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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种子生产技术                              

总学时数：80学时 

适用专业：种子生产与经营 

1课程概述 

1.1课程的性质 

农作物种子生产既是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必修课又是专业实训课。 

1.2课程定位 

我国的农业正经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迫切需要大批 “下得去、用得

上”的一线技术应用性人才。通过本课程的实训练习，使学生学会种子生产的相关技术，

能独立从事农作物种子生产，即种子田的选择、准备，种子田播种技术、田间管理技术，

尤其是杂交种的制种技术。 

1.3课程设计思路 

针对某种作物种子田，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种子生产的相应技术操作，边教

边学边做，完成本课程的学习任务。 

1.4课程改革思路 

充分利用各种教学时空，如将一般性要求的或学生容易自学的内容少安排学时或安

排学生课外自学，将部分实践性教学内容安排在课外兴趣小组活动或社会实践活动中进

行等。 

2课程基本目标 

2.1知识目标 

了解种子生产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掌握防止品种混杂退化的技术方法、常规种

种子生产方法与技术、杂交种种子生产方法与技术。 

2.2职业技能目标 

能够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按照种子生产技术规程生产出数量足、质量

高的优质种子，防止品种混杂和退化。 

2.3职业素质养成目标 

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严谨的治学态度，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和科学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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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意识。 

2.4职业技能证书考核要求：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参加种子繁育员职业资

格证的考试，以获取种子繁育员职业资格证书。 

3课程教学内容及学时安排 

3.1 课程主要内容说明 

本课程为实训课，要理论课学习的基础上，重点学习种子田的去杂去劣技术，典型

单株的选株及室内考种技术，河南主要作物常规种子生产技术及杂交种子生产技术。 

3.2 课程组织安排说明 

 考虑到该课程是一门实训课程，在教材选用上应考虑与该课程相对应的实训类教

材，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实训教材，而主要采用学生实训手册，以便边学习边练习。 

3.3 课程教学内容 

实训项

目编号 

 实验（训）项目

名称 
项目内容及要求 

项目实验

（训） 

设计 

学时安排 

1 

项目 1 主要农作

物的有性杂交技

术和方法 

训练一小麦有性杂交技术和方

法 
讲授与实操 6 

训练二 玉米有性杂交技术和方

法 
讲授与实操 6 

训练三 棉花有性杂交技术和方

法有性杂交技术和方法 
讲授与实操 6 

2 

项目 2 主要农作

物的田间去杂去

劣时期和技术 

训练一 小麦常规种子田去杂去

劣时期和技术 
讲授与实操 6 

训练二 玉米杂交制种田去杂去

劣时期和技术 
讲授与实操 8 

3 

项目 3  主要农

作物常规品种种

子生产方法和技

术 

训练一 常规种子三年三圃种子

生产技术 
讲授与实操 8 

训练二常规种子四级生产技术 讲授与实操 8 

4 

项目 4 主要农作

物杂交种生产技

术 

训练一玉米杂交制种技术 讲授与实操 8 

训练二棉花人工去雄杂交制种

技术 
讲授与实操 8 

5 

项目 5 主要农作

物典型单株室内

考种技术 

训练一小麦种子田选株及室内

考种技术 
讲授与实操 8 

训练二棉花种子田选株及室内

考种技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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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考核成绩评定 2 

合计学时 80 

4 实施建议 

4.1教学组织建议 

    本课程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实训课，在教学过程中应结合种子繁殖田进行。 

（1）教学过程中，应立足于加强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采用项目教学，以工

作任务引领教学，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学习的内动力。 

（2）本课程教学的关键是现场教学。应以典型的种子田为载体，在教学过程中教

师展示、演示和学生分组操作并行，学生提问与教师解答、指导有机结合，让学生在“教”

与“学”的过程中掌握种子繁育的相关知识和技能。 

（3）在教学过程中，要紧密结合职业技能考证（种子繁育员）的实操项目，创设

条件，加强学生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相关技能，提高学生的岗位适应能力。 

（4）在教学过程中，应用投影仪、多媒体、教学录像等教学资源，帮助学生理解

种子生产中从种子田准备、播种、去杂去劣去雄授粉、收获等环节的技术操作。 

教学过程中，教材的安排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由浅入深，将总结性的知识放在最

后，各章节的安排要注意整本教材知识的连贯性、完整性，注意教材横向、纵向的关系。 

4.2 教学评价建议 

（1）期末考核评价及方式 

本课程为考查课，根据学生的出勤率、课程纪律、课堂回答、实训练习完成质量对

学生成绩考核评定。 

（2）教学过程评价 

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利用课堂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提问，应按章节布置课后作

业，分阶段撰写学习总结。 

改革传统的学生评价手段和方法，注重学生的职业能力考核，采用项目评价、阶段

评价、目标评价、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评价模式。 

关注评价的多元性。结合课堂提问、学生作业、项目实训和练习填写质量综合评价

学生的成绩。 

应注重对学生动手能力和在实践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对在学习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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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有创新的学生给予积极引导和特别鼓励，综合评价学生能力，发展学生心智。 

（3）集中实训评价 

序号 任务模块 评价目标 评价方式 评价分值 

1 
项目 1 主要农作物的有性

杂交技术和方法 

填写方法、内容

详实、字体工

整、流程正确 

批阅作业、课堂

提问 
10 

2 
项目 2 主要农作物的田间

去杂去劣时期和技术 

填写方法、内容

详实、字体工

整、流程正确 

批阅作业、课堂

提问 
30 

3 
项目 3 主要农作物常规品

种种子生产方法和技术 

填写方法、内容

详实、字体工

整、流程正确 

批阅作业、课堂

提问 
20 

4 
项目 4 主要农作物杂交种

生产技术 

填写方法、内容

详实、字体工

整、流程正确 

批阅作业、课堂

提问 
30 

5 
项目 5 主要农作物典型单

株室内考种技术 

填写方法、内容

详实、字体工

整、流程正确 

批阅作业、课堂

提问 
10 

合计 100 

（4）课程成绩形成方式 

根据学生的出勤率、课程纪律、课堂回答、实训练习完成质量对学生成绩考核评定

划分优、良、中、及格。 

4.3 教材选用 

（1）必须依据本课程标准选用教材,教材应充分体现任务引领、实践导向课程的设

计思想。 

（2）应将本课程的工作任务分解成若干典型的教学活动，按工作任务的需要，结

合职业技能证书考证组织教材内容。通过活动设计，根据够用为度的原则，结合学生的

认知和动手操作能力，加强实践实操内容，强调教学活动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3）教材应图文表格并茂，以种子生产流程为主线，结合活动设计内容编写，涵

盖职业技能所需的知识。 

（4）教材要体现先进性、通用性、实用性。并立足于河南地区本行业的发展现状，

将种子生产的相关规程及种子法中规定的最新规程编入教材，并关注最新的种子法律法

规，使教材更贴近本专业的发展和实际需要。 

4.4 课程主讲教师和教学团队要求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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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主讲教师必须具备中级以上职称，教学团队中应有一名以上来自种子企业

中从事种子生产与检测的经理。 

4.5 课程教学环境和条件要求 

该课程属于专业实训课，建议结合投影仪、多媒体、教学录像教学。 

4.6 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1）注重实训指导书的开发和应用。 

（2）注重模型、投影仪、录像、视听光盘、实验设备、多媒体等教学资源的开发

和利用，有效地创设形象生动的学习情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

解和应用。同时，建议加强课程资源的开发，建立跨校的课程资源库，努力实现不同学

校同一专业教学资源的共享，以提高教学资源利用率。 

（3）积极开发和利用网络课程资源。充分利用电子书籍、电子期刊、数据库、数

字图书馆、教育网站和电子论坛等网上信息资源，促使教学从单一媒体向多种媒体转变、

教学活动从信息的单向传递向双向交换转变、学生单独学习向合作学习转变。同时，应

积极创造条件搭建远程教学平台，扩大教学资源的交互空间。 

4.7 其它 

（1）本课程充分体现任务引领、实践导向课程的设计思想，项目将贯穿于整个教

学活动中，课程内容多而广、综合性强，要顺利完成教学工作，要求教师必须是教学中

的“多面手”，要注重培养专业教师，提升教师的业务能力。 

（2）学习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有作物遗传与育种、作物栽培、植物生长与环境、田

间试验与统计分析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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