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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生产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  作物生产技术 

二、专业代码  510101 

三、招生对象   普通高中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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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能力。 

3、素质要求 

科学文化素质、职业素质、思想品德素质、身心素质等。 

七、职业资格证书 

农作物种子繁育员、农艺工。拖拉机驾驶员、蔬菜园艺工等（选考）。 

八、课程体系与核心课程（教学内容） 

（一）课程体系 

1、公共基础课 

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应用语文、大学英语、体育、计算机应用基础 

2、职业基础课 

植物与植物生理、土壤改良与施肥、田间试验、农业气象、作物遗传育种 

3、职业能力核心课 

作物栽培、作物种子生产、种子贮藏加工与检验、植物病虫害防治、农业机械 

4、职业素质拓展课 

企业经营管理、食药用菌栽培、蔬菜栽培、节水灌溉技术、植物组织培养、公关礼

仪、就业与创业指导、市场营销、应用英语、文学艺术欣赏、心理与素质教育、思政实

践、专题、报告。 

（二）职业能力核心课程主要内容 

课程 

名称 
课程目标 课程主要内容 学时 

作物 

栽培 

生产技术员主要能力培养课程和专

职能力培养课程，培养设计作物生

产方案；根据市场需求和环境选择

品种，进行播种准备和播种；根据

作物长势，适时进行环境调控、肥

水管理；测定产量、产品收获，及

种子精选；组织指导农户实施生产

计划等能力。 

大田作物选择品种，播种准备和播种；

根据作物长势，适时进行环境调控、

肥水管理；测定产量、产品收获，及

种子精选。 

120 

种子生产 生产技术员主要能力培养课程，培

养种子生产（含亲本生产）过程中

的基地落实、播种、苗期管理、去

杂去雄授粉、收获晾晒（烘干）、收

 种子生产（含亲本生产）过程中的基

地落实、播种、苗期管理、去杂去雄

授粉、收获晾晒（烘干）、收购能力。 

62 



4 

 

购能力，培养生产过程中的农户管

理与技术服务能力。 
种子贮藏

加工与检

验 

生产技术员、种子加工技术员、种

子质量检验员和种子仓库管理员主

要能力培养课程。培养种子质量检

验过程中田间检验、加工过程检验

和产品室内检验，种子加工过程中

果实加工、籽粒加工和设备使用维

护，种子企业仓储过程中的半成品

仓储、产品仓储和物料、器械仓储

等能力。 

种子质量检验过程中田间检验、加工

过程检验和产品室内检验，种子加工

过程中果实加工、籽粒加工和设备使

用维护，种子企业仓储过程中的半成

品仓储、产品仓储和物料、器械仓储。 

86 

植物病虫

害防治 

生产技术员、病虫害防治员主要能

力培养课程。培养作物生产过程中

植物有害生物的识别、调查和防治

作业。 
 

作物生产过程中植物有害生物的识别、

调查和防治作业。①发现植物有害生

物并识别种类；②调查（监测）植物

有害生物发生的种类和为害情况；③

制定植物有害生物防治方案，实施和

组织指导农户植物有害生物综合防治

（IPM）；④安全合理地使用农药和组

织指导农户使用农药防治植物有害生

物。 

120 

农业机械 通过学习各类典型农业机械的一般

构造、工作原理、技术要求和使用

维护，使学生学会常用作物机械的

使用方法并进行故障排除。 
 

《农业机械》是将常用农用机械的工

作原理部分和使用维护技术紧密结合

的一门课，对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划分

为七个学习情境，包括农业机械国内

外发展现状的调查、拖拉机基础知识、

土壤耕作机械、播种施肥机械的构造

分类与使用维护、收获机械使用维护、

典型作物加工设备、作物贮藏设备。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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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活动时间安排表 

学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合计 

教学周数 20 20 20 20 20 20 120 

课堂理论与实训教学（周） 13.8 14.4 15 15.2 5.6 0 64 

课程教学实习 
1.2 
(6 天)  

2.6 
(13天) 

2.0(1
0 天) 

1.8(9
天) 

0.4(2
天) 

0 8.0 

顶岗（毕业）实习     12+6* 6+14 32+6* 
入学教育、国防教育及军训 2      2 
公益劳动        
职业技能鉴定        

停课集

中实践

活 动

（周） 

其他实践教学        

机动（周） 1 1 1 1 1  5 

考试（周） 2 2 2 2 1  9 

注：春季机动为运动会和“五一”节日，秋季机动为“十一”节日。 
*寒假期间顶岗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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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设置及学时学分分配表 
总学时  开设学期和周学时 学分 考核方式 

学习

领域 
编
号 课程名称 合 

计 
理实
一体
课 

讲授 实训 
教 学 
实 习 
（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考 
试 

考 
查 

1 思想品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 

40  34 6  3     3 √  

2 形势与政策 14  12 2  1     1  √ 

3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58  50 8   4     4 √  

4 应用语文 56  44 12  2 2     3 √  

5 大学英语 56  44 12  2 2    3 √  

6 体育 86  10 76  2 2 1 1   4.5  √ 

7 计算机应用基
础 58  28 30   4     3 √  

公共

基础 
课 

小计 368  222 146  10 14 1 1  21.5   

8 植物与植物 
生理 114  58 56 0/0.6 4 4    6+0.6 √  

9 土壤改良与 
施肥 84  44 40  4 2      4.5 √  

10 田间试验 28  14 14  2       1.5 √  

11 农业气象 30  16 14 0.4   2    1.5+0.
4 

√  

12 作物遗传育种 114  58 56  4 4     6 √  

职业

基础

课 

小计 370  190 180  14 10 2    

顶

岗

实

习 

顶

岗

实

习 

毕

业

实

习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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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学时  开设学期和周学时 学分 考核方式 学

习 

领

域 

编

号 
课程名称 合 

计 

理实

一体

课 
讲授 

实

训 

教 学 
实 习
（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考 
试 

考 
查 

13 作物栽培 120 20 50 50    4 4  6.5 √  

14 作物种子生产 60 10 26 24     4  3 √  

15 种子贮藏加工与检验 86 10 52 24 0.4/0.4  2 4   4.5+0.8 √  

16 植物病虫害防治 120 20 50 50 0.4/0.4   4 4  6.5+0.8 √  

17 农业机械 120 20 50 50 0.4/0.4   4 4  6+0.8 √  
18 综合性实训课     1.2/1.6      2.8   

职

业 
能

力 
核

心 
课 

小计 506 80 228 198   2 16 16  26.5+5.2   
18 农业企业经营管理 22  12 10      4 3  √ 
19 食药用菌栽培  60  30 30 1.0    4  3+1.0  √ 
20 蔬菜生产技术 22  12 12 0.4     4 3+0.4  √ 
21 节水灌溉技术 22  12 10      4 1.5  √ 
22 植物组织培养 60  30 30 0.4   4   3+0.4  √ 
23 市场营销 22 22        4 1.5  √ 
24 就业与创业指导 12  6 6      2 0.5  √ 

25 应用英语      讲座  3  √ 

26 文学艺术欣赏      讲座  ①  √ 
27 心理与素质教育      讲座  ①  √ 

28 思政实践专题报告      讲座  ①  √ 

         

顶 
岗 
实 
习 

顶

岗

实

习 

毕

业

实

习 

①  √ 
小计 198  102 96    4 4 18  19.5+1.6   

职

业 
素

质 
拓

展 
课 

合计 1442 80 724 638  24 26 23 21 18  87.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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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停课集中实习周数分配表 

各学期停课集中实习周数分配（周） 合计 序号 
实训项目名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作物遗传

育种 

0.4 0.6     1.0 

土壤改良

与施肥 

0.4 0.2     0.6 

作物栽培 0.2 0.4     0.6 

作物种子

生产 

 0.4     0.4 

综合性实

训 

田间试验 0.2      0.2 

1 

合计 1.2 1.6     2.8 

2 植物与植物生理  0.6     0.6 

4 农业气象   0.4    0.4 

8 植物病虫害防治   0.4 0.4   0.8 

9 植物组织培养   0.4    0.4 

11 种子贮藏加工与检验  0.4 0.4    0.8 

12 农业机械   0.4 0.4   0.8 

13 食药用菌栽培    1.0   1.0 

14 蔬菜栽培     0.4  0.4 

小计 1.2 2.6 2.0 1.8 0.4  8.0 

注：“实训项目名称”即为课程名称。 

（六）课程、学时结构比例 

1、课程结构比例 

 

2、学时分配结构比例 

学习领域 公共基础课 职业基础课 
职业能力核心

课 
职业素质拓展

课 
合计 

学时数 368 370 506 198 1442 

％ 25.5 25.7 35.1 13.7 100 

课程类型 能力导向的理论课 
能力导向的理论+实践

课 
理实一体课 合计 

学时数 724 638 80 1442 

％ 50.2 44.2 5.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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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制与学分要求 

基准学制为 3 年，实行学分制教学管理模式，修业年限为 3～5 年。学生至少应修

满 117.3 学分，其中课堂教学 85.5 学分（含实训），教学实习 8.8 学分（实习 1 周并

通过技能考核计 1 学分），军训 2 学分，顶岗（毕业）实习 20 学分，职业技能鉴定 1

学分。课堂教学中公共基础课 20 学分，职业基础课 19.5 学分，职业能力核心课 26.5

学分，职业素质拓展课 19.5学分（人文素质等讲座不计入总学分中）。 

4、毕业条件 

（1）学生至少修满 117.3 学分； 

（2）至少取得一种必考职业资格证书； 

（3）计算机达到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 B； 

（4）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 

九、专业办学基本条件和教学建议 

（一）专业教学团队 

1、专业师生比专业教师数与在校学生数比例在不少于 1:18。每门课程具备任课资

质的教师不少于 3人，每教师每周任课时数不超过 16学时。 

2、专任教师  具备担任课程的专业教育背景和科研开发能力，具备必要职业技术

教育学科和课程理论水平和教研能力，具备专业或企业一线工作经历。50%以上教师具

备副教授以上职称及高级技师职业资格，80%以上教师具备讲师以上职称及技师资格。40

岁以下教师具备硕士及以上学位。 

3、兼职教师  顶岗实习指导教师具备中职以上学历和 3年以上企业一线工作经历。

专业课兼职教师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和 5年以上企业一线工作经历。 

4、每个实训室和校内实训基地配备实训教师。 

（二）教学设施 

1、种子工程及土壤肥料、植物保护、植物生产、植物及植物生理、种子营销实训

室能够满足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和专业拓展课的实验、室内实训和室内技能训练要

求。 

2、校内实训基地能够实施植物生产及种子（含蔬菜、花卉等）生产的全过程（覆

盖主要典型工作任务）校内生产实训和技能训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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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外实训基地能够满足种子生产顶岗（6个月）实习和种子加工贮藏、种子营销

实训要求。 

4、具备网络教学条件的信息网络技术设施。 

（三）教学资源 

1、国家规划教材与校本教材并行，能够反映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一线的最新

要求。学校图书馆提供相应的图书借阅和资料查询。 

2、主要课程能够提供支持学生网络自主学习的数字化学习资源，包括人才培养方

案和课程标准、教学方案、教学资料和多媒体资源、习题训练、模拟考核等内容。要求

目标明确，内容理论实践兼顾，师生互动，更新及时。 

（四）教学方法、手段与教学形式建议 

1、主要采用工学结合的项目教学法、任务引领教学法等基于工作过程的理论与实

践一体化的教学方法，重视技能训练和职业核心能力培养。 

2、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中心，网络数字化学习资源和多媒体教学手段为常规教学手

段。 

（五）教学评价、考核建议 

1、课程教学采用学生、教学系统和督导系统 3 渠道评价方式。人才质量保障采用

学校、企业、教育行政部门和社会 4方评价方式。 

2、考核采用理论考试、实践考核结合，教师评价与学生评价结合，灵活选择闭卷

考试、作业评价、实训报告评价、技能考核、过程评价等多种方式进行。 

（六）教学管理 

1、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为质量评价标准，采用多方多渠道分工合作，

按照评价规范保障人才培养质量。 

2、以专业建设规划和建设方案为依据，采用多方多渠道渠道分工合作，按照评估

规范保障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师资建设、实训基地建设等建设质量。 

十、继续专业学习深造建议 

1、升入高职本科种植类、生物类专业学习； 

2、升入大学本科种植类、生物类专业学习； 

3、参加国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或参加其他非全日制成人本科种植类、生物类专

业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