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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作物育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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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物育种技术》是一门重要的综合性种植类专业课。本课程是研究选育及繁殖作

物优良品种的理论、方法和程序的一门学科。作物育种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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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核心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会编

写育种试验计划、育种试验田规划和管理、能够根据育种目标收集育种材料、进行亲本

组配、掌握有性杂交技术和田间及室内鉴定技术、掌握常规育种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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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学生

参加科研小组，参与专业老师的作物育种科研实践，或组织学生到育种试验田或育种单

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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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掌握育种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如育种目标的制订及实现目标的相应策略；

种质资源的搜集、保存、研究和利用；引种理论；选择和鉴定的方法；人工创造新变异

的途径、方法；生物技术在育种中的应用；新品种的审定推广和保护。以引种、选择育

种、杂交育种、杂种优势利用为教学重点。能应用于分析和解决生产中的有关问题。并

使学生在科学的态度、严谨的研究方法方面得到训练。教学中要求学生对育种的方法、

技术等进行实际操作训练。 

2.2职业技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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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通过学习，熟悉作物育种的工作内容，初步了解作物育种的工作方法和工作目

标，具备育种试验计划书的制定和实施能力、具备进行小麦（或棉花、大豆、玉米）等

主要作物育种试验的性状记载鉴定的技能、具备进行小麦等作物亲本选配和有性杂交的

技能、掌握小麦等作物杂种后代的田间选择和室内考种技术。 

2.3职业素质养成目标 

具有热爱农业科学，事实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在要求

学生全面、系统掌握作物育种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同时，还要使学生在认真严谨科

学的态度、科学的实验方法和扎实的技能方面得到培养、训练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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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种目标 

作物育种与农业生产  2 

作物品种的基本概念和作

用 

批阅作业、课堂提

问 
2 

作物的繁殖方式 
批阅作业、课堂提

问 
2 

作物品种类型和育种特点 
批阅作业、课堂提

问 
4 

育种目标 
批阅作业、课堂提

问 
4 

2 种质资源 

种质资源的概念和类型 
批阅作业、课堂提

问 
3 

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和

鉴定 

批阅作业、课堂提

问 
4 

3 引种 

引种的概念和基本原理 
批阅作业、课堂提

问 
4 

引种规律和程序 
批阅作业、课堂提

问 
4 

4 选择育种 选择育种的原理 
批阅作业、课堂提

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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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育种的程序 
批阅作业、课堂提

问 
4 

5 杂交育种 

杂交亲本的选配 
批阅作业、课堂提

问 
2 

杂交技术和杂交方式 
批阅作业、课堂提

问 
4 

杂种后代的选择 
批阅作业、课堂提

问 
4 

杂交育种程序 
批阅作业、课堂提

问 
4 

回交育种 
批阅作业、课堂提

问 
4 

6 杂种优势利用 

杂种优势的概念和度量 
批阅作业、课堂提

问 
2 

杂种品种的选育程序 
批阅作业、课堂提

问 
4 

利用作物杂种优势的方法 
批阅作业、课堂提

问 
4 

7 其他育种方法 

诱变育种 
批阅作业、课堂提

问 
4 

远缘杂交育种 
批阅作业、课堂提

问 
3 

倍性育种 
批阅作业、课堂提

问 
3 

抗病虫育种  2 

转基因技术与作物育种  2 

复习 2 

合计学时 80 

 

4 实施建议 

4.1教学组织建议 

本课程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专业课，在教学过程中应结合育种试验田日常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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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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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以作物育种项目为载体，在教学过程中教

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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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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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过程中掌握作物育种的基本知识。 

（3）在教学过程中，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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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过程中，应用育种试验田、育种试验材料、多媒体等教学资源，帮助

学生掌握育种计划、育种材料、育种试验田规划、管理、田间鉴定和室内考种的基本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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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程为考试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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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试对学生成

绩综合评定（百分制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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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新品种选育的相关要求及时编入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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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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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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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艺师。 

4.5 课程教学环境和条件要求 

该课程属于专业课，建议结合多媒体教学，并结合专业老师的育种科研，采用教、

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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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学、田间试验与生物统计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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