论 实践 1 2 3 4 5 6

理论课 3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2 30 20 10 2 考查

理论课 4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36 36 2 考查

理实一体课 5 应用文写作 4 64 32 32 4 考试

理实一体课 6 演讲与口才 2 36 24 12 2 考查

理论课 7 大学英语（1）（2） 8 128 128 0 4 4 考试

实践课 8 体育与健康（1）（2）（3）（4） 8 128 16 112 2 2 2 2 考查

理实一体课 9 计算机应用基础 4 64 32 32 4 考查

理实一体课 10 入学教育、军事训练与国防教育 2 2w 8 40 2w 考查

理论课 11 形势与政策（讲座） 1 16 16 0 1-5 学期，每期 8 课时
课余时间

安排

理论课 12 安全教育（讲座） 1 1w 10 10 1-5 学期，每期一次
课余时间

安排

理实一体课 13 创业基础（讲座） 2 32 16 16 1-5 学期，每期三次
课余时间

安排

理论课 14 毕业教育 1 1w 20 4 1w

小计（修满 44学分） 44 738 446 292 17 14 2 2 2

职
业
领
域
课
程
平
台

专

业

基

础

技

能

模

块

理实一体课 1 应用化学 3 60 32 28 4 考试

应用化学实训 1 28 0 28 1w

理实一体课 2 农业概论 1.5 30 18 12 2 考试

理实一体课 3 植物与植物生理 3 56 32 24 4 考试

植物与植物生理实训 1 28 0 28 1w

理实一体课 4 土壤肥料学 3 56 28 28 4 考试

土壤肥料学实训 1 28 0 28 1w

理论课 5 农业政策与法规 1 20 20 0 2 考查

理实一体课 6 农业微生物 1.5 28 18 10 2

理实一体课 7 农业技术推广 2.5 48 32 16 4 考试

理实一体课 8 田间试验与生物统计 1 24 16 8 2 考试

理实一体课 9 现代农业装备 2.5 48 40 8 4 考查

小计（修满 22 学分） 22 454 236 218 6 10 4 2 6

职

业

核

心

能

力

模

理实一体课 1 作物栽培技术 5 92 56 36 4 4 考试

作物栽培技术实训 2 56 0 56 1w 1w

理实一体课 2 植物保护技术 5 92 56 36 4 4 考试

植物保护技术实训 2 56 0 56 1w 1w



课程

平台

课程

模块

课程

类型

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分配 开设学期及周课时
考核

方式
备注

总学

时
理论 实践 1 2 3 4 5 6

块 理实一体课 3 设施农业 5 92 56 36 4 4 考试

设施农业实训 2 56 0 56 1w 1w

理实一体课 4 农村电子商务 2.5 48 32 16 4 考试

农村电子商务实训 1 28 0 28 1w

理实一体课 5 农产品经营与管理 2.5 48 32 16 6 考试

农产品经营与管理实训 1 28 0 28 1w

理实一体课 6 农产品检验技术 2.5 52 32 20 4 考试

农产品检验技术实训 1 28 0 28 1w

实践课 7 技能抽查 2 56 0 56 2w

实践课 8 毕业设计（论文）及答辩 3 84 0 84 3 w

实践课 9 顶岗实习 17 476 0 476 半年

小计（修满 53.5 学分） 53.5 1292 264 1028 0 0 16 12 10 0

职

业

领

域

拓

展

模

块

理实一体课 1 蔬菜栽培 1 26 16 10 2 考查

蔬菜栽培实训 1 28 0 28 1w

理实一体课 2 果树栽培 1.5 28 18 10 2 考查

果树栽培实训 1 28 0 28 1w

理实一体课 3 农业区划与布局 2 40 16 24 4 考查

农业区划与布局实训 1 28 0 28 1w

理实一体课 4 农业生态学 1 20 14 6 2 考查

理论课 5 杂交水稻国际推广务实 1 20 18 2 2

实践课 6 综合实训课 1 20 0 20 2

理实一体课 7 植物组织培养技术 1.5 32 12 20 4 考查

三选

一

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实训 1 28 0 28 1w

理实一体课 8 苗木生产技术 1.5 32 12 20 4 考查

苗木生产技术实训 1 28 0 28 1w

理实一体课 9 食用菌栽培技术 1.5 32 12 20 4 考查

食用菌栽培技术实训 1 28 0 28 1w

小计（修满 13学分） 13 298 94 204 0 2 2 8 6

合计（修满 88.5 学分） 88.5 2044 594 1450 6 12 22 22 22

持
续
发
展

课
程
平
台

持

续

发

理论课 1 舌尖上的植物学 2 28 28 0 2 考查 网络课

理论课 2 职业素质养成 2 28 28 0 2 考查 网络课



课程

平台

课程

模块

课程

类型

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分配 开设学期及周课时
考核

方式
备注

总学

时
理论 实践 1 2 3 4 5 6

展

模

块

理论课 3 现代社交与礼仪 1 10 10 0 1 考查 网络课

理论课 4 市场营销 1 10 10 1 考查 网络课

理论课 5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2 28 28 0 2 考查

小计（修满 8 学分） 8 104 104 0 2 2 2 2

总学分、学时数 140.5 2886 1144 1742 25 26 26 26 26

注：考核方式：考查、考试

表 3 现代农业专业教学周数安排表

学

年

学

期
周数

周数分配

军训及

入学教育

课堂

教学

课程

设计

技能

实训

技能

考核

顶岗

实习

毕业论文（设

计）及答辩

毕业

教育
机动

复习

考试

一

1 20 2 15 1 1 1

2 20 15 3 1 1

二

3 20 13 5 1 1

4 20 14 4 1 1

三

5 20 13 3 2 1 1

6 20 6 个月 3 1

合计 120 2 70 16 2 6 个月 3 1 5 5

表 4 集中实践教学安排表

序号 教学内容

各学期安排周数 时间安排

（周次）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应用化学 1 15

2 植物与植物生理 1 13

3 土壤肥料学 1 14

4 果树栽培 1 13

5 蔬菜栽培 1 13

6 作物栽培技术 1 1 12/13



7 植物保护技术 1 1 12/13

8 设施农业 1 1 10/10

9 农产品经营与管理 1 12

10 农村电子商务 1 13

11 农产品检验技术 1 11

12 农业区划与布局 1 14

13 植物组织培养技术/食用菌栽培技术/苗木生产技术 1 14

合计 1 3 5 4 3

说明：每年寒暑假学生回生源地作社会调查。

表 5 课时与学分分配表

课程类型
课程

门数

课时分配 学分分配

备 注

合计
理论

课时

实践

课时

实践课时

比例（%）
学分

比例

（%）

人文素质课 14 738 446 292 39.6 44 31.3

专业基础课 9 454 236 218 48.0 22 15.7

专业核心课 9 1292 264 1028 79.6 53.5 38.0

专业拓展课 7 298 94 204 68.5 13 9.3

持续发展课 5 104 104 0 0 8 5.7

总计 43 2886 1144 1742 60.4 140.5 100

六、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表 6 师资配置与要求

序

号

专业核心课程

名称
能力结构要求

专任教师 企业兼职教师

数量 要求 数量 要求

1 作物栽培技术

具有扎实的作物栽

培理论知识和实际

操作经验

1-2

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中

级以上职称，至少熟悉 2

种以上主要农作物的高

产栽培技术。

1

从事作物高产

栽培工作 3年以

上。

2 设施农业

具有扎实的设施栽

培理论知识和实际

操作经验。

1-2

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中

级以上职称，有在农机企

业从事农机使用与维修

工作的实践经验。

1

从事设施蔬菜、

花卉生产工作 3

年以上。



3 植物保护技术

掌握昆虫学、病理

学理论知识和作物

病虫害防治技术。

1-2

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中

级以上职称，有相关实践

经验。

1
从事植保工作 3

年以上。

4 农业信息技术

熟练操作相关软件

进行农业信息收

集、分析、处理，

能够进行农业信息

化建设。

1-2

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中

级以上职称，有农产品检

验相关证书。

1

从事农产信息

技术相关工作 3

年以上。

5 农产品经营与管理

掌握农业企业管理

知识和农产品营销

相关技巧。

1-2
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中

级以上职称
1

在农业企业任

营销经理以上

职位。

6 农产品检验技术

掌握农产品检验相

关技术和、仪器设

备的使用方法。

1-2
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中

级以上职称
1

从事农产品检

验相关工作 3年

以上。

（二）实践教学条件

1.校内实训（实验）条件

表 7 校内实训（实验）条件教学条件配置与要求

序
号

实验实训室名称 主要设备配置要求 课程 实践教学项目

1 标本室
标本柜（架）、植物标本、昆虫标本、

植物病理标本

植物生长与环境、植

物保护技术

杂草识别、作物病

虫识别

2 显微镜室
标准中央实验台、双目生物显微镜、双

目生物显微镜、

植物生长与环境、植

物保护技术

植物形态结构实

训、昆虫实训、病

理实训

3 综合实训室

标准中央实验台、箱式电阻炉、小电炉、

电热鼓风干燥箱、电热恒温水浴锅、磁

力加热搅拌器、火焰光度计、电热蒸馏

水器、酸度计、电子天平、离子交换纯

水器、托盘扭力天平、通风柜、恒温培

养箱、干燥箱、冰箱。

植物生长与环境、植

物保护技术、

作物生产技术、

遗传基础、

应用化学。

相关课程单项技能

实训

4 组织培养实训室

超净工作台、相差显微镜（有照相系

统）、恒温培养箱、干燥箱、水纯化装

置、冰箱（普通冰箱、低温冰箱、超低

温冰箱）、细胞冷冻储存器、离心机、

天平（精密天平、分析天平）

植物组织培养技术 植物组织培养实训

http://detail.zol.com.cn/microscope/index380253.shtml?from=360onebox


5
农产品检验实训

室

标准中央实验台、分样器（钟鼎式、横

格）、套筛（含筛选振动器）、光照发芽

箱、电热鼓风干燥箱、数粒仪、快速水

分测定仪、粉碎机、电子天平、抽湿机、

电子秤、电冰箱、显微镜、干湿度计、

扦样器、冷藏样品柜。

农产品检验技术 农产品检验实训

6
农产品经营与管

理实训室

教学服务器、学生用电脑终端、市场营

销模拟教学系统、客户管理模拟教学系

统、物流管理模拟教学系统、网络营销

模拟教学系统、企业资源计划（ERP）

模拟教学系统、仓储管理模拟教学系统

农产品经营与管理
农产品经营与管理

实训

2.校外实训、实习基地

表 8 校外实训、实习基地条件教学条件配置与要求

序

号
实训实习基地名称 配置要求 主要实践项目 人数 合作企业

1
湖南隆平种业有限公

司怀化实训基地

种子企业

标准配置
专业综合实训 50

湖南隆平种业有限

公司

2
湖南大北农集团怀化

实训基地

农业企业

标准配置
专业综合实训 30 大北农集团

3
怀化富丰农业高科技

有限公司实训基地

农业企业

标准配置
专业综合实训 30

怀化富丰农业高科

技有限公司

4

湖南省安江杂交水稻

研究所怀化职业技术

学院实训基地

科研院所

相应要求
水稻新品种选育 30

湖南省安江杂交水

稻研究所

5

湖南奥谱隆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怀化职业技

术学院实训基地

种子企业

标准配置
专业综合实训 30

湖南奥谱隆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三）教学资源

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区、市）关于教材选用的有关要求，健全本校教材选用制度。根据

需要组织编写校本教材，开发教学资源。

（四）教学方法

1.教学实施

按照“教、学、做合一”的总体原则，根据课程性质、农事季节和作物生长规律，采用

班级授课、分组教学、现场教学、实践训练、讨论、讲座等形式组织教学；不断改革教学方

法，采用现场教学、案例教学、任务驱动教学等方法；不断创新教学手段，利用网络、多媒

体、空间等信息化手段，倡导学生利用信息化手段自主学习、自主探索，积极开展师生教学

互动，达到共同学习、共同提高的目的。

2.教学指导

以学习者为中心，改变传统的师生关系，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引导、帮助和组织作用，

http://www.aplkj.com/
http://www.aplkj.com/
http://www.aplkj.com/
http://www.aplkj.com/


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加强学生学习过程的指导，及时解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困难

和问题。

3.教学内容补充与更新

（1）根据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及时调整和更新有关教学内容。

（2）根据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发展和岗位变化的要求，及时调整、更新和补充专业教学

内容。

（3）创造条件，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引进吸收国际通用的技术与标准，适时调整、

更新和补充专业教学内容。

（五）教学特色

1.专业建设模式特色

（1）“专企所一体化”的专业建设模式

依托专业创办产业，依靠人才开展研究，形成了独特的“专企所一体化”专业建设模式，

学院拥有杂交水稻研究所和种子企业，教师在课堂以老师省份插手专业知识与技能，在研究

所以导师身份带领学生开展研究工作，培养学生的科研素养及能力，在企业以经理省份培养

学生生产、经营、管理能力。学生入校后，从科学研究-成果应用开发-技术服务全程参与，

真正将“专业”、“企业”、“研究所”融为一体。

（2）“三平台、三阶段、产学研推四位一体的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作物农业生产季节，开发了“三平台、三阶段、产学研推四位一体的现代学徒制”

人才培养模式。“三平台”即以“学院、研究所、企业”三方为平台共同培养学生。“三阶段”

的第一阶段为“学校学习学期”，学生入学后的第 1-2 学期，在校学习公共文化课、专业课，

并进行单项技能训练，在农业生产关键时期到校办企业参与实践；第二阶段为“跟岗工作学

期”，在第 3-5 学期，学生在合作企业及校内研究所由技术专家及科研人员以师傅带徒弟的

形式带领参与生产、营销及科研，闲暇时间和晚上由带队老师授课，任务完成后回校集中授

课并进行单项技能训练，“跟岗工作学期”根据作物生产季节设计，既符合农业企业人力资

源使用计划，又使学生有时间完成全部的工作环节，训练形成完整的知识经验，同时又不影

响学生系统完整的专业知识学习；第三阶段为“顶岗工作学期”，在第 6学期，学生回生源

地顶岗实习 6 个月。在此模式下，学生毕业时，共完成两个生产季节的作物生产与经营及科

研实践。

2.课程体系特色

根据行业需要和市场变化，不断优化课程结构，进行课程调整和课程整合，建成了课程

重新分解与综合的双向轨道，形成了理论与实践并重且始终贯穿素质教育的课程体系。理论

课程，不再强调理论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而是强调针对性和应用性。强化实践教学，突出学

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注重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教学做合一”，学练并重，逐步建立起了

理论、实践和素质教育三大课程体系。

（1）依据基本素质和能力培养的要求，构建相应的理论课程体系模块

首先，构建基本素质模块课程体系：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两课）、应用语文、计算机应

用基础、英语、应用数学、体育与健康、应用化学、跨学科任选课；其次，构建作物繁育技

术模块课程体系：植物生长与环境、植物保护技术、作物栽培技术、农业生产原理、农产品



检验技术、生物统计；第三，构建农产品市场营销模块课程体系：农产品经营与管理、农产

品检验技术、农产品储藏加工；最后，构建作物新品种选育模块课程体系：生物统计、植物

生长与环境、植物保护技术、农业市场原理。

（2）根据专业能力要素，建立与理论教学相适应的实践教学体系模块

实践教学体系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具体方案，包括实践教学的目标要求、内容、方式

和方法等。将各个实践教学环节（实验实习实训、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创新制作、社会实

践等）通过合理配置，构建成以技术应用能力为主体，按基础技能、专业单项技能和专业综

合技能三大模块分层次循序渐进地安排实践教学内容，将实践教学的目标和任务具体落实到

各个实践教学环节中，使学生学到的不是支离破碎的东西，而是高等技术应用性人才所必须

具备的、完整的、系统的技能和技术。实践性教学其学时占培养方案总学时 55.5%，实践教

学体系改革做到理论与实践、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结合，能力培养贯穿于实践教学的全过

程。

①基础技能训练：专业基础技能如显微镜使用、徒手切片、简易制片、细菌革兰氏染色

等技术，通过实验课完成。

②专业单项技能训练：专业单项技能如水稻塑盘育秧技术、水稻旱育秧技术、水稻抛秧

技术等，通过专业实训课完成。

③专业综合技能训练：在各单项实践技能训练的基础之上，培养学生掌握对各单项技能

的综合运用能力，结合生产项目和季节对生产的要求连续安排内容，贯穿整个学习过程中。

如作物生产的全过程。通过项目教学法、产学研相结合、跟岗实习、顶岗实习来完成。

（六）教学评价

对教师教学、学生学习评价的方式方法提出建议。对学生的学业考核评价内容应兼顾认

知、技能、情感等方面，评价应体现评价标准、评价主体、评价方式、评价过程的多元化，

如观察、口试、笔试、顶岗操作、职业技能大赛、职业资格鉴定等评价、评定方式。要加强

对教学过程的质量监控，改革教学评价的标准和方法。

（七）质量管理

建立健全院系两级的质量保障体系。以保障和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运用系统方法，依

靠必要的组织结构，统筹考虑影响教学质量的各主要因素，结合教学诊断与改进、质量年报

等职业院校自主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工作，统筹管理学校各部门、各环节的教学质量管理活

动，形成任务、职责、权限明确，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质量管理有机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