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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业定位 

1.1培养目标 

遵循党的教育方针，立足保定、面向京津冀区域农业行业企业，培养拥护党的基本

路线，懂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原理，具有良好职业道

德和人文素养，拥有健全人格和健康体魄，掌握作物生产技术专业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具备农作物及园艺作物生产、作物育种、种子生产与管理、作物病虫害防治、农资经营

等等职业能力，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1.2就业面向 

本专业毕业生主要就职于京津冀区域农作物及园艺作物生产单位（农业生产公司、

科技园区、种植大户），种子公司，农资（种子、农药、化肥）生产与经营部门，作物

育种单位，农业科研单位，县乡技术推广部门，从事农作物及园艺作物种植，作物品种

培育，种子生产，种子检测，农资营销，农业技术推广，农业科研辅助等工作。 

1.3主要职业能力 

1.3.1核心能力 

（1）自主学习：通过独立自主的阅读、听讲、观察、分析、质疑、探索、研究、实

践等方式，获取新知识、新技术、新本领，实现学习目标和可持续发展。 

（2）自我管理：通过自我认知/评估、自我监督/提醒、自我调控/克制、自我激励

/鼓励、自我评价/反省等过程，循序渐进塑造自我、提升自我，不断做到自我实现、自

我成就、自我超越。 

（3）信息获取：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等多种渠道，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及各种工

具，及时完整准确的获取、处理、表达、存储所需信息，为科学研究、管理决策、技术

革新和生产实践等提供前瞻性的依据。 

（4）创意创新：通过逻辑思维、形象思维、逆向思维、发散思维、系统思维、模

糊思维以及直觉、灵感等常规、超常规甚至反常规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认识事物，

提出与众不同的解决方案，形成新颖的、独到的、有社会意义的思维成果。 

（5）沟通表达：通过口头、书面及形体等语言方式，抱持着谦逊、温和、尊重的

态度，运用听、问、说等技巧，明确准确、言简意赅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实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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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对象的有效沟通。 

（6）交往合作：通过真诚友善、积极乐观的与同学、同事、领导、朋友、合作伙

伴等的交往，抱持着诚信、友爱、协作的态度，营造亲切友好的人际关系、工作环境和

团队合作氛围。 

（7）组织协调：根据项目任务要求，制定周密行动计划，统筹安排、整合、调度

人财物及各种资源，妥善协调上下、内外、左右各种关系，及时准确有效沟通信息、排

除各种干扰和“内耗”，激励团队成员团结协作、各负其责，顺利实现组织的任务目标。 

（8）应急应变：面对紧急、突发情况或事件，沉着冷静、处变不惊，准确判断、

迅速反应，控制事态、果断行动，以人为本、大局为重，轻重缓急、循序而定，多方协

调、合作完成。 

1.3.2专业能力 

（1）了解作物生产最新发展动态，熟悉作物种子生产、销售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

规范。 

（2）能够进行土壤理化性质测定，学会测土配方施肥技术。 

熟悉农作物育种、繁种的程序与方法。 

熟练进行农作物种子检测，掌握农作物种子生产与加工程序。 

具备农作物种子生产与经营管理能力。 

能够对农作物病虫草害进行识别与诊断。 

能够依据当地病虫草害发生规律，正确制定相关防控技术方案并实施。 

能够正确制定农作物生产计划、技术方案，准确进行苗情诊断，制定并实施栽培管

理措施。 

 

2 招生对象、修业年限 

2.1招生对象 

通过当年全国统一高考、对口升学统一考试、高职院校单独招生考试的普通高中和

职业高中毕业生。 

2.2修业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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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制 3 年，修业年限 3-5年。全学程时间分配一览见表 1、学分学时构成统计一览

见表 2。 

表 1 全学程时间分配表 

学年 第 1学年 第 2学年 第 3学年 
合计 

学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总周数 18 20 20 20 20 18 116 

入学教育及军训 2           2 

课内教学 12 16 16 16 16   76 

课程考核 1 1 1 1 1   5 

职业认知实习/社会实践 1 1 1 1 1   5 

毕业（顶岗）实习           15 15 

毕业教育/考核鉴定           1 1 

教学机动 2 2 2 2 2 2 12 

说明：①入学教育及军训环节由学工部负责；②课程教学由教务处根据人才培养

方案下达教学任务，各系部制定授课计划并组织实施；③课程考核每学期安排 1

周时间，可根据课程进行情况确定考核时间；④职业认知实习/社会实践环节原

则上安排在寒暑假中进行，由各系安排有关课程任课教师组织实施；⑤毕业顶岗

实习按照人才培养方案由各系制定具体实习方案并组织实施；⑥教学机动时间一

般用于国家法定假日和因故调课补课等方面。 

表 2 学分学时构成统计表 

总 

学 

分 

150 

课内学分 

125 

学时 

公共课 
必修：580 学时 25 学分 

选修： 72 学时  3学分 

专业课 
必修：1452学时 74 学分 

选修：60 学时 2学分 

毕业设计/论文/实训 必修：216学时 10学分 

毕业顶岗实习 必修：10 学分 

毕业教育及鉴定 必修：1 学分 

课外学分 

25 

激励性学分(5) 
专业性学分：2  

非专业性学分：3  

约束性学分(20) 
出勤性学分：12 

操行性学分：8 

 

3 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 

本专业课程设置由公共基础及基本素质课程和专业课程两部分构成，二者既相对独

立、又相辅相成，开课性质分必修和选修两种。课程设置和学分、学时分配及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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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一览见表 3（附件）。 

3.1公共基础和基本素质教育课程体系 

突出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及人文艺术素养方面的教育，同

时注重自主学习、自我管理、信息获取、创意创新及沟通表达、交往合作、组织协调、

应急应变等职业核心能力及素养方面的培养。 

必修部分主要包括入学教育及军训、军事理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教育和信息技术基础、英语、体育

及职业生涯规划、心理素质教育、社交礼仪与交往艺术、创业就业指导等课程。 

选修部分主要包括创业实务、创新思维训练、劳动合同法、女生课堂、传统文化与

修身、《道德经》与人生智慧、演讲与口才、篆刻艺术、合唱艺术等多门人文艺术类课

程。在第 2、3、4学期开设，学生根据自身爱好及条件选修。 

主要的课外实践活动：生涯规划大赛、法律知识竞赛、创新创业大赛、礼仪大赛、

职业技能大赛等。 

3.2专业课程体系 

根据本专业领域职业岗位及其典型工作任务，分析出应具备的主要技术能力，基于

工作过程系统化构建专业课程体系。本专业面向的职业岗位（群）能力分析见下表。 

表 3 职业岗位能力分析表 

职业岗位 典型工作任务 主要专业能力 主要支撑课程 

农业技术推广 大田作物栽培管理 

果树栽培管理 

蔬菜栽培管理 

植物病虫草害防治 

种子生产 

种子检测 

具备作物新品种、农业新

技术等试验推广及指导服务能

力。 

土壤肥料 

种子生产与管理 

作物栽培 

果树栽培 

蔬菜栽培 

植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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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资经营 种子经营 

农药经营 

化肥经营 

具备农资经营的能力（了

解农资市场状况，掌握农资营

销理论，能够进行农资市场营

销）。 

种子生产技术 

种子贮藏与加工 

土壤肥料 

农资经营 

种子生产与管

理 

作物良种繁育 

作物育种 

种子检测 

种子贮藏与加工 

具备管理大田作物制种技

术、处理常见生产技术问题的

能力；具备种子管理的能力。 

种子生产与管理 

种子贮藏与加工 

作物育种 

农作物及园艺

作物生产与管

理 

大田作物栽培管理 

果树栽培管理 

蔬菜栽培管理 

植物病虫草害防治 

具备大田作物及园艺作物

田间管理技术能力（掌握主要

大田作物及园艺作物生长发育

规律和作物的田间管理技术，

能够科学管理，实现作物高产

稳产目的）。 

具备作物病虫害防治能力

（具有农药的基础知识，掌握

病虫害的发生规律，选择正确

的农药进行科学防治）。 

 

作物栽培 

果树栽培 

蔬菜栽培 

植物保护 

科研辅助 作物良种选育与杂交

育种 

作物品种抗性鉴定 

农资（肥料、农药、

种子）型品种开发及

具备田间试验与统计能力

（能够独立进行试验设计与田

间调查，掌握农药、化肥、品种

的基本试验设计与统计。） 

具备配合作物育种技术人

员开展作物良种选育与杂交育

作物育种 

植物保护 

田间试验与统计 

土壤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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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研究 种的能力 

基于作物生产技术专业行业企业人才需求调研和本专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经充分研

讨论证，确定本专业核心课程为“作物育种”、“作物栽培”、“种子生产技术”、“土壤肥

料”和“植物保护”五门课程。 

实践教学活动主要包括专项技能训练、课程教学实训、综合实训、毕业设计和毕业

顶岗实习。 

3.3专业核心课程及主要实践活动介绍 

3.3.1专业核心课程介绍 

（1）作物育种   

主要学习主要农作物育种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在校内外建立作物育种试验田和教学

生产基地，利用真实的生产环境开展实践教学，教学做一体化；根据生产活动、实践教

学内容确定理论教学内容；在农闲季节进行系统理论授课。 

（2）作物栽培   

主要学习河北省主要农作物生长发育规律及其与环境条件的关系，掌握农作物实现

高产、优质、高效的栽培理论的技术。在校内建立小麦、玉米、棉花、花生、甘薯等教

学生产田，利用真实的生产环境开展实践教学，力求做到教学做一体化；根据生产活动、

实践教学内容确定理论教学内容；在农闲季节进行系统理论授课。 

（3）种子生产技术   

主要学习主要农作物种子加速繁育并提高产量的技术，种子质量评价方法。在承德

建立种子生产教学基地，利用真实的生产环境开展实践教学，力求做到教学做一体化；

根据生产活动、实践教学内容确定理论教学内容；在农闲季节进行系统理论授课。 

（4）土壤肥料   

主要讲解土壤理化性质、土壤肥力的变化规律，土壤合理利用与改良；常用肥料的

主要性质及施用，肥料的合理分配及平衡施肥技术。以培养土壤肥力为教学主线，紧紧

围绕提高土壤肥力措施开展教学，将测土施肥引入课堂，与生产实际相联系。 

（5）植物保护   

主要学习植物病虫特征、特性、发生规律、预测预报、科学防治的理论与技术。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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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田作物、果树、蔬菜病虫害发生情况，采用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根据生产实际

确定理论教学内容，根据病虫害发生季节确定讲授时间。 

3.3.2专业主要实践活动介绍 

（1）专项技能训练 

根据作物生产和病虫草害防治工作任务，结合作物生产过程，在第二学期开展专项

技能训练，使学生初步了解本专业工作任务及工作要求，巩固专业思想，明确学习内容

与目标，提升职业生涯规划能力。 

（2）课程教学实训 

第二到第四学期，根据各课程具体教学内容，在校内实训中心与校外实训基地完成

教学实训项目，主要培养学生的专业基本技能，采用“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方法，使学

生熟练掌握职业岗位任职所必备的专业基本技能。 

（3）综合实训和毕业设计 

第四、五学期，按照作物的生长周期，学生在企业的真实工作环境中，专兼职教师

的联合指导下，在校外实训基地的生产岗位进行综合实训，完成相应岗位的工作任务，

使学生在真实的岗位工作过程中积累经验，通过工作学会工作，培养职业道德和职业能

力。 

学生按照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意向，选择毕业设计（论文）题目，进行专项

能力培养。在教师的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掌握该方向的最新研究成果，结合生产实

际制定相关技术措施，并通过实践进行验证。最后撰写毕业论文、通过教师的联合答辩，

完成毕业设计任务。 

（4）毕业顶岗实习 

第六学期，通过学校组织的“双选会”，学生按照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意向，

完全自主地选择毕业顶岗实习企业，与企业和学校签订三方“毕业顶岗实习协议”，企

业为每一名实习学生指定兼职教师，同时校内专任教师进行指导。在实习企业的生产岗

位进行顶岗实习，完成相应岗位的工作任务，使学生在真实的岗位工作过程中进一步积

累工作经验、提升职业能力，完成由学生到职业人的转化，实现毕业与就业的无缝对接。 

3.3.3 专业教学效果考核评价方法介绍 

专业课程的考核评价方法以学院课程考核管理办法为依据，结合课程性质，实施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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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学生多样化发展的、过程性考核与成果性考核并重的多元考核评价方法。将考核贯穿

于教学的全过程、全方位，充分体现考核评价的即时性、时效性和针对性。灵活采用笔

试、答辩、现场操作测试等多种形式进行考核评价，发掘学生潜能，重点从口头表达能

力、书面表达能力、形体表达能力、实际操作能力、现场应变能力等多方面培养学生专

长，促进学生个性成长和全面发展。 

4 教学团队和教学资源 

4.1教学团队 

本专业现有专业教师 10 余名、职称结构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实训指导教师 5

名；85%为“双师型”教师。 

4.2教学资源 

（1）校内实验（实训）基地：化学实训室、植物及植物生理实训室、土壤肥料实

训室、农业机械实训室、食用菌实训室、植物病理实训室、农业昆虫实训室、植物组织

培养实训室、作物综合实训室、园艺综合实训室、农业气象实训场等。 

校内生产性实训农场（果树、作物、种子、蔬菜、花卉、食用菌等生产工场）。 

（2）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石家庄源申科技种业有限公司，石家庄兆育种业有

限公司，承德裕丰种业有限公司，张家口巡天种业有限公司及保定各市县农业生产基地

等。 

5 培养模式和学分制教学管理要点 

5.1培养模式概述 

本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是“教学与生产紧密结合双周期实践”。即根据作物生长规律，

结合植物生长周期内作物生产工作任务，分别实施校内专项实训为主和校外综合实训为

主两个周期的实践教学，教学与生产活动紧密结合，第一个周期内重点培养学生专项技

能，第二个周期内突出培养学生的综合技能。该模式学生直接参与作物生产的时间可以

达到两个植物生长周期以上，学生的实训环境除在实训室安排基本技能训练之外，全部

安排在真实的生产现场进行完成工作任务的生产性实训，学生在工作中学习，使学习内

容与工作实际紧密结合。具体教学组织安排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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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周期实践（2～3学期）：第 2学期，在开设专业基础课程的同时，开设一门“专

项技能实践”课程，根据作物生产和病虫草害防治工作任务，结合作物生产过程开展专

项技能训练；第 3学期，开设专业核心课程，结合各门课程教学继续开展专项技能训练，

实现专业技能训练在一个植物生长周期内按照生产过程持续开展。 

主要培养学生农作物及园艺作物播种育苗、土肥水管理、植株调控、花果管理，植

物病虫害症状识别、诊断、防治，作物自交系繁育、作物杂交等专项技能。 

第一周期实践（4～5学期）：第 4学期，缩短暑假，延长教学周数，在开设专业核

心课程的同时，在 4～5月份和 6～7月份分别安排校外实习，深入农业生产一线开展综

合实训。通过专业核心课程中的生产工作任务和综合实训，突出培养学生作物及园艺作

物生产管理、作物育种、种子生产与管理、植物病虫草害防治等综合技能。第 5学期开

设专业拓展课程，进行拓展能力的培养，并由校内专业教师和校外行业专家对生产中的

主要技术开展专题讲座。完成第二个植物生长周期的实践教学。 

5.2学分制教学管理要点 

（详见《学分制实施方案》和《课程考核暂行规定》） 

（1）总学分要求：学生在修业年限内，修满 150 学分其中课内学分 125 学分、课

外学分 25学分，即达到毕业的必要条件。课内学分包括公共课、专业课、毕业设计/论

文/实训和毕业实习等 4 部分学分；课外学分包括激励性和约束性两部分学分，由学工

部门和各系按有关管理制度掌握。 

（2）学分的概念：计算学生学习数量的基本单位。课程学分因其课时量及难易程

度、重要程度而异。所有课程均采取百分制考核，满 60 分即可获得该课程学分，不足

60分不获得学分须补考或重修。 

（3）学分绩的概念：衡量学生学习质量的尺度，可用于学生综合成绩测评。学分

绩分为课程学分绩和平均学分绩，平均学分绩又分学期平均学分绩、学年平均学分绩和

累计平均学分绩，其计算方法如下： 

①课程学分绩=该课程考核成绩×该课程学分 

②学期平均学分绩=∑学期所学课程学分绩/∑学期所学课程学分 

③学年平均学分绩=∑学年所学课程学分绩/∑学年所学课程学分 

④累计平均学分绩=∑累计所学课程学分绩/∑累计所学课程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