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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23 年 9 月修订）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园艺技术。专业代码：610105

二、招生对象

本专业招收初中毕业生或具备同等学历者。。

三、学制

3 年

四、培养目标及人才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为高等院校培养人才及培养果树及园林规划、设计

与施工、植物栽培与养护的一线工作人员。

（二）人才培养规格

1、基本素质与职业态度

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开展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开展劳动精神、劳模精神、

工匠精神专题教育。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具有责任心，事业

心和敬业精神，具有较强的使命感和法制观念。具备适应能力，

自我调节能力，应变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具有能够胜任工作

的身体条件，能够承担艰苦繁忙的工作。

2、知识结构与要求

具有必需的文化基础知识。

专业课知识应掌握影响植物生长发育的环境因子以及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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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肥料、农药等基本知识；植物细胞、组织与器官、生物的

繁育、生长、新陈代谢、遗传变异的基本知识；果树及园林植

物的栽培、管理与病虫害防治的基本知识；农村社会的基本知

识。

3、能力结构与要求

掌握果树栽培、管理与病虫害防治的基本技能。

掌握农业生产中土壤、肥料、农药识别的基本技能。

掌握显微镜观察的基本技能。

掌握果树及花卉的修剪、嫁接的基本技能。

具有果树及常见园林植物管理的初步能力。

4、学历与职业技术等级

本专业学生毕业时，成绩合格者，能取得职业高中毕业证

书及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或技术等级证书。

五、人才培养模式

通过对行业、企业人才需求的调研、分析论证，结合我校

果蔬花卉生产技术专业的特点，依托我专业的校内外生产实习

基地和各基层教学点，通过送教下乡，将课堂放到农家门口，

将教学搬到田间地头，实现学习过程与生产过程的融合统一的

“现代师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在这种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下，

建立起新的 “沟通、亲密、和谐”的教学关系，重构我校果蔬

花卉生产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使本专业的人才培养与行业结

合更加紧密，培养出的学生专业技能更扎实，更能适应行业的

用工需求。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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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现代师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六、课程设置及教学要求

(一) 文化课

1. 语文

在初中语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现代文和文言文阅读训

练，提高学生阅读现代文和浅易文言文的能力；加强文学作品

阅读教学，培养学生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加强写作和口语交

际训练，提高学生应用文写作能力和日常口语交际水平。通过

课内外的教学活动，使学生进一步巩固和扩展必需的语文基础

知识，养成自学和运用语文的良好习惯，接受优秀文化熏陶，

形成高尚的审美情趣。

2. 数学

在初中数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数学的基础知识。必学

与限定选学内容：函数、向量与复数、几何、概率与统计初步。

通过教学，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培养学生的基本运算、基本



河北省中等职业教育质量提升工程名牌校建设学校

计算工具使用、空间想象、数形结合、思维和简单实际应用等

能力，为学习专业课程打下基础。

3. 英语

在初中英语的基础上，巩固、扩展学生的基础词汇和基础

语法；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和运用英语进行交

际的能力；使学生能读懂简单对话和短文，能围绕日常话题进

行初步交际，能读懂简单应用文，能模拟套写语篇及简单应用

文；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和继续学习的能力，并为学习专门用途

英语打下基础。

4. 体育与健康

在初中相关课程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体育与卫生保健的

基础知识和运动技能，掌握科学锻炼和娱乐休闲的基本方法，

养成自觉锻炼的习惯；培养自主锻炼、自我保健、自我评价和

自我调控的意识，全面提高身心素质和社会适应能力，为终身

锻炼继续学习与创业立业奠定基础。

5.德育

职业生涯规划：通过学习学生掌握职业生涯规划的基础知

识和常用方法，树立正确的职业理想和职业观、择业观、创业

观以及成才观，形成职业生涯规划的能力，增强提高职业素质

和职业能力的自觉性，做好适应社会、融入社会和就业、创业

的准备,为高考作文的思想正确性做基础。

职业道德与法律：帮助学生了解文明礼仪的基本要求、职

业道德的作用和基本规范，陶冶道德情操，增强职业道德意识，

养成职业道德行为习惯；指导学生掌握与日常生活和职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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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相关的法律常识，树立法治观念，增强法律意识，成为懂

法、守法、用法的公民，为高考作文的思想正确性做基础。

(二)专业课

1. 植物科学基础

本课程是农林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主要内容有细胞、

植物的组织与器官、动物的组织、器官与系统、生物的繁殖与

生长发育，生物的新陈代谢，遗传与变异，品种的选育与改良，

生物技术，生物分类与农业生物资源，生命的起源与生物进化，

生物环境资源，生物与环境等。通过学习能够正确识别植物种

子、根、茎、叶、花、果实的构造，会制作植物标本，能正确

使用光学显微镜。

2. 种植基础

本课程是农林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主要内容有植物生

长的外部环境、植物生长的土壤基础、植物生长的营养调节、

植物生长常见的病害与虫害、植物病虫害综合防治等。通过学

习掌握有关光照、温度、水分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及其对植物生

长的影响，掌握土壤质地的测定、化肥的定性鉴定、农药配制

和喷雾器的构造及使用。

3.果树生产

本课程是林果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课，通过学习了解果树

的生长发育规律，掌握一般果树的育苗、建园、土肥水管理、

整形修剪、果树保护等高产栽培技术要点及原理。

4．园林绿化

本课程是林果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课，通过学习了解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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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植物的种类及其育苗、栽培技术要点，掌握园林植物造景

及园林规划设计的基础知识。学会常见的园林植物的扦插、嫁

接、压条、移植技术以及盆栽花卉的上盆、换盆、营养土配制

技术等基本技能。

5. 农村社会基础

本课程是作为职业中学农科类专业的三大专业基础课之

一，课程内容涉及农村家庭、农村生活方式、农户经营与管理、

农村文化、农村常用法律法规等诸多内容。通过教学，学生广

泛地了解和掌握农村社会的有关知识，努力把学生培养成适应

现代化农村生活需要并立志改变家乡面貌的社会人。

６. 板栗生产加工技术

本课程在学习果树生产课程作为本专业拓展课程进行学

习。通过教学学生掌握板栗的生理特性、育苗、建园、整形修

剪及土水肥管技术；掌握板栗的保鲜盒储藏技术，板栗的营养

分析以及深加工技术。

７. 薰衣草的实用繁殖技术

本课程作为本专业拓展课程，在学习园林绿化时学习作为

专题进行学习。通过学习学生掌握薰衣草的育苗技术，生产栽

培管理措施以及病虫害 防治技术

８. 插花技术

本课程作为本专业拓展课程，在学习园林绿化时学习作为专

题进行学习。通过教学学生掌握常见花卉的切花生产技术；了

解一定的审美知识及常见花卉的寓意；掌握各种花卉的配置及

花篮等的制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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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学活动时间分配

单位：周

学

年

学

期

集中教育 理论教学 实践教学

机

动

寒

暑

假

合

计

入学

(毕业)

教育

军事

训练

理

论

课

考

试

实训教学

公益

劳动

一

一 0.5 0.5 15 2 1 1 4 24

二 16 2 1 1 6 26

二

三 15 2 2 1 4 24

四 15 2 2 1 6 26

三

五 14 2 3 1 4 24

六 1 8 3 2 1 15

合计 1.5 0.5 83 13 9 4 6 24 141

八、课程教学时间安排

课程

类别
课程名称

总

学

时

各学期周数、学时分配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第五

学期

第六

学期

20 周 20周 20 周 20 周 20 周 15 周

公共

基础

课程

占总

学时

比例

63.9%

语文 690 6 6 6 6 6 6

数学 690 6 6 6 6 6 6

英语 690 6 6 6 6 6 6

思政 80 2 2 1 1

历史 60 1 1 1 1

化学 120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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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与健康 160 2 2 2 2

计算机基础 80 2 2

劳动教育 40 1 1 1 1

小计 2610

专业课

程占总

学时比

例

37.1%

核心

课程

占总

学时

比例

34.6%

种植基础 260 3 3 4 4

植物科学基础 330 3 3 6 6

农村社会基础 70 2 2

果树生产 450 6 6 6 6

园林绿化 300 4 4 4 4

小计 1410

特

色

课

程

板栗生产加工技术 20 1

栗蘑栽培技术* 20 1

插花技术* 20 1

小计 60

合计 4080

说明：１.一、二年级每天正课７节，第八节自习；第三学年每天正课８节。

2.总学时数按每月期平均上课计算，前５个学期按２０周计算，第六学期文化课按 15 周计算，

专业课按 10 周计算。

３.各门课程的教学时数按标准上课时间计算的，受各种原因影响，上课时数可在 10%以内浮动。

九、实训教学内容与时数安排

实训内容 总学时 分学时

生命科学基础

实训一：光学显微镜的构造与使用

实训二：肉眼观察双子叶植物茎的次生构造模型或

挂图

实训三：根尖及其分区的观察

实训四：双子叶植物叶的构造观察

实训五：观察花的形态结构

32

8

4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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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六：观察植物，确定分科 8

种植基础

实训一：手测法测定土壤质地类型

实训二：化学肥料的定性鉴定

实训三：农田土壤墒情的识别

实训四：农药剂型的判断与农药的配制

实训五：背负式喷雾器构造的观察及使用

32

6

6

6

6

8

果树生产

实训一：常见果树病害识别

实训二：常见果树害虫识别

实训三：常见果树害虫危害状识别

实训四：果树嫁接技术——劈接、腹接、嵌芽接

实训五：果树环剥技术

实训六：苹果、梨的人工疏花疏果技术

实训七：梨套袋技术

实训八：果树的短截技术

实训九：果树的扭梢技术

60

8

8

6

8

4

8

8

4

6

园林绿化

实训一：园林植物扦插育苗技术—嫩枝扦插

实训二：园林植物嫁接技术—切接、劈接、芽接

实训三：压条育苗技术—高空压条、波状压条、堆土

压条

实训四：盆栽花卉的上盆、换盆、营养土培制技术

36

8

4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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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五：苗木移植技术 8

合计 60 60

十、学习评价建议

1.建立过程评价与目标评价并重的评价体系，引导学生具

有严谨的学风和认真负责的态度。

2.改变传统的评价方式，根据任务引领型课程的教学要求，

将过程评价和目标评价相结合，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

充分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发挥评价的激励作用，保护学生的

自尊心，激发其自信心。

3.充分肯定学生的多元化思维和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并进

行正确评价和引导。

4.注重理实一体化课程教学，教师应对学生每一个实训项

目进行评价。

5.在理论教学过程中，减少过多的理论讲解，在把理论知

识讲清讲透的前提下，及时通过实践进行验证，保证学生进一

步理解、巩固理论知识。

6.实践技能训过程中，保证指导深入每一名学生，每一细

节，及时发现学生的点滴进步，以正确引领学生循序渐进地学

习和掌握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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