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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专业蔬菜栽培学教学改革初探 ①

张雪艳，田蕾，高艳明，李建设
（宁夏大学 农学院，宁夏 银川７５００２１）

摘　要：蔬菜栽培学是园艺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结合宁夏蔬菜产业发展，立足培养博精专人才，进行蔬菜栽培
学课程改革势在必行。应依托教学实训基地，通过实施本科生导师制、建立创新平台、优化教学内容和改革教学方法，强

化实践教学，构建蔬菜栽培学的实践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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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光热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空气湿度低，病虫害发生轻，具有发展园艺产业和生产无公害产品

的自然优势。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在全国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的前提下，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机

遇，坚持发挥优势，突出特色，改善生态，为推进设施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政治保障。宁夏园艺专家依托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引进和研发园艺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为推动宁夏设施
园艺发展提供技术理论支撑，目前园艺产业已成为宁夏优势特色农业之一。

政府的扶持、宁夏大学园艺相关技术的提升，促进了园艺学科的建设、发展与完善。宁夏大学果树

蔬菜学科于１９８８年成立，１９９９年合并为园艺一级学科并对外招生，２０１１年建设为自治区优势特色专
业。２０１１年新增园艺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下设蔬菜学、果树学、葡萄与葡萄酒学二级学科。
２０１３蔬菜学评为校级重点学科，同年园艺教学团队获批为自治区级教学团队。目前园艺专业已成为宁
夏大学农学院一本招生的专业。

园艺专业的高素质专业人才是维持和促进我区设施园艺产业发展的重要保证。蔬菜栽培学是园艺

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１］，在园艺人才培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在现有产业发展驱动下，培养更多

具有博精专业知识，熟练掌握生产实践技能，懂经营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才能适应现代蔬菜产业发展

的实际需求。因此结合宁夏园艺产业发展，对蔬菜栽培学教学进行改革成为必要。

１　引导学生发展定位，探索本科生导师制
新生进入大学后，多数对于自己所学的专业发展现状与方向没有认知，对未来发展没有定位，因此

宁夏大学农学院从园艺专业大一新生入学后，即安排在科研和教学方面具有很好造诣的年轻博士当班

主任，另外安排一位园艺专业成绩优异、专业实践经验丰富，具有明确专业发展规划的大三学生做副班

主任。同时，按照专业学科方向，在大一时分３个阶段安排蔬菜、果树、花卉专业专家教授做专业入门导
师，其中选择在自治区具有较高学术研究造诣的蔬菜学方向教授作为蔬菜学学习的导师，该导师了解国

内蔬菜产业的发展，熟悉国内外蔬菜产业优新技术、设备，掌握区内蔬菜产业分布情况、发展现状和发展

中存在的问题，该导师依托自身专业知识，借助自身科研，对学生进行入学引导，第一时间培养学生对所

学专业中蔬菜产业有梗概的认知，有产业发展的全局认知，培养对产业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方向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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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有利于学生在全局认知的基础上，带着问题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学习后期的蔬菜栽培学理论和实践

知识。

２　借助实践创新平台，挖掘与提升学生创新能力
２００７年宁夏大学农学院以加强基础理论为重点，以科研及实践为创新平台，积极鼓励教师与学生

参与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活动［２］，２００９年将“创新能力实践”纳入学生学业要求与专业教学计划中，并
作为毕业审核的内容之一，学生通过参与学科竞赛、学术活动、创新性实验实践项目以及教师的课题研

究等方式，获得创新能力学分，从２００９年至今，园艺专业获批的各级创新项目约３０项，蔬菜获批的１３
项，其中１项为国家级创新项目，１项为区级创新项目，１项为区级创业项目［３］，园艺学生通过参与蔬菜

相关项目课题的研究，能获得蔬菜学专业知识，掌握一定的蔬菜栽培技能，并对蔬菜产业产生一定认知，

为蔬菜学专业课程学习打下良好基础。另外园艺专业建有宁夏设施农业院士工作站、宁夏设施园艺技

术创新中心、宁夏大学农科温室实训基地等教学科研平台，能够为园艺专业蔬菜栽培学实践性教学提供

保障，促进学生创新性实践能力的提高。

３　结合区域特色，优化教学内容
宁夏具有“冬菜北上、夏菜南下”“四季鲜果”的独特气候资源优势，十分有利于蔬菜的优质高效生

产。但长期以来水资源短缺、土壤盐碱化等不利生态条件严重制约了蔬菜产业的专业化、规模化发展，

另外，缺少配套高效栽培技术、蔬菜产量较低而不稳定，过量施用化肥，造成浪费和环境污染，品质不高、

连作障碍逐年加重、生产能耗高，日光温室环境调控技术与装备落后；环境优良，但有机蔬菜产品生产量

少。因此，蔬菜栽培学课程改革通过蔬菜栽培的基础理论与最新的栽培技术结合，以实现蔬菜优质高

效、安全低耗、可持续生产的目标。

宁夏独特的气候和地理特点，适宜无公害蔬菜种植，形成了区域特色的西瓜、甜瓜、洋葱、马铃薯、芹

菜、辣椒、胡萝卜等的无公害种植，一年四季主栽蔬菜作物包括番茄、茄子、西葫芦、黄瓜、辣椒，且９０％
以上采用育苗移栽，但设施蔬菜种植面临冬季气温低、风沙大、水质碱度高和硬度大等问题。因此，在授

课内容上的改革为总论部分以无公害蔬菜栽培、蔬菜栽培基础知识为主，将蔬菜生长与环境条件调控、

设施类型与性能、蔬菜育苗、茬口安排作为重要讲解内容，分论部分针对区域主栽和特色作物具体栽培

管理技术进行教学，省略本地区种植较少的莲藕、芦笋等蔬菜的栽培技术教学，同时为适应高端蔬菜市

场需求，添加希特和药用蔬菜内容。整个教学过程将无公害生产的基本理念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注

意优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理念的引入，通过上述教学内容的调整优化，使课程教学内容和学生专

业操作技能的培养具有更好的针对性和实用性［４］。

４　加强实践教学，改革教学方法
目前宁夏园艺专业已建立了宁夏贺兰园艺产业园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小任果业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贺兰新平设施农业示范园区、宁夏大学农科实训、宁夏籽润有限公司等１２个产学研发展基地。在加强
蔬菜栽培学理论基础教育的同时，利用宁夏大学农科实训基地和贺兰县国家园艺产业园区为主要实践

基地，将课堂上被动填鸭式教育转变为田间主动操作式教育，改革的教学方法涉及现代多媒体课堂讲授

法、田间实际操作法、田间观测调查法、案例分析法，且田间实践教学贯穿整个授课过程［５－７］。

现代多媒体课堂讲授法。基础理论知识介绍仍坚持采取课堂传授的方式，充分利用多媒体、网络技

术、演示实验、录相、实物投影等现代化教学手段，提高课堂教学基础理论和专业技术的直观性和操作

性，使学生快速掌握现代的农业科技知识，也能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实际操作法。利用宁夏大学农科实训基地，针对分论中需要讲解的蔬菜作物，划分出种植区域用于

蔬菜作物种植，将学生分成不同工作小组，每个小组负责一种或两种作物，从蔬菜种子催芽处理、育苗、

田间整地、施肥、覆膜、定植、授粉、灌水、落蔓等整个生育期的各个环节进行操作，同时在各作物种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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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重要时期，授课老师对不同作物生长进行田间讲授，讲解各作物重要时期的水、肥、温、光管理。另外

针对蔬菜种植中的重要技术，例如育苗技术、现代化灌溉技术、环境调控技术，充分利用贺兰县国家现代

科技园区进行单独实地教学。

田间调查法。在宁夏大学实训基地中设立不同作物种植区域，对不同作物生长特性，如观察记录种

子形态、植株形态、花果的结构、不同生育期生长状况，并结合查找资料，由学生自己得出结论，撰写各主

要蔬菜作物的生长特性报告。利用贺兰县国家现代科技示范园区，对引选的希特和功能保健菜，包括拇

指胡萝卜、鲜食胡萝卜、鲜食苤蓝、明日菜、穿心莲、连翘、刺五加、马齿苋等进行观察记录。

案例分析讨论法。在学生主体知识掌握的基础上，结合生产实践设计案例，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

鼓励学生进行探索性的分析，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案例设定要注意与教学目的结合、

与实践结合。

５　结语
为适应蔬菜产业现代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培养“懂理论、会操作、能实践”的高级专门人才，必须

要积极探索，更新教育教学观念，着力于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实践教学模式。高校实践教学是培养大学

生的基本技能、职业能力、技术应用能力、创新能力的重要途经，实践教学基地是开展实践教学的主要场

所，是理论知识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重要平台，是完成跨世纪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依托，因此，建设高效

的实习基地是开展实践教学的重中之重，依托实训基地进行蔬菜栽培学课程改革，为增强学生专业学习

的主动性、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创造了条件，但这种依托基地的实践性教学效果考核标准仍需要深

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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