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2023 年种植专业教学计划 

  种植养植技术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  

    一、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具有综合素质和种

植岗位职业能力，能胜任种植业生产、经营管理、技术推广

和信息服务等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农村实用人才。具体要

求是：  1．具有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和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具有良好的道德和行为规范。  

2．掌握农作物生产技术、蔬菜生产技术、果树生产技术、

花卉生产技术和中草药生产技术专业所必需的基本理论、专

业知识和职业技能。  3．能够承担本地区农作物生产、蔬

菜生产、果树生产、花卉生产和中草药生产、经营管理、技

术推广和信息服务工作，具备解决本地种植业生产实际问题

和种植技术推广的能力。  

    二、招生对象  

    招收具有初中（或相当于初中）毕业文化水平，有志于

在农村从事种植业生产、经营管理、技术推广和信息服务的

基层农技推广体系职工，农村基层组织带头人、种植大户、

农业科技示范户、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骨干、农民技术员、

复转军人以及应届初、高中毕业生。  

    三、学习形式与学制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1．学习形式：业余、半脱产或脱产。  2．学制：学

期制或以学分制为基础的弹性学制。学期制 2 年或 3 年，以

学分制为基础的弹性学制 2-6 年。  

    四、课程设置  

    全部课程分为四个模块，即公共基础模块、专业通修模

块、专业及专项技能模块和专业拓展模块。其中公共基础模

块作为文化知识基础，为培养科学素养、学习专业知识、掌

握职业技能和终身学习奠定基础；专业通修模块作为专业知

识基础，主要是使学员掌握种植业生产所必需的基础理论、

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专业及专项技能模块作为必备的专项

技术和技能要求，使学员熟练掌握 4-5 种综合生产技术，培

养学员岗位职业能力；专业拓展模块是在学习专业课程的基

础上的拓展、补充和完善，培养学员一专多能。  1．公共

基础模块：主要课程为新农村建设与新农民素质教育、农业

基础化学、法  

    律基础与农村政策法规。  2．专业通修模块：主要课

程为植物生产与环境、植物病虫草鼠害诊断与防治基础、农

业生产经营管理。  3．专业及专项技能模块：农作物生产

技术方向的主要课程为作物生产技术、3 门专项技术；果树

生产技术方向的主要课程为果树生产技术、2 门专项技术和

水果蔬菜花卉贮藏保鲜技术；蔬菜生产技术方向的主要课程

为蔬菜生产技术、2 门专项技术和水果蔬菜花卉贮藏保鲜技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术；花卉生产技术方向的主要课程为花卉生产技术、2 门专

项技术和实用装饰园艺；中草药生产技术方向的主要课程为

中草药种植技术、3 门专项技术。  4．专业拓展模块：专业

拓展课程安排 2 门。  

    五、课程安排及学时分配（见附表一）  

    六、教学媒体资源  

    教学媒体资源包括文字教材、声像教材、教学辅导材料、

网上教学辅导和教学指导纲要等。  

    1、新农村建设与新农民素质教育、植物生产与环境、

应用文写作、法律基础与农村政策法规、农业基础化学、植

物病虫草鼠害诊断与防治基础、农业生产经营管理课程使用

中央校统一编写设计的文字、声像教材或教学包。   

    2、其他课程选用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教材或地方教

材  

    七、教学安排  1.自学：学员自主学习，并按课程学习

指导（或教学辅导大纲）要求，全面自学文字教材。  

     2.授课：有声像教材的课程，由教学班组织学员利用

声像教材组织教学。无声像教材的课程由教学班组织面授。  

3.辅导：学员在自学文字教材及媒体教材的基础上，由辅导

教师对学员进行辅导，辅导课包括自学指导、答疑解难、作

业讲评、学习讨论和技能培训等。  4.实践：  

    （1）课程实验（实习）：按照课程教学要求，组织学员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唐·王勃

实验（实习），写出实验（实习）报告。  

    （2）专项技术培训：根据当地生产实际，选择相关的

专项技术文字、声像教材进行教学。  

    （3）毕业实践：根据专业教学要求组织学员进行综合

性生产实习或社会实践，指导学员写出实习报告或实践总结。  

    八、教学要求  1.教师要指导学员自主学习，组织学员

按学习小组进行讨论与交流等，并根据课程教学需要，利用

农闲进行面授辅导等集中教学活动。  2.教学中自学、声像

教学、辅导教学、实践教学各环节有机统一，以学员自学为

主体，声像教学为主导，辅导教学注重能力培养，加强实践

教学，培养学员的动手能力，逐步提高操作能力和技能水平，

实践教学的比例不得低于 40%。   

    3、教学要与生产、生活实践相结合，加强针对性和实

用性，注重提高学员学习兴趣，着力培养解决种植业生产问

题的能力。  

    九、各门课程主要内容  1．新农村建设和新农民素质

教育：讲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提高农民素质的关系，现

代农民应当具有的素质，提高农民素质的对策措施等。  

2．植物生产与环境：讲授植物生长发育和遗传变异基本知

识；光、温、水、土、肥等环境因素对植物生长发育的影响

及调控；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环境与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3．应用文写作：讲授常见生活应用文体、工作应用文体、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

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增广贤文》

经济文体和公文文体的格式，写作方法和要求，培养学员对

常见应用文的写作和使用能力。  4．法律基础与农村政策

法规：讲授宪法、刑法、民法、经济法等基本法律以及农业

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律制度、农村市场主体的法律制度、农

业生产安全法律制度、农民权益的法律保护等。  

     5．农业基础化学：讲授从事种植业、养殖业生产所必

需的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生物化学和分析化学基础知识，

以及在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中的应用。  6．植物病虫草鼠

害诊断与防治基础：讲授植物病虫害、农田杂草、农田鼠害

和农药等方面的基本知识，植物病虫害、农田杂草、农田鼠

害调查、预测预报、防治和农药施用的基本方法和技能。  

7．作物生产技术:讲授作物生长发育规律、农作物生产的基

本技术环节，几种主要作物的生产技术等。  8.果树生产技

术：讲授果树生长发育的主要特点与生产栽培基本技术（建

园、种植制度、土肥水管理、整形修剪）。  9．水果蔬菜花

卉贮藏保鲜技术：讲授水果、蔬菜、花卉贮藏保鲜原理、采

后贮藏方式、设施和管理、采后处理与运销、采后病害及防

治等。  10．蔬菜生产技术：讲授蔬菜生产的理论基础、基

本技术环节，蔬菜设施生产基础  

    及生产技术、覆盖材料的选择与适用等。  11．花卉生

产技术：讲授花卉现代化栽培、生产、繁育、养护管理等方

面的技术和操作技能等。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12．实用装饰园艺：讲授以园艺装饰为基础的家居、

楼宇、场馆等处所的基本技艺及插花技艺和欣赏。  13．中

草药种植技术：讲授中草药种植的基本技术环节，几种主要

中草药的生产技术等。  14．农业生产经营管理：讲授农业

和农村经济体制，配置农业生产资源，组织农业产前、产中、

产后的生产经营活动等。  

    十、考试考核  1．考核方式  

     学生的考试成绩由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两部分构

成。其中：  

    （1）形成性考核是对学生学习过程的测评，由平时作

业、实践环节或技能测评等组成，占总成绩的 40％。由教学

班组织考核。  

    （2）终结性考核为学期末的课程考试，占总成绩的 60％。  

2．考核时间  

    各门课程的形成性考核可根据教学进度和生产季节安

排，每学期期末集中进行该学期所学课程的终结性考核。形

成性考核不合格者，可在同一生产季节再组织一次考核，也

可在下一生产季节再次组织考核。终结性考核不合格者，实

行学期制的一般安排一次补考，最后一学期各门课程的统考、

补考均在期末完成；试行学分制的，可参加学制有效期限内

该门课程的任意一次考试作为补考。  3.课程结业考试及阅

卷按《广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考试办法》办理。技能考核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翟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林则徐

按照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规范进行考核，也可根据学员平时在

生产实践中对知识和技术运用的情况进行评定。  

     十  

    一、毕业颁证  1．将中专学历教育与“绿证”教育和

职业技能鉴定相衔接。专项技术课程修满 10个学分的学员，

可获得“绿证”相应岗位培训的结业证书；“绿证”结业学

员参加中专学历学习的，可相应免修 10 个学分的专项技术

课程。中专学历教育的专业通修课程和专项技术课程与职业

技能鉴定理论考核相对应的课程可相互免试，即：中专学历

教育课程考试合格的，可免相应岗位的职业技能鉴定理论考

核；获得职业技能鉴定证书的，可相应免修 5 个学分的专项

技术课程。  2.学生在学籍有效期内所修课程考核合格或取

得规定的毕业总学分，即可获得国家承认的中等教育毕业证

书。篇二：种植专业教学计划  

    种植专业教学计划   

    一、培养对象：  

     培养对象为应届初中毕业或往届初高中毕业或自愿从

事农业种植产业生产的青年农民。  

    二、培养目标：  

    种植专业是农村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专业体系，其培养

目标是：具有较强综合职业素质的为农村经济建设服务的应

用型人才，它要求学生在树立为农服务的意识同时，还要具



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汤显祖》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备会学习、会生活、会做事、会合作，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素质和一定专业技能，具有独立自主、开拓创新精神，有健

康的身心素质和较强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  

    具体如下：①较高的职业道德和创新精神；②系统的文

化科学知识和一定专业理论水平；③种植专业的主要生产技

能；④种植产品的加工技术；⑤市场调研及策划能力；⑥产

品经营及管理能力；⑦继续学习能力。  

    三、知识结构与技能结构要求： ㈠知识结构：  

    中职种植专业学生应具有一般性知识和专业知识，一般

性知识包括经济政治、农业政策法规、语言及文字表达、计

算机使用及维护等方面；专业知识主要包括专业基本理论和

专业生产技能，专业理论主要有：植物生理、作物生产与气

候、遗传育种、植物营养、植物病虫害等方面，专业生产技

能主要有：果茶生产、花卉苗木生产、蔬菜生产、食用菌生

产、烟草生产、大田作物生产及农副产品加工生产和市场营

销。  

    ㈡技能结构：  

     包括一般技能和职业能力：  

    一般技能是指：政策法规运用能力、语言文字能力、交

往合作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等。  

    职业能力是指：各种种植产品的生产能力、加工能力、

经营能力、市场抗风险能力、以及体现的职业情操和敬业品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行。  

    四、模块及课程设置：  

    五、课程计划（见表） 篇三：现代种植专业教学计划  

    现代种植专业教学计划  

     2023 年 09 月 11 日 农牧教研组  

    一、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掌握农业技术专业必

须的基本理论及基本技能，能直接从事农业技术工作的应用

型专业人才。  

    二、培养要求   

    1、掌握本专业必须的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及实践技能，

具有一定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先进技术的能力。   

    2、掌握植物形态解剖构造和分类的基本知识，植物生

命活动规律与外界环境条件的关系，植物学的一般实验技术

和主要生理指标的测定方法；掌握土壤的形成、组成、性质

及作物丰产的土壤环境条件与土壤肥力诸因素的相互关系、

动态变化和协调措施。   

    3、掌握农业为生物分离、接种、培养、鉴定的基本理

论、基本操作技能及几种主要食用、药用、农用菌的培养管

理方法。   

    4、掌握农作物、蔬菜的生物学基础及基本理论，掌握

我省主要农作  物、蔬菜的丰产栽培技术和储藏加工的基本



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几与草木同腐乎？——《罗贯中》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

理论和技能。   

    5、掌握植物保护的基本理论，农作物、蔬菜病虫的发

生发展规律，综合防治、预测预报的方法以及常用农药的性

质和使用方法。   

    6、掌握农作物、果树、蔬菜遗传学知识，主要农作物

育种知识和良种繁育技术，掌握种子生产与加工技术。  

    三、专业核心能力  

    农作物（果树、蔬菜、花卉、食用菌等）生产及开发推

广。   

    四、专业核心课程  

    有机化学、遗传学、作物栽培、作物育种学、种子学、

农副产品加工学、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学  

    五、主要实践环节  

    现代种植专业基本技能训练、栽培技术训练、病虫害防

治技术技能训练、育种及良种繁育技能训练、产品储藏与加

工技能训练、岗位就业综合实训等，以及主要特色课程和实

践环节。  

    六、就业面向  

    农业领域的技术与管理部门  

    七、修业年限：三年篇四：养殖专业教学计划  

    养殖专业教学计划  

    一、招生对象与学制  招生对象：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



我尽一杯，与君发三愿：一愿世清平，二愿身强健，三愿临老头，数与君相见。——《白居易》

百学须先立志。——朱熹

返乡农民工，农民技术员、乡村干部、科技示范户、养殖大

户、乡镇企业技术工人、高中毕业生和创业者。 学制：采

取弹性学制或部分时间制，实施学分制管理，利用农闲时间

集中学习，学习时间 150 学时。  

    二、培养目标与要求  

    根据区域农业经济发展要求，培养有一定政治觉悟，理

解惠农政策，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具有综合素质

和养殖岗位职业能力，能胜任养殖业生产、经营管理、技术

推广和信息服务等工作的应用型、实用型人才。具体要求是：   

    1、具有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和爱国主义、集

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具有良好的道德和行为规范。   

    2、掌握养猪技术、养禽技术、奶牛生产技术、牛羊生

产技术和特种经济动物生产技术所必需的基本理论、专业知

识和技能。   

    3、能够承担猪、禽、奶牛、牛羊和特种经济动物生产、

经营管理、技术推广和信息服务工作，具备解决养殖业生产

实际问题和畜牧科技推广的能力。  

    三 课程设置与教学要求  (一) 公共课模块  1.教学

目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通过相关各种课程的教学活动，引导学生树

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科学文化素养，打

好学习专业知识、掌握职业技能和接受继续教育的基础。  2.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云路鹏程九万里，雪窗萤火二十年。——《王实甫》

教学要求：与专业课教学、实践课教学和新农村建设与管理

的实际紧密联系起来，加强学生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和思维

能力训练和培养，并在文化课和专业课的各个教学环节中重

视融入德育内容。  3.教学内容：公民道德与法律、农村经

济与社会、党的理论与基础知识、创新与创业指导、普通话

与应用文、农村技术基础、卫生与健康。  

    新农村建设和新农民素质教育，讲授社会主义新型牧场

建设与提高职工科技文化素质的关系，新型养殖业的发展形

势和任务，应具备的素质和对政策的理解，做好现代养殖业。  

    （二）专业基础课程   

    1、养殖技术基础  

     讲授动物营养与饲料、畜禽繁育基础、环境卫生基础

和生态养殖技术知识。   

    2、应用文写作  

    讲授常见生活应用文体、工作应用文体、经济文体和公

文文体的格式，写作方法和要求，培养学员对常见应用文的

写作和使用能力。   

    3、法律基础与农村政策法规  

    讲授宪法、刑法、民法、经济法、农业法的基本法律，

农村土地承包法律制度，农村市场主体的法律制度，农业生

产安全法律制度，农民权益的法律保护。   

    4、动物疾病防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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