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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种子贮藏加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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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子贮藏加工》是一门重要的种植类（种子生产、农学）专业课。本课程是研究

种子贮藏与加工过程中种子生命活动规律的一门应用学科。种子贮藏加工课程，适用于

种子生产与经营、种子生产、农学等专业学生专业课。 

1.2课程定位 

本课程在种子生产与经营、种子生产专业是主要专业核心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

学生会了解种子贮藏的原理、制定相应的贮藏条件、能够根据种子加工原理，利用种子

加工机械，会正确完成种子清选、精选、干燥、包衣和包装。本课程对该专业培养目标

的实施起重要的支撑作用。 

1.3课程设计思路 

该课程在理论教学过程中，以老师讲授为主，可以根据教学内容的要求，请种子企

业有经验的种子加工人员进行专业知识讲座，或组织学生到种子加工现场参观以便学生

理解和吸收理论知识。在理论课程讲授过程中，可以采用丰富多彩的形式活跃课堂气氛，

尽量营造轻松活跃的教学氛围，寓教于乐。 

2课程基本目标 

2.1知识目标 

熟悉和掌握种子呼吸、种子容重、比重、孔隙度、散落性、自动分级的基本概念和

种子加工的原理和技术；使学生了解、熟悉和掌握种子贮藏期间的主要害虫和主要微生

物的危害和防治方法；使学生了解、熟悉和掌握种子仓库结构和类型及种子入库的步骤，

通过明确种子贮藏期间的变化，能够制定和完成种子贮藏期间的管理；了解低温种子贮

藏的贮藏的特点和管理；通过掌握贮藏原理和加工原理能会对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

农作物种子的加工和贮藏。 

2.2职业技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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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通过学习，熟悉种子贮藏原理和加工原理及技术，具备根据种子具体情况指制

订种子加工的技术和贮藏条件，会依据不同的作物种类制订种子加工措施和贮藏技术。 

2.3职业素质养成目标 

能够遵守种子贮藏加工技术人员职业道德和《种子法》及现行法律法规。 

3课程教学内容及学时安排 

3.1 课程组织安排说明 

在教学活动中尽量结合实际案例教学，以任务驱动结合理论知识讲解，掌握教学大

纲的教学要求。 

3.2 课程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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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子贮藏生理 

 

种子呼吸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4 

种子后熟作用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2 

2 种子物理特性 

种子容重和比重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2 

种子的密度和孔隙度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2 

种子散落性和自动分级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2 

种子的吸附性与吸湿性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2 

3 
种子加工原理和技

术 

种子加工原理和技术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4 

种子干燥原理和方法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4 

种子处理和包衣技术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2 

种子包装材料和技术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2 

种子加工场和机械设施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2 

4 
种子仓库害虫和微

生物 

仓库害虫和防治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2 

种子微生物区系和控制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2 

5 种子仓库及其设施 
建仓标准和保养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2 

仓库类型和设备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2 

6 种子入库和贮藏期 种子入库前准备和入库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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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变化 种子的结露和预防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2 

种子发热和预防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2 

7 
种子贮藏期间的管

理 

管理制度和工作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2 

合理通风和种子检查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2 

8 
低温仓库种子贮藏

特点和管理 

种子低温仓库的基本要求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2 

种子低温仓库设备和技术

管理特点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2 

9 
主要农作物种子贮

藏技术 

水稻种子加工和贮藏方法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2 

小麦种子加工和贮藏方法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2 

玉米种子加工和贮藏方法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2 

棉花、大豆种子加工和贮

藏方法 
批阅作业、课堂提问 2 

复习、考查 2 

合计学时 60 

4 实施建议 

4.1教学组织建议 

本课程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专业基础课，在教学过程中应结合种子加工和种子贮藏

现场，依据种子贮藏加工技术考试大纲的要求，理论联系实际，组织该课程教学。 

（1）教学过程中，应立足于加强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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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现场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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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工程监理的基本知识。 

（3）在教学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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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模型、投影仪、多媒体、专业软件等教学资源，帮助学

生掌握建筑工程进度、投资、质量控制和合同管理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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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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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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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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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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种子加工和贮藏工作内容为主线，结合活动设计内

容编写，涵盖职业技能所需的知识，加深学生对工程监理工作的认识。 

（4）教材要体现先进性、通用性、实用性。并立足于种子行业的发展现状，将建

设种子工程政策的相关要求及时编入教材，并关注最新的种子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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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程的主讲教师必须具备中级以上职称。 

4.5 课程教学环境和条件要求 

该课程属于专业基础课，建议结合多媒体教学，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模拟施工现场

情景，结合实际案例，边学边练习，逐步采用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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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多媒体资源、校外基地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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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生产、种子检验、作物病虫还防治、作物栽培、

种子生命原理。 

（3）参考资料：种子法、合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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