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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蔬菜生产技术 

 

教学单元 园艺植物嫁接技术 

授课学时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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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情及内容分析 

 

 

2.1 学情分析 

 

授课对象是园艺技术专业大二学生，已经学习了园艺植物育苗场地与规划、无 

 

性繁殖；学习了塑料拱棚类型及应用、地膜覆盖、设施内环境特点及调控；学习了 

 

太阳辐射与农业生产、温度与农业生产和水分与农业生产等相关内容，具体学习基 

 

础如表 1所示。 

 

表 1 学习基础 

课程名称 内容模块 

园艺植物栽培学 
育苗场地与规划； 

园艺植物无性繁殖。 

设施园艺学 

简易设施； 

塑料拱棚； 

温室； 

设施环境特点及调控。 

农业气象学 

太阳辐射； 

温度； 

水分。 

学生对蔬菜生产技术这门课充满了热爱，并且积累了部分嫁接繁育基础知识， 

 



比如大部分同学掌握嫁接繁殖原理，因此在已有自信基础上可以增加学生对园艺植 

 

物嫁接技术项目学习的兴趣。 
 

与此同时，部分同学对嫁接繁育基础知识掌握不到位，对嫁接一些概念比较模 

 

糊，比如有些同学会把嫁接苗理解为嫁接过的苗。 

 

2.2 教学内容 

 

 

本教学单元为本门课程的第五模块，以学生掌握操作技能为主，引入微课视频， 

 

让学生加深操作过程理解与记忆；适当引入问题，让学生思考讨论；引用央视《农 

 

广天地》栏目最新嫁接技术来引导学生专研最前沿园艺植物嫁接技术知识。具体教 

 

学内容如表 2所示。 

 

表 2 教学内容 

教学单元 教学内容 

园艺植物嫁接技术 

嫁接基本概念； 

常用的枝接方法； 

切接法操作方法； 

劈接法操作方法。 

 

2.3 教学目标 

 

基于学生已经学习过园艺植物育苗场地与规划、无性繁殖等基础知识，对嫁接 

 

有一定的了解，依据课程标准确定本教学单元的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 

 

如表 3 所示。 

 

表 3 教学目标 

单元目标 目标描述 

知识目标 
了解嫁接基本概念； 

了解常用枝接方法。 

能力目标 
熟练掌握切接法操作； 

了解切接法操作。 

素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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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学生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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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教学重点、难点 

 

根据学情分析结论，确定了本教学单元的重点、难点,如表 4 所示。 

 

表 4 教学重难点 

教学单元重点难点 详细知识与技能 

教学重点 
常用枝接方法； 

切接法操作。 

教学难点 切接法操作。 

 

3 课堂教学设计与实施 

 

课堂教学设计基于《蔬菜生产技术》网络教学资源，课前教师在其中设计教学 

 

过程所需要的各种教学资源，如微课、课程录像、PPT、课前预习材料、课中问题设 

 

置、课后作业、图片等。课前利用腾讯课堂签到功能，监控学生到课率；课堂教学 

 

过程中，可利用该直播系统举手回答功能，让学生利用手机作答，教师实时得出学 

 

生作答的各项数据，从而把握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并根据学生的回答情况调整教 

 

学内容。详细课堂教学设计及实施过程如表 5 所示。 

 

表 5 课堂教学设计及实施过程 

教学环节 教学实施过程 教学方法及手段 时间分配 

组织教学 利用腾讯课堂签到功能 网络直播教学手段 2min 

视频导入 

 

视频引导法 4min 

目录导入 
1.嫁接的基本概念 

2.试验目的 

任务驱动法 2min 



3.材料用具 

4.试验内容 

5.常用的枝接方法 

6.试验总结。     

教学过程 

一、嫁接的基本概念 

1.嫁接：是利用植物受伤后具有

愈伤的机能来进行的。嫁接时，

使两个伤面的形成层靠近并扎紧

在一起，结果因细胞增生，彼此

愈合成为维管组织连接在一起的

一个整体； 

2.嫁接苗：通过嫁接培育出的苗

木称为嫁接苗； 

3.接穗：用来嫁接的枝或芽叫接

穗或接芽； 

4.砧木：承受接穗的植株叫砧木。 

二、试验目的 

1.了解嫁接的基本概念； 

2.学会园艺植物常用的枝接技

术：切接法和劈接法。 

三、试验用具 

1.植株 

 

 

2.修枝剪 

 

3.封口膜 

问题引导及讨论教

学法 

视频教学法 

讲授法 

36min 



 

4.嫁接刀 

 

四、试验内容 

1.亲和力的强弱。主要决定于接

穗与砧木之间的亲缘关系，即一

般是因二者的品种，种，属，科

间的关系远近而定．其次是因接

穗与砧木的代谢作用而异，二者

的代谢作用相近，其亲和力则强，

反之则弱； 

2.接穗和砧木贮藏养分充足程度

及生活力强弱。砧木生长健壮、

茎粗 0.8cm 以上、且无严重的病

虫害；同时选取优良母株的接穗

也要充分老熟、健壮且无病虫害； 

3.嫁接方法、时间和天气状况。

一般腹接法只要有合用的接穗，

什么时候都可以进行；皮接、补

片芽接应在砧木树液流动易剥皮

时进行（一般在九月份较适宜）；

切接一般在春梢萌发前的三月和

夏梢老熟后的九月为宜。天气应

选择温暖无风的阴天或晴天最

好，冬、春季应选择暖和的晴天

嫁接，避免在低温和北风天嫁接，

夏、秋季气温高，应避免在中午

阳光猛烈时嫁接； 

4.砧木与接穗的形成层（俗称

“水线”）是否对准和密贴。操

作技术上：一是接穗和砧木切面

一定要平滑，不能凹凸或起毛，



同时切削深度也要适当。因此，

要求刀要锋利，动作要快二是放

芽和缚薄膜时要小心，确保形成

层对准和不移位；三是砧、穗切

面要保持清洁，不要有泥沙等杂

质污染和阻隔，影响嫁接面的密

贴； 

5.接口是否扎紧密封。放好接芽

后，先用薄膜带在砧木切面中部

位置缚牢接芽，使之不移位，然

后展开薄膜自下而上均匀作复瓦

状缚扎嫁接接芽，至芽顶后（不

能留空隙）将薄膜带呈细条状自

上而下返回原位扎紧，使包扎薄

膜扎紧密封。 

五、常用的枝接方法 

1.切接法 

 

（1）适用：切接适用于根颈 1－

2cm 粗的砧木作地面嫁接； 

（2）接穗削取：将接穗截成长 5

－8cm，带有 3－4个芽为宜，把

接穗削成两个削面，一长一短，

长斜面长 2－3cm，在其背面削成

长不足 1cm 的小斜面，使接穗下

面成扁楔形； 

（3）砧木处理：选砧木皮切下，

深度略短于接穗的长斜厚光滑纹

理顺的一侧，用刀在断面皮层内

略带木质部的地方垂直面，宽度

与接穗直径相等； 

（4）接合：把接穗大削面向里，

插入砧木切口，务必使接穗与砧

木形成层对准靠齐，如果不能两



边都对齐，对齐一边亦可； 

（5）绑缚：用麻皮或塑料条等扎

紧，外涂封蜡，并由下而上覆上

湿润松土，高出接穗 3－4cm，勿

重压。 

2.劈接法 

 

（1）劈砧木：在离地面 10cm 处

平切，截干，用刀在砧木横断面

往下纵切，切口深 3-4厘米左右； 

（2）削接穗：切取生长健壮的一

二年生枝条的中下部 5-6cm，带

2-3个饱满芽，离上芽 1cm处平切，

在下芽两侧各削一个 3厘米的削

面，呈楔形，外宽内窄，削面光

滑； 

（3）嫁接：将接穗插入，注意砧、

穗形成层对齐，插入后”露白”

（0.2 厘米~0.3 厘米），然后用

塑料薄膜绑缚； 

（4）劈接的应用：劈接可用于木

本花卉，亦适合部分仙人掌类植

物的嫁接及于草本花卉的嫁接，

例菊花的嫁接。 

微课视频观看 

 



六、试验总结 

（1）齐：是指砧木与接穗的形成

层必须对齐； 

（2）平：是指砧木与接穗的切面

要平整光滑，最好一刀削成； 

（3）紧：是指砧木与接穗的切面

必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4）快：是指操作的动作要迅速，

尽量建设砧、穗切面失水，对含

单宁较多的植物，可减少单宁被

空气氧化的机会； 

（5）净：指砧、穗切面保持清洁，

不要被泥土污染。 

课堂操作 

结合刚才内容的讲解以及视频的

观看，请大家把植物嫁接注意事

项总结写在笔记本上，并使用切

接法嫁接你们所准备的材料，操

作过程拍照发给学习委员，学习

委员统一发到我的邮箱。 

任务驱动 

自主探究学习法 

18min 

学生总结 
播放学生操作视频，并让学生通

过腾讯课堂举手功能进行讲解。 

自主探究学习法 10min 

本章总结 

1.课堂小结； 

2.结合本章内容提问：切接法操

作注意事项? 

问题引导 6min 

课后作业 

作业已经发到雨课堂班级，题型：

单选、多选、填空与简答。请大

家在周日晚上 10点之前完成并提

交。 

讲授法 2min 

 

4 教学评价 

 

腾讯课堂和雨课堂具有很好的互动性，且具有较好的教学内容发布功能，可以 

 

进行有效的教学效果评价。课前进行预习材料检查、手机签到，教师直接得出预习 

 

率和到课率；课堂教学过程中可设置抢答题、课堂小测等，实时监控课堂教学质量。 

 

课后可发布相关的作业、考试题等，并能对教学全过程进行系统管理。课堂监控数 

 

据如图 2 所示，整门课程的学生成绩管理如图 3 所示。 

 

 

 



 

图 1 课堂监控数据 

 

图 2 学生成绩管理 

 

 

5 教学反思 

 

（1）本节课我采用任务驱动、自主探究等教学策略，力求目标明确、任务细化。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意识，自主尝试展开学习活 



 

动，尊重学生个性发展与层次差异，注重过程，各取所需，培养他们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其学习设计操作的兴趣，建立对园艺植物嫁接技术的学习自信 

 

心，培养了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2）亮点：“展示评价”，让学生展示讲解他们的作品，其优点是：既有利于 

 

表述者锻炼口头表达能力，又能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和责任心，也是对他们成功的肯 

 

定。鼓励学生大胆的表述自己的设计理念，创作时所使用的工具，在制作过程中遇 

 

到的困难，如何解决的。 

 

（3）不足：有的学生操作技能不熟练。由于课堂时间有限，学生的整个操作过 

 

程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欣赏并讲解优秀作品来深入的去引导学 

 

生的思路，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