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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 年的教学实践证明 : 以能力模块为主构建的教学大纲 , 使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与能力得到较大的提高, 为培养实用型种植类专
业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适应学生毕业后从事的专业岗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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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大纲是课程教学内容的纲领性文件, 是教师教学的

基本依据。铜仁职业技术学院长期以来, 土壤肥料学教学大

纲存在许多问题, 教学内容陈旧, 学科发展和现代化管理土

壤等方面的内容较少, 理论与实践结合不紧密 , 缺少操作性、

设计性和综合性试验类型, 在教学方法上都是以教师为中心

的灌入式教学。且高职类种植专业的发展较晚, 教材建设还

很不规范 , 版本较多, 教学混乱。因此, 需要对土壤肥料学教

学大纲进行建设制订, 探索新的教学摸式、教学方法和教学

形式, 以改进土壤肥料学教学, 培养生产一线工作的高等复

合型、技艺型、应用型人才。

1  土壤肥料学教纲修订的基本思路

1 .1  以行业发展需要确定方向和目标 贵州的种植业主要

以大田农作物、果树栽培、中药材栽培、花卉栽培、蔬菜栽培

和园林为主。根据行业和学院对种植类专业的需求, 专业应

坚持一专多能, 在办学方向上主要侧重于中药材栽培和园林

2 个专业方向, 培养具有中药材栽培和园林领域的基本知识

和基本技术, 能从事中药材栽培和园林生产一线工作的人

才, 而土壤肥料学教纲就要为这2 个专业服务。

1 .2 以职业岗位需要确定课程体系 经调研分析, 中药材

栽培和园林2 个专业岗位从业人员在土壤肥料学的综合能

力模块包括4 个方面: 土壤基本理化性状 , 土壤资源状况与

管理, 植物营养与施肥原理, 土壤养分、肥料、配方施肥技术。

在整个模块中, 又以土壤资源管理, 土壤养分、肥料、配方施

肥技术为核心。本着突出重点、兼顾一般以必需、够用为度

的原则 , 形成相应的课程体系。

2  土壤肥料学课程的性质与任务 

土壤肥料学是研究土壤和植物营养与施肥的科学 , 是农

学、中药材栽培、园林等种植类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技术基

础课。通过该课程的学习, 使学生掌握土壤基本理化性状和

植物所需要的营养成分及其在体内的转化、吸收机理及各种

营养元素对植物生长发育所起的作用, 掌握保护地土壤的特

性、培肥、管理、营养土的配制、土壤质量、退化土壤改良利

用、无公害农业土壤管理、土壤系统分类、土壤资源信息系

统、常见肥料和新型肥料的性质及其施用技术 , 学会运用现

代施肥原理与技术指导农业生产 , 为专业课的学习奠定基

础。该课程前导课程 : 基础化学、地质学基础、植物及植物生

  表1 土壤肥料学理论教学内容

单元 主要类容 教学要求

绪论 ①土壤和土壤肥力的概念; ②土
壤是人类生成的资源和环境; ③
土壤肥料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与
作用; ④土壤肥料学发展概况。

掌握基本概念以及本学科的主要任务及发展概况。

土壤基本理化性状 ①土壤固相组成; ②土壤物理性
质;③土壤化学性质; ④土壤水
分、空气和热量状况。

掌握土壤无机有机矿物质颗粒组成、类别、作用土壤矿物质的颗粒组成土壤质地与土
壤肥力的关系及改良土壤质地的分类、质地与土壤肥力的关系及质地改良措施有机
质的转化及影响因素有机质在肥力上 的作用及调节有机质含量的措施土壤孔性、结
构性、热量、耕性的调节土壤水分类型、能态肥沃土壤的特征及肥力调节途径土壤污
染途径及治理土壤类型的成土条件、过程、属性。

土壤资源状况与管理 ①我国土壤资源分布概况; ②我
国主要土壤类型; ③设施农业土
壤特性、管理与培肥; ④无公害农
业土壤管理。

了解我国土壤资源分布特点主要土壤类型, 掌握设施农业土壤的的界定 ,培肥管理、
无公害农业土壤管理、栽培以及盆栽营养土的配置和与露地土壤的区别。

植物营养与施肥原理 ①植物必须的营养元素; ②植物
对养分的吸收; ③植物的营养特
性; ④合理施肥。

掌握植物的营养成分植物必需营养元素及其可利用形态; 肥料三要素。植物养分吸
收的部位、特点、途径和方式;影响叶部营养效果的因素影响对植物吸收养分的环境
条件养分平衡的概念及其调控; 离子间的相互关系。养分在体内的运转及再利用,施
肥的两个关键时期,植物营养的特殊性和连续性。养分归还学说、最小养分律和限制
因子律、报酬递减律及米采利希学说等施肥原理 ,合理施肥的原则。合理施肥的考虑
因素。

土壤养分、肥料、配方
施肥技术

①土壤养分状况;②化学肥料; ③
有机肥料; ④绿肥;5 .配方施肥技
术。

掌握主要营养元素在土壤中的含量、形态与转化过程,主要肥料类型的性质与使用方
法,各类肥料的合理分配与有效施用技术, 肥料的储运混合技术以及配方施肥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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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农业气象学等 , 后续课程: 作物栽培学、园林植物栽培、

蔬菜栽培、果树栽培、中药材栽培、花卉栽培等。

3  土壤肥料学教学基本要求和教学条件

根据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和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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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基础理论部分主要以应用为目的, 以必须、够用为度, 以强

化应用为重点。增加应用性知识, 在对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

针对性的处理上, 以突出掌握生产实际中正在使用的技术和

新近有可能推广的技术。因此要求上课的教师必须随时掌

握本学科的动态, 同时要求学校增加试验设备和实习场所的

投入, 以增加试验、田间试验和盆栽试验的内容。使学生真

正成为实践技能型人才。要求用实践与理论结合, 加强有关

现象的解释与实际结合, 加强计算内容的练习, 言简意赅, 重

点突出, 结合图片进行讲解, 在教学方法上要力求少而精, 采

用对比的教学方法, 通过多媒体、幻灯等方法来提高教学效

果, 要深入浅出、启发性的教学, 加深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直观

认识, 提高教学效果。

4  土壤肥料学教学内容

土壤肥料学的教学内容可分为理论教学和试验实习教

学两大块, 理论教学内容, 如表1 所示, 试验实习教学内容如

表2 所示。

5  考核方式及评分办法

考试采用平时成绩、技能考核与期末考试相结合的方

式。土壤学和肥料学部分各占50 % 。平时考试包括考勤、课

堂提问、小测验、试验和作业完成情况等, 占总成绩的20 % ,

技能考核占总成绩的30 % ; 期末考试采用试题进行闭卷考

试, 占总成绩的50 % 。

6  教学实施的效果分析

通过2 年的教学实施, 以能力模块为主构建的教学大

纲, 使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与能力得到较大的提高, 同时通

过实习基地和与企业( 农场、林场、园艺场) 联合开展实习教

学, 增加了实训机会。在2004 年的从业资格考试中有96 % 的

学生分别获得了农艺工或园林园艺工中级等级证书。

  表2 土壤肥料学

试验实习项目 教学要求

土壤农化样品的采集与制备 掌握耕层土壤混合样品的采集和制备方法。

土壤含水量的测定 了解土壤水分状况的测定方法为利用土壤提供依据。

土壤质地的测定( 比重计法和手测法) 掌握两种基本测定方法为合理的耕作栽培提供科学依据。

土壤有机质含量的测定( 重铬酸钾法) 了解原理掌握测定方法能准确的测出有机质含量。

土壤酸碱度的测定( 电位法和混合指示剂法) 了解两种测定方法原理为作物布局土类划分利用改良服务。

营养土和水培营养液配制 掌握营养土的制备和水培营养液的配制技术为园林花卉盆栽用土服务。

作物营养缺素症的观察 初步掌握营养诊断中的形态诊断、植株化学速测和施肥诊断等 ,正确掌握当地几种主要作物和主要
营养元素的丰缺状况和外观特征。

壤全氮含量的测定 掌握原理、方法和操作技能。

土壤碱解氮含量的测定 了解原理掌握其测定方法和基本操作技能,并准确的测定含量。

土壤速效磷的测定 了解测定速效磷原理及测定方法

土壤速效钾的测定 了解测定原理掌握方法和操作技能。

化学肥料的定性鉴定 必须掌握常用化学肥料的鉴定技术。

氮肥氮素含量的测定 了解原理掌握测定方法和基本操作技能。

磷肥中有效磷和游离酸的测定 了解原理掌握测定方法和基本操作技能。
壤剖面观察及土体构造评价 掌握土壤剖面观察方法和技术, 能准确的鉴别土壤类型, 找出土壤性状对农业生产的有利与不利因

素,为制定合理的利用改良土壤措施提供依据。

当地主要土类识别及肥力性状调查 要求学生能正确识别当地主要土壤的类型,主要性质 ,并根据土壤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科学的改良和
利用措施。

肥料三要素用量试验 要求学生认真学习积极实践,了解肥料试验的重要意义,掌握肥料试验的一般方法和各种操作技术。
通过试验要求学生掌握当地主要作物的一种配方施肥方法和丰产栽培技术。并能综合运用本学科
知识探讨作物高产规律,已达到实际运用中的“测土配方施肥”目的。

7  结语

高职两年制种植类专业土壤肥料学教学大纲的制定, 跳

出了普通农业教育的圈子, 在教学模式上, 以能力为主体, 培

养实用型种植类专业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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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能够采取审慎的经营原则 , 合规管理的理念并坚持效

益优先的方针, 立足长远 , 稳健经营, 相信韩国银行必能在

中国市场赢得市场空间 , 取得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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