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蔬菜栽培》 

课程标准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 
 

 

 

 



 

 
- 2 - 

课程名称：蔬菜栽培 

总学时数：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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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菜栽培技术》蔬菜生产技术是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的拓展专业课程之一，是

为培养蔬菜种子生产与管理人才服务的。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主要蔬菜品种栽培必

需的理论和技能，具备分析和解决生产问题的能力，并熟悉和掌握蔬菜生产上推广应

用的新技术、新品种等，为毕业后从事蔬菜种子生产和管理奠定基础。适用于种子生

产与经营等种植类专业学生专业课。 

1.2课程定位 

本课程在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是主要拓展专业课程之一。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

学生了解主要蔬菜目前生产现状，熟悉品种资源和当前栽培的优良品种，掌握蔬菜整

地施肥、定植、土肥水管理、植株调整和花果管理技术。本课程对该专业培养目标的

实施起重要的外延作用。 

1.3课程设计思路 

该课程在理论教学过程中，以理论讲授和实践教学为主，可以根据教学内容的要

求，组织学生进行现场教学。使学生技能训练与生产实践结合，加强学生实践技能水

平，适当加大实训授课时数。为学生毕业后适应工作岗位打下基础。 

2课程基本目标 

2.1知识目标 

了解主要蔬菜生产的现状；熟悉主要蔬菜如瓜类、茄果类、豆类、白菜类、根菜

类、葱蒜类等蔬菜的生物学特性类型和品种、育苗、定植、土肥水管理、植株管理、

花果管理等基本原理及技术；掌握瓜类、茄果类等蔬菜设施生产技术。以提高学生运

用这些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2职业技能目标 

蔬菜育苗技术、定植技术、土、肥、水管理技术、植株调整、采收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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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职业素质养成目标 

端正吃苦耐劳、加强实践的学习态度，树立热爱“三农”，服务“三农”思想。 

3课程教学内容及学时安排 

3.1 课程组织安排说明 

按照拓展课程教学大纲的教学要求，在教学活动中尽量结合现场、幻灯演示和实

践教学。在学生掌握基本理论基础的前提下，通过加大实践学时数，学生实训与企业

蔬菜生产结合，真正体现“产、学、教”于一体，提高学生实战技能，为就业打基础。 

3.2 课程教学内容 

专业课程（含课内实践） 

序

号 

单元（工作任务模块

或实训项目） 

教学内容及要求 活动设计 课内学时

安排 

1 绿色蔬菜生产技术 意义、现状及发展前景 

结合现场 

批阅作业、课堂提

问 

4 

2 蔬菜无土栽培技术 

无土栽培的意义 
批阅作业、课堂提

问 
4 无土栽培的种类 

营养液的配制及管理 

3 瓜类蔬菜生产技术 

生物学特性 结合现场 

批阅作业、课堂提

问 

 

4 

类型与品种、季节与茬口 

露地及设施生产 

采收 

4 
茄果类蔬菜生产技
术 

生物学特性 
结合现场 

批阅作业、课堂提

问 

4 

类型与品种、季节与茬口 

露地及设施生产 

采收技术 

5 豆类蔬菜生产技术 

生物学特性 结合现场 

批阅作业、课堂提

问 

4 
类型与品种、季节与茬口 

露地及设施生产 

采收 

6 
白菜类蔬菜生产技
术 

生物学特性及品种 批阅作业、课堂提

问 
4 

栽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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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薯芋类蔬菜生产技
术 

种类和品种 现场或实物 

批阅作业、课堂提 

4 
生物学特性及栽培技术 

8 
根菜类蔬菜生产技
术 

生物学特性 
批阅作业、课堂提

问 
3 

类型品种及栽培技术 

9 
葱蒜类蔬菜生产技
术 

生物学特性 

批阅作业、课堂提

问 
4 

类型与品种、季节与茬口 

露地生产技术 

设施生产技术 

10 
绿叶类蔬菜生产技
术 

生物学特性、栽培技术  3 

复习、考查、考试 2 

合计学时 40 

实训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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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蔬菜的识别和分

类 

训练一识别不同种类的蔬菜 课堂现场讲授 

训练二 把不同蔬菜按科分类 课堂现场讲授 

2 蔬菜种子识别 识别不同种类蔬菜种子 现场和课堂结合 

3 浸种催芽技术 
训练一 蔬菜种子浸种技术 现场和课堂结合 

训练二 催技术 实际操作 

4 
瓜类蔬菜生长结

果习性观察   

训练一 不同瓜类蔬菜生长习

性、分枝习性及结果习性观察 
实际操作 

5 
西瓜果实成熟度

鉴定 
训练一 鉴定西瓜果实的成熟度 实际操作 

6 

茄果类蔬菜分枝

结果习性观察与

整枝 

训练一 番茄整枝技术 实际操作 

训练二 茄子、辣椒整枝技术 实际操作 

7 
茄果类蔬菜再生

技术 
番茄、茄子再生技术 实际操作 

8 
豆类蔬菜生长习

性观察 
豆类蔬菜生长习性 实际操作 

9 
白菜类蔬菜的植

株型态及观察 
白菜类蔬菜的植株型态 实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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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在教学过程中应多结合现场进行，理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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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组织该课程教学。 

（1）教学过程中，应加强专业教育，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学习的内

动力。 

（2）在教学过程中，有些知识点要注意结合现场教学进行，抽象的理论形象化。 

（3）本课程教学的关键在掌握基本理论知识的前提下，加强实践技能培养。使

教学和生产结合，紧密结合职业技能考证的实操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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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教学评价建议 

（1）期末考核评价及方式 

本课程为考试课，根据学生的出勤率、课程纪律、课堂回答、期末考核成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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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课程成绩形成方式 

根据学生的出勤率、课程纪律、课堂回答、期末考核成绩、实训练习完成质量进

行综合评定成绩。课程成绩采用百分制，平时成绩占 40%，期末考核成绩占 60%。平

时成绩含出勤率、课程纪律、课堂回答和实训练习完成质量。 

4.3 教材选用 

（1）教材是按照教育部高职高专教材建设及培养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培养目

标要求，由《果树生产技术》、《蔬菜生产技术》、《花卉生产技术》三门课程，按生产季

节，生产特点自编的校内教材，称为《园艺植物（蔬菜）生产技术》。 

（2）按照理论够用为度，强调实践的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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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教材要体现先进性、通用性、实用性、实践性。并立足于河南地区本行业的

发展现状，将有关蔬菜设施栽培及时编入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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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公

司。 

4.5 课程教学环境和条件要求 

该课程属于种子专业拓展课，建议结合多媒体教学、现场教学，以及生产与教学

结合。边学边练习，逐步采用“教、学、产”一体化的教学模式。 

4.6 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多媒体资源、实验（训）室利用、校内、外基地利用、网络资源、信息技术应用

等。 

4.7 其它 

（1）本课程充分体现理论知识够用、加强实践技能设计思想，理念与实践结合将

贯穿于整个教学活动中，课程内容多而广、综合性和实践性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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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及生理学、土壤肥料学、农业气象学、园艺植

物栽培总论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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