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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刘松涛　陶　华　王立河　曹雯梅　赵　威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郑州 451450）

摘要：通过分析借鉴国内外职业教育的典型模式，结合现代农业对现代种业人才的需求分析，通过课程体系、教学模式、教

材与教法、评价方法等改革与实践，培养现代农业行业企业零距离的员工和创新创业的践行者。在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基础

上成立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人才培养联盟，开展了订单班培养。确定了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 5 个职业岗位、28 个典型工作任

务。构建了以种子产业链“选育→生产→加工→推广→服务”为建设内容的课程体系；形成了校企共同培养、校内导师和企业

师傅共同指导、学习 - 实践 - 再学习 - 再实践的“双主体、双师傅、双循环”的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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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是一切工作

的重中之重。农作物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

心产业，是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的根本 [1-2]。现代种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生命

线”，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是农产品供给侧

改革的重要抓手。国家明确提出了继续实施农作

物种子工程，逐步建成集资源保护、引育扩繁、生产

经营和推广使用为一体的现代种业体系，着力培育

壮大“育繁推一体化”现代种子企业。在此背景下，

就需要依靠高等职业教育来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三

农”人才 [3-4]。为解决我国职业教育服务“三农”人

才匮乏的种种问题，国家经过研究，提出可联合政

府、学校、行业、企业等社会多方力量，共同培养培训

农业“后继者”，全面提升我国农业技术人员和生产

人员素质，将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指示和国家战略

部署落到实处，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战

略提供足够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撑。

1　 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的意义
国外农业教育的发展、农业教育体系的形成有

着明显的时代烙印，在法律法规、体系构建、教育教

学、制度保障等方面的经验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

意义 [4]。在各国的农业教育体系中，学校全日制学

历教育是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农业职业教育占据着

重要位置。例如，德国多类型“双元制”职业教育，

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 CBE 模式，以英国、澳大利

亚为代表的 CBET 模式，澳大利亚以行业为依托的

TAFE 模式等。

国家高度重视农业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和创新，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根据涉农

行业、企业的工作性质和现代农业生产特点，构建与

之相适应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1]。通过研

究现代农业和现代种业发展趋势、人才需求状况、

就业岗位（群）、岗位能力要求，在人才培养过程中，

构建校内指定技能培养导师和创新创业导师，结合

“跟岗实习”和“顶岗实习”配备校内导师和企业师

傅，把学生培养成现代农业行业企业零距离的员工

和创新创业的践行者。现代种业人才培养应以提升

学生的复合技术技能为需求，以现代农业生产和现

代种业生产服务能力为主要内容，以理论教学与现

代农业、现代种业生产实践相结合为主要路径，是学

校、行业、企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培养目标、课

程体系、培养模式等。

2　 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的思路和内容

2.1　改革的思路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

教育部 [2015]6 号《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

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文件精神，“以服

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融合之路”。将以

高等职业教育理论为指导，借鉴国内外高职教育成

功经验，结合国情和行业特点，先从现代种业的发展

基金项目： 教育部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2015-19）； 
河南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2017SJGLX573）；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创新团队项目（HNACCXTD-2018-1）



种子教学与人才培养32 2019年第10期

对职业教育需求分析入手，探索构建符合高职教育

发展规律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可操作性强的

校企共育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模式。

2.2　研究解决的内容　充分利用专业教师、行业技

术专家（师傅）、职业教育专家等智力资源，建立种

子生产与经营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以行业企业需

求为导向，校企密切合作，科学开展现代种子行业人

才需求状况调研和分析。通过市场调研，了解现代

种子产业和专业技术发展趋势、人才需求状况、就业

岗位（群）、岗位能力要求和典型工作任务，以学生

职业能力培养为本位，以种子行业岗位能力需求为

依据，遵循有利于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原则，依托行

业企业，构建“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

式和适宜的教学模式，积极探索改革基于工作过程

导向和创新创业教育的课程体系，开发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的工作任务项目课程，构建具有“工学结合”

特色的双导师 / 师傅的人才培养方案，培养种子生

产、种子检验、种子加工和种子营销及售后服务的高

技能型人才。

3　改革和实践的内容
3.1　组建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人才校企共育建设

指导委员会和培养联盟　河南农业职业学院种子生

产与经营专业选择管理制度完善、经营状况好、工作

岗位对口、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作为共

育培养单位，联合河南金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南

金博士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9 家行业企业成立了种

子生产与经营专业校企共育建设指导委员会。在建

设指导委员指导下，通过研究种子产业和专业技术

发展趋势，进行行业企业人才需求状况调研，并对种

子生产与经营专业毕业生跟踪调研分析，结合现代

种业发展的需求，及对农作物种子选育、生产、检验

和营销及服务岗位能力要求，确定了作物品种选育、

种子生产、种子检验、种子加工和种子营销及服务 5
个职业岗位的典型工作任务，共同构建了人才培养

方案、课程体系、培养模式和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 
模式。

种业企业（一般是中小型企业），为达到和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为进一步提升校企共育建设成果，

成立人才培养联盟，明确联盟成员的任务、权利和义

务，开展订单班、冠名班培养。按照“整合资源、协

作共享、产教融合”的原则，在人才培养联盟内，成

立了生物育种协同创新中心，针对企业急需的育种

辅助岗位培养一批从事作物品种选育与技术服务的

高技能应用型人才，服务种子生产和种业发展。

3.2　构建种子产业链的“选育→生产→加工→推 
广→服务”课程体系　根据专业和行业标准，通过

专业调研和顶层设计，在种子生产与经营现代学徒

制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指导下，确定了 5 个职业岗

位（作物品种选育、种子生产、种子检验、种子加工

和种子营销及服务），又根据职业岗位确定 28 个典

型工作任务（表 1）。以种子产业链“选育→生产→

加工→推广→服务”为建设内容，构建了“育、繁、

推、服”过程的课程体系（图 1），制定了《种子生产

与经营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

表 1　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典型工作任务

编号 工作任务 编号 工作任务

1 土壤养分 N、K、P 测定及

配方施肥

15 病害识别与防治

2 田间小气候测定 16 虫害识别与防治

3 植物生长代谢生理指标测定 17 杂草识别与防治

4 农田植物标本采集与制作 18 农药使用

5 作物播种（育苗）及移栽 19 新品种示范展示试验

6 作物生育期调查观察 20 种子田去杂去劣

7 作物生长调控 21 种子田质量监控

8 作物水肥管理 22 农作物种子良种繁育

9 作物育苗 23 种子加工技术

10 作物测产估产 24 种子质量检测

11 作物杂交技术 25 种子法律法规

12 育种材料田间观察及选择

技术

26 种子营销和售后服务技术

13 育种材料室内考种技术 27 农业技术推广

14 农作物的田间管理 28 种子安全贮藏技术

3.3　形成了“双主体、双师傅、双循环”的人才培养

模式　根据校企现代学徒制培养联盟的工作任务要

求，安排学生根据生产季节，进行生产性实训、跟岗

实习和顶岗实习，在实习实训过程中，由学校和培养

企业指定导师和师傅，在校不能完成的专业知识学

习，可在生产任务结束后再返校进行学习，改变了原

来先学习后实践的传统模式。该培养模式根据作物

生产季节，以专业建设的目标为核心，课程、师资、实

训和质量控制等建设都是围绕着“工学结合、校企

共育”人才培养模式而展开的，形成了行之有效的

校企合作“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即“双主体、

双师傅、双循环”教学模式（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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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图 2　“双循环”教学模式图

学校和共育企业共同制定实习方案，进行跟岗

实习和顶岗实习。结合作物生产环节，在第四学期

和第五学期将实习分两段进行。一段为生产性跟

岗实训，实习项目主要是作物种子生产技术，时间是

6-10 月（作物种子生产的重要季节），由二级学院统

一安排学生到有共建关系的校外基地及冠名公司实

习，旨在熟悉工作环境和强化作物育种、种子生产和

种子检验等技术技能的训练。另一段为综合性顶岗

实习，由二级学院牵头组织，采用双向选择确定实习

单位，即预就业实习，实习项目主要是种子生产和经

营，时间是 1-6 月（种子营销旺季）。通过实验、实训、

实习 3 个关键环节使学生逐渐熟练掌握专业基本技

能和综合技能，形成实现学生就业入口的零对接或

软着陆。“双循环”教学模式成为种子行业培养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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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木式粮食干燥机生产线的安装
杨得海　姚巧福

（酒泉奥凯种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甘肃酒泉 735000）

摘要：随着国家对农业的大力推动和支持，许多粮食企业采用机械化干燥来代替人工晾晒，自然风干。目前，籽粒干燥生

产线不能同年完工或交验工程质量不合格成为影响企业生产期滞后、能量流逝，从而造成企业生产成本增加的主要原因。现

在，主流的干燥设备还是塔式的干燥结构，以塔式干燥机为例，介绍这类干燥生产线怎么合理、快捷地安装并对其进行初步

调试。

关键词：籽粒干燥生产线；塔式干燥机；安装

粮食问题是国计民生的大事，粮食干燥技术

是粮食储藏的首要技术。随着我国的干燥市场不

断发展，干燥设备厂家如雨后春笋，越来越多，但

相对而言，在这方面的安装人员由于接触这一领

域时间太晚，对干燥生产线的各类设备原理了解还

不够深入，从而在安装中，导致安装工期拉长，工程

质量不合格。这对用户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不仅

同年的粮食得不到及时干燥而霉变受损，在以后的

设备使用中，因安装质量不合格造成能量的损耗，

也大大增加了生产成本。结合自身工作实践，介绍

其安装的方法以及需注意的细节，试图使更多的

同行为用户完成优质的安装工程，降低用户生产

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一种重要模式，初步形成了一套

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推广到其他种植类专业。

3.4　实施多方学业评价方式　校企双方共同制订

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实训项目、实训安排季

节、实训课时分配、实施和考核等内容，确保校内课

程和实训项目的有机衔接，实现预期培养目标。教

师与师傅共同编写基于生产过程的课程标准和实

训课程标准，按照课程标准共同制定工学结合的 
教材。

为有效监督和完善各项管理，评价培养制度在

培养过程中的优劣，建立健全教师、师傅和学生的

各项反馈制度，特制定了《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现

代学徒制岗位课程考核评价汇总表》《种子生产与

经营专业现代学徒制岗位课程考核评价表（带教师

傅、同事用表）》《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现代学徒制

岗位课程考核评价表（学生自评用表）》。学校和企

业双主体开放式培养模式，以学校为主体进行理论

教学和专项技能训练，以共育企业为主体开展生产

性实训和综合性实训，实现共育人才、分段培养、相

互参与和共同评价育人机制。

4　项目成果的应用与推广情况
通过项目研究探索出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双

主体、双师傅、双循环”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校内

单项技能训练、企业综合技能训练”教学模式和构

建的以“职业素质课程 + 专业基础课程 + 专业核心

课程 + 实践技能课程”为主要特征的专业课程体系

在国内高职院校中得到了很好的推广与应用，先后

在本校现代农业技术、植物保护与检验专业推广应

用，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实习实训过程中先后得到

河南金博士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南金苑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和中国绿业元集团公司等单位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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