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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蔬菜生产技术 

 

学分 4 

授课学时 64 学时（理论 32+实训 32） 

授课方式 腾讯课堂+雨课堂 

授课对象 高职园艺技术专业二年级学生 选用教材 

 

2 课程定位 

 

 

2.1 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针对园艺技术专业群开设的一门基于项目操作的专业核心课程，在 

 

课程体系中起重要的作用，为学生学习和掌握后续的专项知识和专项技能奠定基础。 

 

前导课程为蔬菜作物与生长发育、蔬菜种子与育苗和蔬菜田间管理，后续课程为茄 

 

果类蔬菜生产、瓜类蔬菜生产、豆类蔬菜生产等。 

 

本课程旨在引领学生认识蔬菜生长发育过程、播种育苗、整地定植和施肥灌溉 

 

原理，了解常见茄果类、瓜类、豆类等新的生产技术（目的）。通过对常见蔬菜新 

 

研究方向与生产技术的总结、分析和实训（历程），掌握蔬菜生长与环境，种子与 

 

育苗，整地定植，施肥灌溉以及常见蔬菜生产新技术等专项知识和专项技能。（预 

 

期成果）。 

 

 

2.2 教学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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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19 年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 

见，针对园艺技术专业群专业特征，结合学校正在探索“1+X”证书制度和职业岗位 

需求，将职业技能等级标准有关内容及要求有机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以项目操作为 

 

导向进行内容整体设计，以项目任务体系进行课程教学，以学生为中心，采用行动 

 

导向的项目教学法和探索教学法，践行“做中学、做中教”，力求达到学有所用， 

 

目标明确，密切联系实际，培养学生具备蔬菜生长与发育知识，蔬菜生产新技术能 

 

力和职业素养。特别这次受疫情的影响，加快适应“互联网+职业教育”新要求，推 

 

动网络直播教学、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广泛应用。具体请参考图 

 

1。 

 

图 1 课程定位 

 

2.3 教学目标 

 
 

基于本课程的课程性质和教学指导思想，结合职业岗位需求确定本课程的知识 

 

工作岗位分析 

县（市）农业、林业企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岗位  

旅游度假区及生态园的专业技术岗位 

管理岗位大中型果蔬批发市场专业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 

工作任务分析 

园艺植物栽培 

园艺植物植株调整 

园艺植物叶绿素测定 

园艺植物维生素C测定 

园艺植物嫁接技术 

专业核心技能 

园艺植物育苗能力 

园艺植物栽培和管理能力 

植物组织培养能力 

园艺植物嫁接能力 

日光温室和大棚管理能力 

园艺植物病虫害防治能力 

 

 

 

专业核心课程 

作物遗传育种 

土壤肥料学 

设施园艺 

病虫害防治 

蔬菜生产技术 

植物组织培养 

果树生产技术 

花卉生产技术 

顶岗实习与毕业设计 

 

 

 

 

学习情景设计 

 

教学内容选取 

 

教学过程设计 

 

目标评价、过程性评价
和形成性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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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具体目标如表 1 所示。 

 

表 1 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 目标描述 

知识目标 

 了解蔬菜种类与分类； 

 掌握蔬菜生长与发育过程，学会其生

命周期规律； 

 蔬菜生产与环境因素，学会其生产技

术与环境因素关系； 

 掌握蔬菜播种育苗过程； 

 掌握蔬菜田间管理基础知识； 

 掌握常见茄果类、瓜类和豆类蔬菜生

产技术基础知识。 

能力目标 

 专业能力 

 能认识常见蔬菜种类并对其进

行分类； 

 能结合蔬菜生命周期来判断其

生长发育过程； 

 能结合外界环境因素指导蔬菜

生产； 

 能结合不同蔬菜种子类型使用

不同播种育苗方法 

 能对不同蔬菜进行相应的整地

定植、施肥、灌溉和植株调整等

技术操作。 

 方法能力：具备自主学习、能运用蔬

菜生产技术的知识和生产操作方法

解决实际工作当中蔬菜栽培出现的

一系列问题。 

 社会能力：具备绿色生态意识、适应

环境、良好沟通表达、组织、计划和

总结等社会能力。 

素质目标 

 具有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

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 

 具备满足生存发展需要的基本劳动

技能，形成良好劳动习惯； 

 具有高度责任感； 

 具有吃苦耐劳、团队协作精神； 

 具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 

 具有承受挫折、面对挑战的心理调试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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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内容 

 

根据广东省 2019 年 6月农业农村厅召开全省园艺产业发展座谈会以及遵守 

 

广东省园艺行业技能岗位要求，适配出培养方向。贯彻高职高专教学的“够用、实 

 

用”原则，在具体内容讲述中突出重点和难点。教学内容从知识结构、职业能力结 

 

构和综合能力出发，在安排《蔬菜生产技术》课程教学内容时，根据园艺行业人才 

 

需求，结合职业岗位需求，重点突出蔬菜播种育苗、栽培等内容。本课程的教学内 

 

容以蔬菜生产技术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的培养为核心，基于项目操作设计教学内容， 

 

将课程的全部内容设计为四大模块（“生长发育-播种育苗-田间管理-茄果类、瓜类 

 

和豆类蔬菜”）十大任务，体现工作任务，教学氛围模拟企业工作环境。课程教学 

 

安排如图 2所示。 

 

 
图 2 《蔬菜生产技术》教学内容 

蔬菜生产技术 

生长发育 

蔬菜种类与
分类 

蔬菜生长与
发育 

蔬菜生长与
环境 

播种育苗 

种子 

播种育苗 

田间管理 

整地定植 

施肥 

灌溉 

植株调整 

茄果类、瓜类
和豆类蔬菜 

番茄生产 

长豇豆生产 

黄瓜生产 

蔬

菜

生

产

技

术

基

本

知

识 

基

本

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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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教学单元的教学内容、教学要求及学时分配如表 2 所示。 

表 2 《蔬菜生产技术》教学单元的教学内容、要求及学时分配 

序号 教学单元 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学时分配 

1 蔬菜种类与分类 

理论： 

1. 蔬菜营养； 

2. 蔬菜分类。 

实训： 

1. 黄瓜维生素 C含

量测定； 

2. 黄瓜叶绿素含量

测定。 

1. 了解蔬菜

营养成分； 

2. 掌握常见

蔬菜识别

以及分类； 

3. 掌握维生

素 C和叶绿

素含量测

定方法。 

8 

2 蔬菜生长与发育 

理论： 

1. 蔬菜植物生长发

育； 

2. 蔬菜产量的形成。 

实训： 

1. 黄瓜物候期调查； 

2. 不同种类蔬菜产

量的计算。 

1. 了解生长

与发育的

概念与特

性； 

2. 掌握蔬菜

生长发育

过程； 

3. 掌握不同

种类蔬菜

产量的计

算。 

8 

3 蔬菜生产与环境 

理论： 

1. 蔬菜对温度要求； 

2. 蔬菜对光照要求； 

3. 蔬菜对水分要求。 

实训： 

1. 番茄生长温度调

查。 

1. 了解不同

种类蔬菜

对温度、光

照和水分

要求； 

2. 掌握番茄

最高、最低

和最适温

度。 

4 

4 种子 

理论： 

1. 蔬菜种子分类； 

2. 影响种子质量因

素； 

3. 种子休眠与发芽。 

实训： 

1. 蔬菜种子识别。 

1. 了解影响

种子质量因素

与休眠发芽； 

2. 掌握常见

蔬菜种子的识

别。 

 

4 

5 播种育苗 

理论： 

1. 播种前种子处理； 

2. 常规育苗方式； 

3. 园艺植物嫁接技

1. 掌握播种

前种子处

理方法； 

2. 掌握长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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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实训： 

1. 长豇豆催芽； 

2. 切接法。 

豆催芽方

法； 

3. 掌握切接

法操作过

程。 

6 整地定植 

理论： 

1. 做畦技术； 

2. 定植技术。 

实训： 

1. 整地定植模型制

作。 

1. 掌握做畦

基本要求； 

2. 了解明水

和暗水定

植方法。 

4 

7 施肥 

理论： 

1. 蔬菜养分需求与

根系发育特点； 

2. 有机肥选择与施

用技术； 

实训： 

1. 蔬菜有机肥识别； 

2. 计划施肥量计算

方法。 

1. 了解不同

蔬菜对营

养元素要

求； 

2. 了解基肥、

种肥和追

肥使用方

法； 

3. 掌握蔬菜

有机肥的

识别与使

用； 

4. 掌握计划

施肥量计

算方法。 

8 

8 灌溉 

理论： 

1. 合理灌溉依据； 

2. 灌溉方法。 

实训: 

1. 水肥一体化技术

模型制作。 

1. 了解根据

气候变化、

需水特性、

土壤类型

等进行灌

溉； 

2. 了解地面

灌溉、滴灌

等灌溉方

法； 

3. 掌握水肥

一体化技

术原理。 

4 

9 植株调整 

理论： 

1． 搭架； 

2． 引蔓、绑蔓； 

3． 摘叶与束叶； 

1. 了解引蔓、

绑蔓、摘叶

与束叶等

技术； 

8 



课程设计+蔬菜生产技术 
 

 

9 

 

4． 中耕与除草。 

实训： 

1. 人字架模型制作。 

2. 掌握人字

架操作方

法。 

10 
茄果类、瓜类和豆

类蔬菜生产 

理论： 

1. 番茄、黄瓜和长豇

豆生物学特性； 

2. 番茄、黄瓜和长豇

豆栽培管理； 

3. 番茄、黄瓜和长豇

豆生产技术。 

实训： 

1. 番茄、黄瓜和长豇

豆栽培； 

2. 番茄、黄瓜和长豇

豆播种育苗； 

3. 番茄、黄瓜和长豇

豆栽培管理措施。 

1. 了解番茄、

黄瓜和长

豇豆生物

学特性； 

2. 掌握番茄、

黄瓜和长

豇豆栽培

管理过程； 

3. 掌握番茄、

黄瓜和长

豇豆种植

过程。 

10 

合计 64 

此外，本课程的教学内容与时俱进，根据蔬菜生产最新技术进行调整。 

 

4 课程资源 

 

围绕着专业培养目标，本课程教学内容紧跟园艺行业需求、理学结合、专业岗 

 

位技能与知识体系融合。本课程作为园艺技术专业的核心课程，经过多方面教学与 

 

实践，积累了丰富的课程资源：本课程使用中国农业出版社《蔬菜生产技术》2012.9 胡 

 

繁荣，由于本课程更新比较慢，因此根据蔬菜生产最新技术方向，自编了蔬菜生产技术电子教学 

 

讲义，可供学生课前、课中和课后边听边学习；自编2个微课视频；自编教学视频1个；PPT 36 

 

个；网络教学视频10个等。 

 

4.1 教材及讲义 

 

 

4.1.1 教材 

 

中国农业出版社《蔬菜生产技术》2012.9，胡繁荣。本教材采用“任务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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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计划决策——组织实施——检查评价——拓展知识——情境练习单 

 

——课外思与做”的结构形式编写，满足行动导向教学的课程开发要求。该教材主 

 

要介绍了蔬菜作物与生长发育、蔬菜种子与育苗、蔬菜田间管理、茄果类蔬菜生产、 

 

瓜类蔬菜生产、豆类蔬菜生产等。 

 

4.1.2 蔬菜生产最新技术电子讲义 

 

为了满足职业岗位需求以及行业人才发展，针对原教材内容更新比较慢，有些 

 

内容不符合教学实际及课程教学大纲要求，本课程还编写了蔬菜生产技术最新技术 

 

电子讲义。 

 

4.2 实验（实训）条件 

 

实验（实训）条件由两部分组成：校内实训室和校外实训场所。实验（实训） 

 

条件能有效满足课程教学需要及学生拓展所需。 

 

4.2.1 校内实训室 

 

校内实训室有数码显微镜室、组织培养实训室、植保实训室、园艺综合实训室、 

 

土肥实训室、园艺植物栽培实训基地等。 

 

4.2.1 校外实训场所 

 

校外实训场所有广东茂名森林公园和茂名市中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4.3 教学视频资源与网络直播教学 

 

除上述已有资源外，进一步加大录制微课程和教学视频以及手机网络教学视频。 

 

由于疫情影响，引进了腾讯课堂和雨课堂网络直播教学平台，满足了本学期正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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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需求。 

结合以上课程资源，总结主要网络教学资源清单如表 3所示。 

表 3 主要网络教学资源清单 

主要网络资源 资源类型 数量 浏览方式 原创 

教学课件 PPTX. 32 雨课堂 是 

微课 MP4. 2 雨课堂 是 

教学视频 MP4. 1 雨课堂 是 

教学录像 MP4. 2 雨课堂 是 

教案 DOCX. 32 微信群 是 

课前预习材料 PPTX. 32 雨课堂 是 

课后作业 PPTX. 32 雨课堂 是 

图片 JPG. 120 雨课堂 是 

课程介绍 PPTX. 1 雨课堂 是 

教学大纲 DOCX. 1 微信群 是 

教学日历 DOCX. 1 微信群 是 

考核方式与标准 DOCX. 1 微信群 是 

学习指南 DOCX. 1 微信群 是 

学生作品 MP4. 76 雨课堂 是 

学生作品 PPTX. 76 雨课堂 是 

网络教学视频 MP4. 10 雨课堂 否 

 

5 教学策略及方法 

 

本课程以学生为中心、以网络直播教学为手段，实施任务驱动、翻转课堂、 

 

专题研究、问题引导与讨论等四种教学法。 

 

以学生为中
心 

以网络直播
教学为手段 

任务驱
动 

专题研
究 

问题引
导与讨

论 

翻转课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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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教学策略与方法 

5.1 以学生为中心 

 
 

由于疫情影响和本课程需要实训内容比较多，因此必须坚持“以学生为中 

 

心”，重视学生在家的具体情况与情感，充分结合家里实训条件来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潜能和创造性，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践行“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设计和安 

 

排教学活动，学生获取知识不仅仅局限于网络直播课堂，还可随时随地通过课程网 

 

站平台以及教师提供的网络教学资源等进行自主学习。 
 

以“学生为中心”的多种教学策略及方法的应用，可有效提升知识的传达效 
 
率和学生的学习兴趣，可有效实现了教学的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大 
 
幅度提升了课前预习率和作业成绩。学生的考试成绩也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高。 
 

从学生的实训操作完成质量来看，学生的动手能力、技术要领的掌握能力等 
 
都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5.2 以网络直播教学为手段 

 

网络直播教学平台有很多，结合学校以及教师情况，选择了腾讯课堂以及雨课 

 

堂网络直播教学。课前使用雨课堂将课前预习资料发给学生进行自主预习；课中通 

 

过腾讯课堂进行考勤、讨论、视频引导、问题引导、专题研究等；课后通过雨课堂 

 

把当天课程 PPT、教案、教学视频资源和课后作业发给学生自主学习。作业评价以 

 

及学生作品点评在雨课堂完成。 

 
图四 网络直播教学过程 

雨课堂 
•课前预习资料； 

腾讯课堂 
•课中讨论、问题引导、视频引导、专题研究、案例教学等； 

雨课堂 
•课后发放PPT、教案、教学视频资源和课后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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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课堂监控数据 

 

 

图六 学生成绩管理 

 

5.3 四种教学方法 

 

 

5.3.1 任务驱动教学法 

 
 

采用任务驱动教学策略，基于项目操作开发课堂教学环节，融合企业一线实操 

 

真实案例，激发学生学习动机与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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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内容以蔬菜生产技术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的培养为核心，基于项 

 

目操作设计教学内容，将实际生产案例作为载体引入到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在“学 

 

中做，做中学”，以任务的形式发布课堂内容，通过前期理论讲解和答疑解惑、微 

 

课视频导入，教师直播现场指导，实训后将自拍视频进行自评、互评和教师评价等 

 

环节对任务每个环节的完成质量进行把控，从而保证教学质量。 

 

 

5.3.2 翻转课堂教学法 

 

 

本课程开发了比较完善的课程资源，在课前通过雨课堂向学生发布课前预习任 

 

务以及网络教学视频，要求学生自行学习课程资源，在课堂上以解疑、总结为主， 

 

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 

 

 

5.3.3 专题研究教学法 

 

 

围绕学生对蔬菜生产技术的新鲜感及好奇感，使用“兴趣牵引教学法”。在教 

 

学中，设计一些学生感兴趣的专题，如黄瓜栽培、黄瓜叶绿素含量测定、园艺植物 

 

嫁接技术、黄瓜维生素 C含量测定等，要求学生分组进行专题研究，通过文献资料、 

 

互联网、课前预习资料等收集相关资料，撰写专题报告并将实训结果展示且在课堂 

上让优秀作品小组组长发言，鼓励学生创新的同时增强学生演讲能力。利用专题研 

 

究教学法，能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对专业的表达能力，加深学生 

 

对学科知识的了解，培养学生收集阅读资料、归纳总结和研究的能力；以小组的形 

 

式完成专题研究，能增强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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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问题引导与讨论教学法 

 

 

为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师生互动起来，让学生主动参与教学全过程，本课程 

 

采用了问题引导与讨论教学法。其一，本课程采用问题情景教学法，通过问题进行 

 

课程内容引导，鼓励学生发言、提问，设立问题、场景，引导学生思考、分析问题。 

 

其二，针对部分教学内容采用讨论教学法，如蔬菜植物生长发育特点、蔬菜对温度 

 

要求、播种前种子处理过程等。在限定时间讨论中，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既锻炼 

 

了学生知识概括能力，以及具体理论方法的推理、演绎能力，又培养了学生语言感 

 

知、把握和表达能力，从而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6 课程评价 

 

 

采用过程与项目作业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注重课程提问、实训操作、课后实训报告、  

 

阶段测试等环节的评价，注重理实一体化的评价方式；强调过程化的评价方式；注重学 

 

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充分发挥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造力；注重考核学生的职业素养的培 

 

养。考核内容如表 4，表 5 所示。 

 

表 4 考核内容 

序号 成绩类型 分值（分） 比例（%） 

1 

平时成绩（包括

平时作业、课堂提

问、考勤、学习态度） 

100 30% 

2 
课程实践项目

成绩 
100 30% 

3 期末考试 100 40% 

总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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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平时成绩 

序号 评价内容 考核目标 考核分值 

1 考勤 课堂出勤情况，是否迟到，早退等 40 

2 课堂提问 课堂上积极提问，气氛活跃 10 

3 平时作业 通过课后作业巩固课堂内容 30 

4 
自主学习意识和

学习态度 

在学习中能够主动了解职业要求，

并积极利用各种学习资源，提升自己的

职业能力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