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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科类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与研究

——以“设施园艺技术”为例

王智化　朱友娟　曹　琦　吕旭才　陈　丹

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　新疆阿克苏　843100

摘　要：“新农科”背景下，农科类专业课程教学中，强调迎合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培养出应用型、创新型农业技术人才。

在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园艺设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需要得到足够的关注。文章从“新农科”的相关概念出发，

对“设施园艺技术”相关课程的教学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对“新农科”背景下，“设施园艺技术”专业课程教学改革的有

效策略进行了探讨，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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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始终处于基

础性地位，在推动国家发展战略实施的过程中，应该切实保

障农业基本盘的稳定，落实好“三农”工作，为乡村振兴工

作的顺利推进提供良好支撑。设施园艺产业在推动农业发展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就目前而言，我国设施农业发展

中存在不少问题，如技术发展缓慢、生产力水平不高等，需

要加强相应的人才培训，为园艺设施农业的发展提供相应的

人才支持。

1.“新农科”概述

“新农科”是一种新的教育概念，可以将其看作是人

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交叉融合得到的产物，而对这些技

术进行分析，其基本都是在计算机技术的支持下，对实际问

题进行研究和处理。实际操作中，需要先做好实际问题的抽

象以及提炼，构建起相应的数学模型，然后通过计算机编程

的方式，获取相应的结论，再对实际问题进行解决。“新农

科”强调面对新农业的发展，将传统学科之间的边界破除，

实现农工、农理、农文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构建起全新的人

才培养模式。

2.“设施园艺技术”教学现状

设施园艺是现代农业发展中，一种最为先进的生产力

和生产方式，发展前景广阔。通过对相关课程的学习，学生

能够更好地了解园艺设施的发展现状和发展前景，把握园艺

设施及栽培技术的基本原理，对其中存在的常见性问题进行

解决。现阶段，不少高校都开设了“设施园艺技术”相关的

课程，课程的主旨是对应用型园艺人才进行培养 [1]。

不过，在“新农科”背景下，相关课程与实际人才培

养要求依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存在有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课时分配不合理，理论课程占据了较大的比例，实验与

实践课时较少，在缺乏实践应用的情况下，学生存在着“眼

高手低”的问题。二是教学内容相对繁杂，受有限课时的影

响，教师无法实现对于所有教学内容的逐一传授，学生可能

出现掌握了重点知识，但是不了解技术原理的情况。三是教

学方式相对单一，以课堂讲授为主，没有能够凸显学生的主

体地位，学生缺乏参与课堂活动的积极性，影响了其思维能

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四是教学内容相对陈旧，教材更新缓

慢，与现代农业的发展需求存在一定偏差，导致内容欠缺实

用性。

3.“设施园艺技术”课程教学改革

“新农科”背景下，农科类专业课程体系得到了重构，

推动了学科建设理念的创新。而从设施园艺相关课程的角

度，要求学生能够掌握设施园艺的基本理论以及实践技能，

实现不同学科门类的交叉学习，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

新能力。基于此，相关院校需要做好相关课程的教学改革

工作，以更好的适应“新农科”背景下园艺设施人才培养

的现实需求 [2]。

3.1 丰富课堂教学

信息化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网络教育模式在教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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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也取得了理想的成效。尤其是互联

网 + 技术的出现，更是对相应的课程资源进行了丰富，数

字化学习资源与多媒体终端的相互结合，带动了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的提高。基于此，教师在实施课堂教学活动的过程中，

可以采用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互结合的方式，对课堂活动

的形式进行丰富，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教材的内容以及专业

知识。

从高校方面，应该对照自身的硬件设施和资金条件，

探索最佳的教学模式，例如，可以借助 VR 技术或者 3D、

4D 等技术，确保学生能够在模拟真实的环境中，认识到园

艺农业中“大棚”、“中棚”和“小棚”的差异性，并且在

“身临其境”的情况下，熟悉大棚框架的搭设方式以及通风

孔的位置选择、防虫网的构建等，甚至于能够在其他国家先

进的温室大棚中进行“参观”，为后续的学习和创新提供良

好思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该主动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

并且将其应用到实践中，而想要做到这一点，教师需要努力

应对挑战，提高自身的能力水平，这样才能真正将技术的优

势切实发挥出来 [3]。

3.2 开展实验教学

“新农科”背景下，高校在实施园艺专业人才培养的

过程中，需要重视其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设施园艺

学本身就强调理论和实践的深度结合，因此落实实验教学，

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是课程改革中非常重要的内容。借助

科学的实验教学，能够引导学生在实践操作中应用理论知

识，使得其更加积极主动地分析和解决问题。从教师的角度，

应该确保实验教学能够很好的与理论教学进行深度融合，做

好实验教学内容的科学设计。

例如，可以要求学生依照教材上学到的无土栽培相关

的理论知识，自主或者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设计相应的栽

培机制、栽培管道，对栽培条件进行调节控制，将无土栽培

的相关知识应用到实践中。

3.3 加强校企合作

“新农科”背景下，强调对专业的人才进行培养，推动

不同产业之间的有效对接。设施园艺相关的课程在教学中，

体现出了极强的专业性和实践性，而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

角度，学校方面应该加强校企合作，打造校内和校外实践基

地，为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提升提供助力，确保学生能够做

到学以致用，深入了解相关企业的管理模式以及经营理念，

明确现代园艺产业发展的具体进程，继而为自身毕业后的就

业规划提供参考。借助校企合作的方式，能够进一步加深学

生对于理论重视的理解和认知，并且将理论和实践真正联系

在一起，提高学习的整体效果。

校企合作对于企业而言，能够很好的了解学生在实习

中的表现，从而实现对于人才的有效选拔；对于学校而言，

则能够使得学生认识到实习的意义，在实习中锻炼学生的能

力；对于学生而言，在参与实习的过程中，可以确认工作的

内容，对课堂上学到的专业知识进行检验，同时也可以观察

行业发展前景，做好未来的职业发展规划 [4]。

3.4 打造教师队伍

专业的教师队伍对于教学工作的实施效果有着决定性

影响，学校方面应该重视教师队伍的打造，对单个教师的认

知偏差进行有效弥补。设施园艺学本身有着很强的综合性和

交叉性，在教师队伍建设中，应该实现对不同专业领域的全

面覆盖，如花卉栽培学、农业设施学、植物生理学等，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从合作企业邀请专业技术人员，对实

际生产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讲解，帮助学生建立起完善的

知识体系框架，，使得学生可以提前熟悉将来的工作，尽早

做好规划。

3.5 优化考核模式

在课程考核方面，应该强调过程性考核和结果性考核

的相互结合，将课堂讨论、作业完成情况、课堂听讲情况等

作为考核指标，要求所有学生都可以参与进来。实践环节，

教师可以鼓励学生面向教学内容和相关技术，发表自己的看

法，畅谈未来的行业发展情况。而在结果性考核方面，应该

适当增加主观性题目的占比，确保学生可以应用课堂上学到

的专业知识，对实际问题进行解决。借助这样的方式，可以

提高考核的有效性，发挥出考核的作用 [5]。

4. 结语

总而言之，“新农科”背景下，农科类专业课程面临

着许多新的要求，传统的课堂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暴露出不

少问题，教学效果无法得到保障。对此，学校方面应该从实

际情况出发，对课堂进行相应的改革创新，重视学生实践能

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以确保能够很好地满足现代农业发展

对于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现实需求。

参考文献

[1] 任毅 , 耿洪伟 , 苏秀娟 , 等 . “新农科”背景下遗传



科研管理
2023 年 5卷 12 期

    120

学课程混合式教学改革与实践 [J]. 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

践 , 2023, 6 (04): 30-33.

[2] 杨帆 , 王莉 , 靳登超 , 等 . 基于“新农科 + 新工科”

融合教育模式的“能源化学”课程教学改革与探索 [J]. 现代

盐化工 , 2022, 49 (04): 106-108.

[3] 商庆银 , 黄山 , 王淑彬 , 等 . 基于 OBE 教育理念的农

业生态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J]. 安徽农业科学 , 2022, 50 (04): 

258-260.

[4] 关若冰 , 赵文丽 , 刘晓光 , 等 . 农科类专业分子生物

学课程教学改革探析 [J]. 现代农业科技 , 2020, (15): 260-261.

[5] 黄玲 , 黄中文 , 陈向东 . 梅西大学农科类专业课程教

学的分析与思考 [J]. 教育教学论坛 , 2019, (40): 250-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