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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农业技能训练》课程存在的问题及改进 
◆王芳芳 

（贵州大学教学实验场  贵州  550025） 

 
摘要：为了提高《农业技能训练》课程的教学效果，本人从目前教学实

验场现有的教学条件、师资力量等软件、硬件分析查找问题，并探索解

决办法，希望通过这些方法实施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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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技能训练》课程是我校涉农学科的一门实践、实训必
修课。实践教学是整个教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巩固理论
知识和加深对理论知识的有效途径，是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素
质农业技术人员的重要环节，是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学生动手能
力的重要平台。 

1.我校《农业技能训练》课程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 实践基地的建设问题，《农业技能训练》课程所有的内容

都是在我校教学实验农场完成，教学实验农场现有柑桔科研生产
教学基地、梨科研生产教学基地、西瓜科研生产教学基地、草莓
科研生产教学基地、绿化苗木科研生产教学基地，小麦科研生产
教学基地，可以满足《农业技能训练》课程的部分内容的教学。
而其它的诸如畜牧养殖类科研生产教学实训基地、苗木组织培养
科研生产教学实训基地、蔬菜科研生产教学基地、先进的农业生
产机械等等许多还需完善的地方。 

1.2《农业技能训练》课程实践内容的随意性，虽然在 2017
年学校组织编写出版了《农业技能训练》教材，但由于没有建立
《农业技能训练》课程教学标准，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取上有很
大的随意性。 

1.3《农业技能训练》课程教学时间安排不合理，我校《农
业技能训练》课程安排在第三学期，也就是 7 月的中旬两周内完
成。农业生产重要的农事活动春耕、秋收时效性非常强，比如果
树的冬季修剪、果树生长期的管理、苗木的纤插、嫁接繁殖、水
稻的播谷、插秧、清明前后的种瓜种豆等等，许多的农事活动在
短短的 7 月的两周里是不能给学生提供观摩的场景及动手学习
的。 

1.4 教师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能上掌握不够多，由于学校及
教师重理论轻实践，使得实践教学的教师在教学水平的提升学习
上客观上机会不多，思想上也不积极主动，导致教师掌握的先进
的农业生产技能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 

1.5 实践教学的考核问题，没有建立《农业技能训练》课程
考核标准，每位教师对学生的考核标准不一样，有失公正。 

2.《农业技能训练》课程教学模式改革 
2.1《农业技能训练》课程教学原则，坚持“以学生发展为

中心，学习成果为导向，学习效果为标准”的教学理念，把学生
学习效果作为检验教学效果的尺子。明确教学效果好的标准是
“学生学得好”，把教学改革重点落实到学生学习方式的改革上。
根据不同专业的性质和特点，找准具体实践教学路径，对教学实
施方案进行系统设计。 

2.2 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问题，校内科研生产教学基地的建
设应围绕培养学生具备高素质的技术应用型人才为目表，使之成
为教育实施实践教学活动的重要场所和载体。鉴于我校教学实验
农场目前的教学环境，应充分利用教学实验农场现有的科研生产
教学基地，同时利用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充实完善教学实验场的实
践教学功能，再就是加强校外科研生产教学基地的建设，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创立高
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加强学校
之间、校企之间、学校与科研机构之间合作以及中外合作等多种
联合培养方式，形成体系开放、机制灵活、渠道互通、选择多样
的人才培养体制，以加强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与社会紧密联系，增
强高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 

2.3 建立《农业技能训练》课程教学标准，根据学校《关于
制定本科课程建设标准的实施意见》要求，由实验室教师编写课
程标准，并由教学实验场审核通过后执行。课程标准须确立价值

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课程目标，并结合课程教
学内容，明确课程教育目标、修订完善课程教学大纲、教案等教
学文件。 

2.4 教学方法改革，根据课程内容和特点，创新课堂教学方
式。通过开展参与式、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和任务驱动式等
教学，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改变传统“满堂灌”的教学方式，着
力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课堂教学成
效。 

2.5 考核标准，制定考核标准，进行课程考核方式改革，实
现考核方式灵活多样，鼓励采取过程性评价和期终实践报告评价
相结合、注重过程评价的课程考核方式，注重考查学生运用所学
知识及技能，综合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建立以过程性考核
为主的学生考核评价体系。学生修读课程成绩由平时成绩（过程
性考核成绩）和期末实践报告成绩综合评定，平时成绩占总成绩
的比例可放至 50%以上。课程负责人应制定过程性考核实施细则
和评价标准，明确过程性考核的形式、内容和要求，提出课程过
程性考核形式及考核要求、评分标准。 

2.6《农业技能训练》课程教学时间问题，鉴于一年四季都
有重要农事活动，为使农科类学生熟习掌握农事活动时节及操作
技术，农科类实践教学时间建议用一个年度时间来完成。由任课
教师跟据农事活动时节、实践基地的具体情况及学生的课时情
况，利用周末、节假日、寒暑假来完成。这样能科学的让学生参
与到真实的农业生产活动中，通过参与农业生产活动才能发现问
题并激发学生解决问题的主动性。 

2.7 教师的教学水平提升现代农业科技飞速发展，《农业技能
训练》课程教师要与时俱进，这就要求教师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
掌握新技术、新技能。学校应定期不定期的组织教师到农业发达
地区、农业园区学习，并参加农业新技术学习班，掌握农业新技
术的 新动态。 

《农业技能训练》是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对理论认识的有效
途径，是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农业技术人员的重要环节，是理论
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和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
在教学过程中大胆创新，理论与实践并重，力争培养出理论扎实、
知识技能先进、动手能力强、社会适应广的农业技术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