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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园艺技术专业三年制专科 2024 级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园艺技术专业，园艺技术（410105）

二、入学要求

中等职业学校毕业、普通高级中学毕业或具备同等学力

三、学习年限

3 年

四、职业面向

所属专业大类（代码） 农林牧渔大类（41）

所属专业类（代码） 农业类（4101）

对应行业（代码） 蔬菜、食用菌及园艺作物种植（014）、水果种植（015）

主要职业类别（代码）

园艺技术人员（2-03-04）、作物种子（苗）繁育生产

人员（5-01-01）、农作物生产人员（5-01-02）、

农业生产服务人员（5-05-01）、动植物疫病防治人员

（5-05-02）

主要岗位（群）或技术领域

举例

园艺作物生产及技术指导、园艺作物种苗繁育、园艺技

术推广、园艺产品及农资营销、农业企业经营与管理

职业类证书举例 设施蔬菜生产、农产品供应链与品牌管理

五、人才培养模式

校企共同研讨园艺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岗位

标准等;按照人才培养总体思路，由专职教师及企业导师共同实施人才培养，在学校完成

专业基础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到企业进行跟岗和顶岗实习。根据学习内容特点与形式，

教学组织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学年学生完成人文素质与专业基础课程课程学习任务，通过

岗位认知和企业文化学习对未来人生进行规划，完成创新创业通识教育；第二学年实行“学

校学习与企业见习交替”学习形式，将课堂从教室移植到企业，实施“现场教学”，让学

生直接体验、模仿、尝试、感悟企业文化，在实训和见习两个基地实现专业教育中融入创

新创业教育;第三学年在合作企业顶岗实习，在企业导师的指导下，真正进入岗位工作，

进一步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教师指导下完成产品创新训练，同时完成 1+X 证书考试，

加强创业就业培训。在实习期间，如果学习优秀，毕业后可以直接加入企业，成为正式员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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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培养目标与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能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

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科学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

的就业创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掌握本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蔬菜、食用菌及

园艺作物种植、水果种植等行业的园艺技术人员、园艺作物种子（苗）繁育生产人员、园

艺作物生产人员，园艺作物生产服务人员，园艺作物病虫害防治人员和园艺产品、农资营

销人员等职业，能够适应数字化园艺产业升级，从事园艺作物生产、种子种苗繁育、园艺

技术服务、园艺产品及农资营销、园艺企业经营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1.素质

（1）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深厚的爱国情感

和中华民族自豪感；

（2）能够熟练掌握与本专业从事职业活动相关的国家法律、行业规定，掌握绿色生

产、环境保护、安全防护、质量管理等相关知识与技能，具有学农、爱农和从农的职业理

念及服务“三农”、农业乡村振兴的职业理想，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具备吃苦

耐劳、积极进取、爱岗敬业的工作态度和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

（3）掌握支撑本专业学习和可持续发展必备的国家形势政策及思想政治理论、心理

健康、计算机应用、农业相关的化学等文化基础知识，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

具备职业生涯规划能力；

（4）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文字表达能力、沟通合作能力，具有较强的集体意

识和团队合作意识，学习一门外语并结合本专业加以运用；

2.知识

（1）掌握植物生长发育的基本原理、基本过程及与环境条件关系，掌握园艺设施的

结构、类型、设计、建造及应用等专业基础理论知识；

（2）掌握园艺作物遗传育种和组织培养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熟悉园艺作物的选择

育种、重组育种、杂交育种、诱变育种等主要育种方法，掌握园艺作物的快繁、脱毒操作

及组培苗工厂化生产管理能力；

（3掌握园艺作物种子生产和种苗繁育的方法，掌握播种育苗自根苗的繁育、嫁接育

苗等常见种苗繁育技术，具备优质种子生产和种苗繁育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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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掌握果树、蔬菜、花卉作物生产、园艺作物病虫草害防治等技术技能，具有科

学规范开展园艺作物栽培与管理、病虫害防治能力；

（5）熟悉园艺产品分类、包装技术和储运要求，掌握园艺产品及农资的营销方法、

定价策略、营销渠道和网络营销、电子商务等新型营销技术；

（6）具有适应产业数字化发展需求的基本数字技能，掌握园艺作物生产、种苗繁育、

园艺产品、农资营销、农业企业经营管理领域数字化技能；

3.能力

（1）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能力，具有整合知识和综合运用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2）掌握基本身体运动知识和至少 1项体育运动技能，达到国家大学生体质测试合

格标准，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卫生习惯和行为习惯；具备一定的心理调适能力；

（3）掌握必备的美育知识，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审美能力，形成至少 1项艺术特

长或爱好；

（4）培育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

时代精神，热爱劳动人民，珍惜劳动成果，具备与本专业职业发展相适应的劳动素养、劳

动技能。

七、课程设置及学时安排

（一）课程体系

本专业总学时为 2500 学时，总学分为 153 学分。

在对园艺技术职业岗位的知识、能力、素质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园艺技术专业教学标

准和相应岗位工作任务和国家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现行要求，结合学生实际，推行学分制改

革，除国家规定的思政课程、军事课程以及体育课程以外，开设了就业指导、将大学语文、

大学英语列为公共必修课，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美育、高等数学、人文素质和艺术鉴赏、

心理健康教育、就业与创业指导、列为公共基础选修课程，将他课程按照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培养的一般规律，并结合发展的岗位工作内容，对相关知识、技能和素质要求进行梳

理，将课程体系划分为公共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实践技能课程等三大模块。

表 1 课程体系结构表
类别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比例

公共基

础课程） 必修课程

（1）军事理论（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3）思想道德与法治（4）形势与政策（5）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述（6）大学语文（7）大学

英语（8）体育与健康

524 2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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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课程

（1）必选课：美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业与创业指导、

心理健康教育、劳动教育、读书行动；（6个学期，每学期

1门）

（2）任选课：高等数学（专转本）、艺术鉴赏。（线上和

线下教学课程，三年选 1门以上）

208 13 8

专业课

程

专业（群）平台课程 植物与植物生理，植物生产环境，园艺设施 178 12 7

专业核心课程

（学时数占专业课

程总学时约 60%）

园艺种子种苗生产、果树生产技术、蔬菜生产技术、花

卉生产技术、园艺作物病虫草害绿色防治、园艺产品及农资

营销。
559 40 25

专业拓展课程

（10-15%）

现代农业园，规划与设计，农业物联网技术，插花艺术，园

艺机械，植物组织培养，食用菌生产技术。
235 21 13

实践技能课程 （1）各门专业课程的实训（2）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5）

顶岗实习（6）毕业论文(设计)（7）军训
990 46 28

合 计 2694 161 100%

表 2 教学活动时间分配表（三年制） （单位：周）

学年
学

期

理论

教学

入学教育

与军训

综合

实践

成绩

考核

法定

假日
机动 寒暑期 合计

Ⅰ
1 13.5 2 0.5 1 1 2 4 26

2 15.5 1.5 1 1 1 8 25

Ⅱ
3 14.5 2.5 1 1 1 4 25

4 14.5 2.5 1 1 1 8 28

Ⅲ
5 14.5 2.5 1 1 1 4 27

6 19 1 20

合计 72.5 2 33 5 5 7 28 151

（二）专业核心课程介绍
专业核心课程设置了 6门。包括园艺种子种苗生产、果树生产技术、蔬菜生产技术、花卉生产技

术、园艺作物病虫草害绿色防治、园艺产品及农资营销。

序号 专业核心课程 典型工作任务描述 主要教学内容与要求

1
园艺种子种苗

生产

① 智慧园艺苗圃建立。

② 播种育苗。

③ 自根苗的繁育。

④ 嫁接育苗。

⑤ 苗木出圃。

⑥ 工厂化穴盘育苗

① 了解园艺种子生产和种苗繁育的基本原理和方

法。

② 掌握智慧园艺苗圃规划设计、园艺作物种子的采

集、处理和质量检验。

③ 掌握播种育苗技术、园艺作物自根苗的繁育、嫁

接育苗等常见种苗繁育技术；根据生产需求，采用适

宜育苗技术。

④ 掌握苗木出圃、工厂化穴盘育苗等技术

2 果树生产技术

① 常见果树栽培管理。

② 智慧果园建立。

③ 果园生产计划制订

① 了解果树分类及区划、果树生长发育规律。

② 掌握智慧果园的建园技术。

③ 掌握果园土肥水智能化管理、果树的花果管理技



5

术、果树整形修剪、果树树体防寒技术等栽培关键技

术。

④ 制订生产计划，能进行浆果类果树、核果类果树、

仁果类果树、坚果类果树、柑橘类果树和其它类果树

的绿色优质生产和周年栽培管理

3 蔬菜生产技术

① 常见蔬菜栽培管理。

② 智慧菜园建立。

③ 菜园生产计划制订

① 了解蔬菜种类与分类、蔬菜生长发育规律、蔬菜

生态学特性。

② 掌握智慧菜园的建立技术。

③ 掌握蔬菜园土肥水智能化管理、蔬菜植株管理等

栽培关键技术。

④ 理解蔬菜种植制度，制订生产计划。

⑤ 能够进行瓜类、茄果类、叶菜类、豆类、水生、

菌类和特种蔬菜的绿色优质生产和周年栽培管理

4 花卉生产技术

① 常见花卉栽培管理。

② 智慧花卉生产圃建

立。

③ 花圃生产计划制订

① 掌握花卉种类及分类、花卉生长发育习性。

② 掌握智慧花卉生产圃的建立技术。

③ 掌握花卉生产与环境调控技术。

④ 能根据具体生产目标，制订花圃生产计划，完成

露地花卉、盆栽花卉、鲜切花、水生花卉的生产与管

理

5
园艺作物病虫

草害绿色防治

① 常见园艺作物病害的

识别和诊断。

② 常见园艺作物虫害的

识别和诊断。

③ 常见园艺作物草害的

识别和诊断。

④ 常见园艺作物病虫害

绿色防治策略制订与实施

① 了解园艺作物昆虫基本知识、园艺作物病害、草

害的基础知识和园艺作物病虫害防治基本原理。

② 识别常见园艺作物的病虫草害，掌握园艺作物病

虫害调查统计和预测预报。

③ 熟悉绿色防控技术，能够制订与实施绿色防控策

略，采取正确方式开展园艺作物病虫草害绿色防控。

④ 掌握无人植保飞机使用技术、智能化植保等技术

6
园艺产品及农

资营销

① 园艺产品的营销。

② 农资的营销

① 了解园艺产品及农业生产资料的基本特点。

② 熟悉园艺产品分类、包装技术和储运要求，掌握

园艺产品营销的方法、营销理念、定价策略、营销渠

道、促销策略和营销组合策略、网络营销与电子商务

等新型营销技术等。

③ 能利用正确营销手段，开展园艺产品及农资市场

营销

八、教学进程表

表 3 园艺专业教学进程表（三年制）

课程名称
学

分

教学时数 各学期理实教学周学时数
考

试

总学

时

理

论

学

时

实

践

学

时

1 2 3 4 5 6

公 必 军事理论 2 32 3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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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基

础

课

程

修

课

程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概论
2 32 28 4 2

网

络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36 12 3
网

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3 56 44 12 3

网

络

形势与政策 1 48 36 12 1* *1 1* 1* 1* *1

大学语文 4 64 48 16 2 2

大学英语 8 132
11

6
16 4 4

体育与健康 6 112 84 28 2 2 2 2

选

修

课

程

美育 2 32 16 16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32 16 16 #2

心理健康教育
2

32 24 8 2# #
网

络

劳动教育 2 32 16 16 #2 #

就业与创业指导 2 32 16 16 # #2

读书行动 1 16 2 14 # #2

人文素质和艺术鉴赏类
2

32 24 8 ＋ ＋
2

＋
＋ ＋

信息技术类
2

32 16 16
＋

2
＋ ＋ ＋ ＋

素质实践类
2

32 8 24 ＋ ＋ ＋ ＋
＋

2

高等数学 2 32 16 16 2

高等数学（专转本） 4 64 48 16 2 2

专

业

课

程

专

业

（

群）

平

台

课

程

植物与植物生理 4 54 38 16

4+

0.

5w

考

试

植物生产环境 4 62 42 20

4+

0.

5w

考

试

园艺设施 4 62 46 16

4+

0.

5w

考

试

专

业

核

心

课

程

园艺种子

种苗生产 4 62 46 16

4+

0.

5w

蔬菜生产技术 8 116 70 46

4+

0.

5w

花卉生产技术 8 87 55 32

4+

0.

5w

考

试

果树生产技术 8 116 70 46

4+

0.

5w

考

试

园艺作物病虫草害绿色防治 8 116 74 42

4+

0.

5w

4+

0.

5w

考

试

园艺产品及

农资营销 4 62 46 16

4+

0.

5w

专

业 现代农业园规划与设计 2 29 13 16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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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

展

课

程

（

选

修）

5w

农业物联网技术 4 58 46 12

4+

0.

5w

考

试

插花艺术 4 62 46 16

4+

0.

5w

园艺机械 4 62 46 16

4+

0.

5w

植物组织培养 4 62 46 16

4+

0.

5w

食用菌生产技术 4 62 46 16

4+

1W

考

试

田间试验与统计 4 62 46 16

4+

0.

5w

农资经营与服务 4 62 46 16

2+

0.

5w

实用农化分析 4 62 46 16

2+

0.

5w

科技论文写作 2 29 13 16 1w

实践技

能课程

军训 2 60 0 60 2w

课程综合实训 11 330 0 330

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 2 30 0 30 1W

毕业设计（论文） 4 60 0 60 2W 2W

顶岗实习 17 510 0 510
17

W

合计
16

1

269

4

10

09

149

1

每学期周学时 26 25 25 28 27

1.英语、语文等课程实施“以证代考、证考结合”试点，开展普通话证书、四六级等

级考试的相关理论和技能的培训。学生取得四级证书，英语课免试，成绩予以优秀等第，

后续英语课可申请免修，填写相关申请表，经相关学院同意，教务处批准后生效。

2.“*”表示《形势与政策》课程每学期 4次讲座，1-4 学期马院统筹安排，5-6 学期

由二级学院安排书记、副书记授课。

3.“#”表示《美育》等课程可根据师资和二级学院实际情况协调安排其中一个学期

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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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表示《人文素质和艺术鉴赏类》等课程可选择其中任一学期开设。

九、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园艺专业现有专兼职教师共 10 人、外聘教师 3人。师资结构见下表：

表 4 教师基本情况表

序

号
姓名

性

别

年

龄

专业

技术

职务

最后学历毕业学

校、专业、学位

现从事

专业

拟任

课程

是否

“双师

型”

专职

/兼职

1 王胜永 男 54 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
农业推广，硕士

园艺
果树生产技术，
植物生产环境

是 专职

2 陶佩琳 女 36
副教
授

山东大学，细胞
生物学，硕士

园艺
植物与植物生

理
是 兼职

3 魏 峰 女 55
副教
授

中国农业大学，
农业推广，硕士

园艺
食用菌生产技

术
设施园艺

是 专职

4 刘本文 男 52
高级
讲师

扬州大学，蔬菜
学，硕士

园艺 蔬菜生产技术 是 专职

5 高宏秀 女 46
副教
授

南京农业大学、
农学学士

园艺
花卉生产技术、

插花
是 专职

6 凤舞剑 男 46
副教
授

扬州大学，植保，
硕士

园艺 园艺作物病虫
草害绿色防治

是 专职

7 胡军荣 女 49
实验
师

中国农业大学，
农业推广硕士

园艺
花卉生产技术、

插花
是 兼职

8 黄艳 女 51
副教
授

安徽农业大学，
硕士

园艺 植物生产环境 是 专职

9 马林倩 女 41 讲师
南京林业大学，

硕士
园艺 花卉生产技术 是 专职

10 高峰 男 28 讲师
甘肃农业大学
蔬菜学，博士

园艺
农业物联网

技术
是 专职

11 朱守卫 男
51 研究

员

南京农业大学，

果树，本科
园艺 果树生产技术 是 兼职

12 孟 雷 男
54 高级农

艺师

扬州大学，蔬菜

专业，学士
园艺 蔬菜生产技术 是 兼职

13 张洪永 男 41
高级农

艺师

江苏农学院，蔬

菜专业，学士
园艺 设施园艺 是 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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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专业师资队伍结构一览表

人

数

性别结构 职称结构 类别 年龄结构 学历结构
双师

型教

师数

专业

带头

人男 女
高

级

中

级

初

级

兼

职

专

职

40

以

上

30-

40

30

以

下

硕

士

硕

在

读

本

科

13 7 6 10 2 1 45 8 11 1 1 4 0 7 8 1

比

例

%

53 47 77 15 7 38 64 84 7 7 36 0 64 73 7

从职称结构看，高级职称教师 10 人，中级 2人；从年龄结构看， 40 岁以上 11 人，

30-40 之间教师有 1人；30 岁以下 1 人；从学历结构看，硕士 8人，本科 3人。

总体来看，园艺专业师资的状况是：高级职称教师数量较多，教学实力较强；师资学

历结构合理；有较高知名度和较高学术水准的教师。另外，针对教师教学理念、教学能力

分析还发现，部分教师的不能适应素质教育应有的要求等等。

（二）教学设施

1.校内实践条件

遵循农业生产的规律，围绕园艺技术专业职业岗位要求，加强校内实训条件建设。校

内实训基地资源应配置园艺实训室、花艺实训室、花卉育种实训室、植物组织培养实训中

心、植物标本室、病虫标本室、植物病理实训室、农业昆虫实训室。加强实训中心的设备

建设和实训中心管理制度等软环境建设，形成融专业教学、农业生产、职业培训、技能鉴

定和技术服务为一体的教学、考核体系完备的生产性实训基地。

（1）植物与植物生理实验室

配备生物显微镜、光照培养箱、电热恒温培养箱、定氮仪、离心机、冰柜、冰箱、稳

态气孔计等设备，用于显微镜使用与绘图、植物标本采集与制作、植物细胞及植物组织结

构观察、植物细胞水势测定、植物光合速率、呼吸速率测定等实验教学。

（2）植物生长调控实验室

配备水浴锅、电炉、蒸馏水器、电子天平、固体样品粉碎机、移液器、土壤肥料养分

速测仪、测土配方施肥仪等，用于土壤理化性质测定、园艺作物花期调控、园艺作物营养

分配调控等实验教学。

（3）植物生产技术实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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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小型播种育苗设备、苗床、光照培养箱、恒温培养箱、烘箱、电子天平、光照仪、

温湿度计、pH 计，播种、移栽、修剪等器具，用于园艺作物识别、生长习性观察、种子

识别、园艺作物修剪等的实训教学。

（4）园艺作物保护实训室

配备生物显微镜、光照培养箱、孢子计数仪、酶标仪、分光光度计、PH 计、电子分

析天平、生化培养箱、全自动不锈钢双层立式灭菌锅、超净工作台等，用于园艺作物主要

病虫草害识别、波尔多液等基本农药配制、昆虫解剖等实训教学

（5）植物组织培养实训室

配备准备室、药品室、配制室、灭菌室、接种室、培养室和综合实训室及超净工作

台、高压灭菌锅、电子分析天平、冰箱、光照培养架等仪器设备。用于林果、蔬菜、花卉

等植物组织培养、快繁及脱毒技术实训教学。

（6）园艺产品贮藏与加工实训室

配备红外果蔬呼吸测定仪、分析天平、糖度计、手持料理棒、电磁炉、电陶炉、螺旋

榨汁机、冷库及制冷系统仪器设备，用于果蔬贮藏及生理生化实验、果蔬糖制品制作、园

艺产品腌制品制作、果酱的加工、园艺产品 VC 含量测定等的实训教学。

（7）园艺产品质量检测实训室

配备试剂库、样品库、样品预处理、纯水室、容量分析室、标准溶液室、AAS/AFS/ICP-MS

室、GC/GC-MS 室、LC/LC-MS 室、土壤预处理室、天平室、标准物质库、高温室、消解室、

无机前处理室、有机前处理室等，用于园艺产品营养成分分析、园艺产品风险物质和农业

产地环境质量检测等实训教学。

2.校外实践条件

校外实践基地是高职院校学生参加校外实习和社会实践的重要场所，是学院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实现的平台，是实现学院培养目标的重要条件之一，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

与学生就业竞争力。校外实践基地应在现有基础上，以符合职业岗位需求，满足工作过程

导向课程体系教学需要为原则，进一步拓展校企合作企业，拓宽工学结合领域，要加强企

业对人才的培养力度，如企业和学校一起进行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企业人员作为外聘教

师参与到教学中来等等，建立相关的运行管理的机制等。

表 5 校外实训基地一览表

序号 实训基地名称 合作单位 校内/外 实训项目

1 海南佳卉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海南佳卉现代农业有限

公司
校外 切花、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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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材及图书、数字化（网络）资料等学习资源

有专业课程教材建设计划，执行情况良好。重视重点（优质）课程建设和课程教材内

容的更新，教材内容符合专业培养目标要求。必修课优先选用高职高专推荐教材或规划教

材，使用教育部高职高专优秀（或规划）教材和自编教材及讲义≥70%。重视自编教材建

设，必修课自编教材或讲义基本符合教学要求，使用效果较好。自编教材内容要符合教学

要求，经过专家鉴定同意使用；实验实训课时比重较大的专业核心课程必须有相对独立的

实验、实训指导教材；

十、毕业要求

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确定的目标和培养规格，完成规定的实习实训，全部课程考核

合格或修满学分，准予毕业。

学校可结合办学实际，细化、明确学生课程修习、学业成绩、实践经历、职业素养、

综合素质等方面的学习要求和考核要求等。要严把毕业出口关，确保学生毕业时完成规定

的学时学分和各教学环节，保证毕业要求的达成度。

接受职业培训取得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证书等学习成果，经职业学校认定，可

以转化为相应的学历教育学分；达到相应职业学校学业要求的，可以取得相应的学业证书。

2 上海虹华园艺有限公司 上海虹华园艺有限公司 校外 花卉生产

3 徐州月亮湾农业生态园 徐州月亮湾农业生态园 校外 花卉、盆景

4 徐州华杰农业有限公司 徐州华杰农业有限公司 校外 蔬菜

5 徐州凯宇食品有限公司 徐州凯宇食品有限公司 校外 农产品贮藏加工

6 徐州市彭祖园 徐州市彭祖园 校外 园林植物识别

7 徐州润嘉食品有限公司 徐州润嘉食品有限公司 校外 蔬菜栽培、加工

8 睢宁县瑞克斯旺蔬菜有限公司
睢宁县瑞克斯旺蔬菜有

限公司
校外 蔬菜栽培管理

9 徐州金地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徐州金地杰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
校外 蔬菜栽培管理

10 徐州市果树站 徐州市果树站 校外 果树栽培管理

11 徐州市植物园 徐州市植物园 校外 苗木繁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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