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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作物栽培 

总学时数：1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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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物栽培》是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的必修课。 

1.2课程定位 

作物栽培是种子专业的必修课程，是种子生产课程的基础，学习该课程可以提高

学生的职业素质与职业能力，是后继遗传与育种课程的先导课程。 

1.3课程设计思路 

在能力目标指导下，基于农业职业教育的课程整体开发设计。依托种子生产与经

营专业主要职业岗位，结合农业经济发展实际，作为种子生产与经营主干课程之一的

《作物栽培》课程立足满足于种子生产与经营职业岗位群（高级农业技术指导员）的

需求，以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和素质为目标，努力使课程教学向研究型和实践型教学模

式转化，使学生具备主要农作物栽培理论和技术，通过实践教学使学生具备良好的职

业素养和素质。 

2课程基本目标 

2.1知识目标 

（1）了解各种农作物的经济价值和发展前景 

（2）掌握其生长发育的基本规律。 

（3）栽培技术措施的基本原理。 

（4）了解现代农业生产栽培新理论和新技术。 

2.2职业技能目标 

（1）学会作物栽培必要的基本技能。 

（2）能在实际生产上应用所学理论知识。 

（3）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作物生产中的具体问题。 

2.3职业素质养成目标 

（1）培养学生具有必要的基本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使其成为德、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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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美等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 

（2）培养学生具有从事农业生产的专业精神。 

（3）培养学生具有实事求是的学风和开拓创业的精神。 

（4）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质。 

2.4职业技能证书考核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习完本课程要求学生能通过国家级高级农业技术指导员考

试，以获取高级农业技术指导员资格证书。 

3课程教学内容及学时安排 

3.1课程主要内容说明 

本课程主要学习作物栽培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共 160 学时，教学的重点和难

点集中在种植制度、主要农作物生长发育规律、环境条件的影响及播种与田间管理措

施部分。 

3.2 课程组织安排说明 

本课程由两学期完成。采用项目教学法，教学练一体化。采用多媒体、现场等直

观教学方法，实践上实地考察、计划、试验田作业、社会服务、产学交替等途经，结

合教学进程和行业企业需求，倡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建立“多平台、强技能、

双证书”的教学机制，全面培养“准职业人”（学生）的职业道德、综合素质和职业

能力。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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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内学时

安排 

1 作物概论 
农业生产和作物栽培；作物的起源、分类和分布；作物生

产概况和发展趋势；作物产量和品质的形成与指标。 
4 

2 种植制度 
作物布局；复种与轮作；间作与套种；种植体系；种植模

式；立体农业；种植制度改革。 
6 

3 小麦栽培 

概述：小麦生产的重要地位和经济意义，国内外小麦生产

概况，生态类型区的划分，小麦品质要求。生物学基础：

小麦阶段发育，种子、根系、叶片、茎及分蘖、穗和花的

形态及生长发育特性，群体结构。丰产的基本条件：土壤、

肥料、水分等。栽培技术：播种技术，前期管理，中期管

理，后期管理等；优质栽培技术；标准化生产技术。 

24 

4 玉米栽培 概述：玉米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特殊用途，起源及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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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分布、生产概况及区划。生长与发育：一生，根、茎、

叶、穗、粒的形态与生长发育特性。栽培生理基础：营养

生理，需水特性，对土壤要求，对温度要求，对光照要求，

光合作用等。栽培技术：整地与播种，合理密植，施肥，

灌溉，田间管理等。特用玉米栽培：饲用玉米栽培与青贮

技术，甜玉米、糯玉米等鲜食玉米栽培与加工保鲜贮藏，

高油玉米栽培与利用。  

5 棉花栽培 

概述：生产概况，经济价值，品质要求，分布与区划。生

物学基础：种与品种，营养器官（根、叶、茎）的生长与

功能，生殖器官（蕾、花、铃）的生长发育，蕾、铃脱落

与增保途径，棉花的生育阶段，棉花生育与环境条件（温、

光、气、土）的关系。栽培技术：产量结构，合理密植，

播种与保苗，需肥与施肥，需水与浇水，苗期、蕾期、花

铃期、叶絮期生育特点与管理技术；地膜覆盖栽栽培；盐

碱地植棉技术；育苗移栽；棉麦两熟栽培。优质栽培技术。 

16 

6 花生栽培 

概述：花生经济价值，花生国际贸易、品质要求，食品加

工，起源与分布，产况与展望。生物学基础：品种类型，

器官形态特征和生长发育，生育过程，环境因素与生长发

育，产量形成与丰产途径。栽培技术：适宜土壤及改土、

培肥，矿质营养特点及合理施肥、合理密植，播种，田间

管理、收获等；地膜覆盖栽培要点；夏花生的栽培要点；

优质无公害栽培技术。  

14 

7 大豆栽培 

概述：大豆的用途、产况和区划。生物学基础：根、茎、

叶、花、粒的形态特征，生育时期及特点，生长习性，同

化作用和产量形成，氮素同化，磷素同化，产量形成。大

豆与环境：与光照、温度、水分、养分、二氧化碳、土壤

的关系。栽培技术：轮作，选用良种，播种，密植，田间

管理等。 

14 

8 水稻栽培 

概述：水稻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品质要求，分布与

区划，稻种的起源和类型。生长与发育：一生，种子、叶

片、根系、茎和蘖、穗和花的形态与生育特性，产量构成

等。种稻的土肥水条件：稻田土壤，施肥，灌溉。育秧：

壮秧标准，选用良种，种子处理，秧田整地，播种，秧田

管理。大田栽培：插秧，合理密植，分蘖期管理，长穗期

管理，抽穗结实期管理；水稻旱种技术要点；优质无公害

栽培技术。  

22 

9 甘薯栽培 

概述：甘薯生产的意义，栽培历史及分布地区，生产状况

及发展前景，品质要求与用途。培育壮苗：壮苗意义，块

根发芽、长苗特性及对条件的要求，苗床构造，种薯上床

及苗床管理等。生物学基础：根、茎、叶、花、果、种子

的形态和构造，生长三个阶段，块根形成与膨大机制，地

上部与地下部的关系，甘薯生长和生态因素。栽培技术：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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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的土壤及创造丰产土壤条件，需肥特性及施肥技术，

耐旱性和需水情况，适时栽种，合理密植，前、中、后期

的管理。收获与贮藏：收获技术，贮藏生理，贮藏窖的构

造及管理。 

10 烟草栽培 

概述：生产概况，经济价值，品质要求，分布与区划。  

生物学基础：种与品种，营养器官（根、叶、茎）的生长

与功能，生殖器官（蕾、花、果）的生长发育，生育阶段，

生育与环境条件（温、光、气、土）的关系。栽培技术：

产量结构，合理密植，育苗与移栽，需肥与施肥，需水与

浇水，还苗期、伸根期、旺长期、成熟期生育特点与管理

技术；烟草地膜覆盖栽栽培；麦烟两熟栽培；优质栽培技

术；烟叶的采收、烘烤与分级。  

12 

11 
生产计划制

订 

根据一个单位的种植要求，对所种植作物进行合理布局，

制定出种植方案 
5 

12 整地 

①测定土壤水分含量确定墒情，测定土壤质地、孔隙度，

确定整地时间； 

②用耙、锄、铲等农机具碎土、松土、开沟、做畦、修渠

道和田埂； 

③使用农具进行底肥施用等。 

15 

13 播种 

①用常用的方法选种、晒种、拌种、浸种等； 

②施种肥、浇足底墒水，确定适宜的播种量或密度； 

③合理适时播种（包括撒播、条播、点播、穴播）和覆土。 

10 

14 施肥 

①测定农田土壤中氮、磷、钾及有机质含量，确定肥料用

量； 

②按计划要求进行常用肥料的施用；  

③根据作物长相判断施肥的种类、数量及肥方式，并进行

农田施肥。 

15 

15 水、温管理 

① 用常用仪器测定土壤、空气的温度和湿度； 

②根据土壤墒情、空气湿度及作物长相进行灌溉； 

③根据气温、土温及作物生长情况进行温度调控。 

10 

16 
病虫草害防

治 

①识别当地常见作物的病虫害； 

②用化学方法、生物方法及农业综合防治方法防治农作病

虫害； 

③识别农田杂草，并用除草剂防治。 

15 

17 苗情诊断 

① 测定植物叶面积，计算叶面积系数； 

②判断常见农作物旺苗、弱苗的长相； 

③根据苗情进行间苗、定苗。 

10 

18 植株控制 

①对营养生长过旺植株实行整枝、打顶、疏叶、断根等控

制生长措施； 

②用生长调节剂控制植株株型或生长进度。 

15 

19 收获 ①判断作物适宜的收获时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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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测定作物的产量； 

③按要求适时收获，晾晒至符合入仓指标后安全入仓。 

20 实训考核 24 

4实施建议 

4.1教学组织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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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程是立足于一些基础课之上，具有综合使用特点的应用课程，应设置

在《植物与植物生理》、《植物生产原理与环境》、《植物保护》等课程之后。 

（3）本课程采用项目教学法，以工作任务引领教学的“做中学”的方法，产学

基地的建设则成为是否能实现教学目的的关键。授课教师应具有双师型资格。 

（4）该课程具有阶段性和季节性的教学特点，应以课堂讲授为中心，把实验室

实验、基地教学实习、基地试验田管理、农村基点考察等实践性教学环节有机结合起

来。在教学内容上贯彻理论够用为度，强调以技能培养为主，采用启发式教学，引导

学生独立观察、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全面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5）教学活动的安排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由浅入深，并注意教学内容的连

贯性和整体性。 

4.2 教学评价建议 

（1）改革传统的“一考定终身”的学习结果评价手段，注重学生表现和学习过

程的评价，评价学生应用知识的能力，侧重学生的职业能力考核。采用项目评价的评

价过程 

（2）关注评价的多元性。结合学生的学习态度、工作作风，每个任务的完成情

况综合评价学生的成绩。因为采用的是任务驱动型教学模式，所以以学习过程评价为

主，最后的成绩主要是各个任务评价成绩之和。 

4.3考试方式 

本课程采用形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相结合的方式。平时成绩占学期总成绩的

30％，平时成绩的考核各任务模块所占分值方法如下表，期末考试成绩占课程总成绩

70％。 

序号 任务模块 评价目标 评价方式 评价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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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地 用耙、锄、铲等农机具碎

土、松土、开沟、做畦、

修渠道和田埂。 

田间实操考核 20 

2 播种 ①确定适宜的播种量；②

适时播种（包括撒播、条

播、点播、穴播）和覆土。 

田间实操考核 20 

3 施肥 ①底肥、种肥施用；②根

据作物长相判断施肥的

种类、数量及方式，并进

行农田施肥。 

田间实操考核 20 

4 苗情诊断 ① 测定植物叶面积，计

算叶面积系数；②判断常

见农作物旺苗、弱苗的长

相； 

田间实操考核 20 

5 收获 ①判断作物适宜的收获

时期；②测定作物的产

量；③按要求适时收获，

晾晒至符合入仓指标后

安全入仓 

田间实操考核 20 

4.4 教材选用高等教育农业部“十二五”规划教材《作物栽培》第三版 

4.5 课程主讲教师和教学团队 

序号 姓名 职称 从事专业领域 

1 陈刚 副教授 作物高产栽培 

2 刘松涛 副教授 作物高产栽培 

3 郭宏敏 副教授 作物高产栽培 

4.5 课程教学环境和条件要求 

课程教学采用教室加基地、理论加操作的授课方式，利用多媒体教室、作物栽培

专业实训室、国家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基地等授课。 

4.6 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1）注重校际间的合作交流，实现教学成果的共享，使先进的、可行的、适用

的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在各学校间快速推广。 

（2）积极与企业合作，根据企业需求及时调整和完善课程标准 

4.7 其它 

本课程充分体现任务引领的设计思想，课程实践性强。 

编制人：陈刚、刘松涛 

编制单位：农业工程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