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植物生长与环境》学习领域课程标准

课程名称及课程编号：《植物生长与环境》 A205102

课程类型：专业基础课

学时学分：112 学时（7 学分）

开设学期：园艺技术专业：第二、三学期

一、学习领域课程性质和任务

《植物生长与环境》是园艺技术专业的一门基础学习领域课程，能满足从事

园艺技术专业各岗位对相关知识能力的基本要求，在园艺技术专业基于工作过程

的课程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先修课程有《园艺植物识别》，后续课程

有《特种经济植物栽培技术》、《观赏植物栽培技术》等。

通过课程的教学，使学生认知植物的生命活动规律，熟悉植物与光、温度、

水分、土壤等环境因子的相互关系，能进行植物主要生理指标及光、温度、水分、

土壤等环境因子的测定，并能应用所学知识与技能对园艺植物的生长发育进行调

控。为学生从事园艺植物苗木生产、栽植、管理、生产等工作以及职业能力的发

展奠定扎实的基础。

二、学习领域课程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思政目标 素质目标

1.认知植物的营养生长；

2.理解植物的成花生理与受精生

理；

3.熟悉引起植物衰老和脱落的原

因；

4.理解植物激素及分布；

5.明确植物生长调节剂的种类、性

质及应用。

6.认知植物与光的相互关系

7.认知植物与温度的相互关系

8.认知植物与水分的相互关系

9.认知植物与土壤的相互关系

10.认知调控植物各环境因子的理

论依据

1.具有延长植物休眠和打破休眠的能力；

2.具有应用植物生长调节剂调控植物的

生长发育的能力；

3.具有光照强度测定的能力；

4.具有土壤含水量测定的能力；

5.具有土壤田间持水量测定的能力；

6.具有空气湿度测定的能力；

7.具有土壤质地鉴定的能力；

8.具有土壤容重与孔隙度测定的能力；

9.具有土壤有机质含量测定的能力；

10.具有土壤酸碱度测定的能力；

11.具有植物缺素症诊断能力；

12.具有氮、磷、钾肥等肥料施用的能力。

全面发展的思想

探究事物的科学精

神

求实创新精神

诚实守信的精神

爱岗敬业的精神

理性的怀疑精神

精益求精的精神

对工作执着的精神

脚踏实地

平和友善

勇于承担

乐于助人

敢于认错

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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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习领域课程情境设计

1、本学习领域课程设计的总体思路

《植物生长与环境》以生产应用为目的，以专业核心能力教学需求为前提，

主要选择与专业岗位能力培养有关的、学生毕业后直接用于生产一线的知识和技

能作为课程的重点内容。

依据植物的生长发育规律及对植物与光、温度、水分、土壤和营养环境的关

系设计了项目。通过理实一体化的教学，使学生在认知园艺植物生长发育及园艺

植物生长环境的相关理论基础上，熟悉植物生长发育和环境调控的技术与方法，

培养学生从事园艺植物苗木繁育、栽植、管理、生产等职业岗位应具备的专业能

力、社会能力和方法能力。

2、项目划分及课时分配

序号 项目 任务 课时分配（课时）

1 项目 1：植物生长的土壤环境

1.1 土壤样品的采集 4

32

1.2 土壤样品的处理 4

1.3 土壤质地的测定与改良 4

1.4 土壤容重与孔隙度测定 6

1.5 土壤酸碱度的测定 6

1.6 土壤剖面与肥力状况调查 6

1.7 植物生长的土壤环境调控 2

2 项目 2：植物生长的养分环境

2.1 植物缺素症诊断 2

24

2.2 常见化学肥料的识别与鉴定 2

2.3 氮肥的合理施用 4

2.4 磷肥的合理施用 4

2.5 钾肥的合理施用 2

2.6 微量元素肥料的施用 2

2.7 复合肥料的施用 2

2.8 有机肥料的施用 2

2.9 专用肥营养液的配制与应用 2

2.10 测土配方施肥 2

3 项目 3：植物的生长发育

3.1 植物的种子萌发 4

16

3.2 植物生殖生长 4

3.3 植物营养生长 2

3.4 植物的休眠 2

3.5 植物生长物质 4

4 项目 4：植物生长的水分环境
4.1 植物组织水势的测定 4

20
4.2 土壤含水量测定 4



4.3 土壤田间持水量测定 4

4.4 空气湿度的测定 4

4.5 植物蒸腾强度测定 2

4.6 植物生长的水分环境调控 2

5 项目 5：植物生长的光环境

5.1 叶绿素的提取和含量测定 4

14

5.2 光照强度的测定 4

5.3 光合速率的测定 2

5.4 日照长度的测定 2

5.5 植物生长的光环境调控 2

6 项目 6：植物生长的温度环境

6.1 土壤温度的测定 2

66.2 大气温度的测定 2

6.3 植物生长温度环境调控 2

合计 112

3、教学方法描述

根据本课程的教学目标要求和课程特点以及有关学情，综合考虑教学效果和

教学可操作性等因素，本课程选用任务型教学法、讲授教学法、示范教学法、练

习教学法四种教学法。

讲授教学法：是指通过教师的系统讲解而使学生获得大量知识的教学模式。

主要用于系统知识、技能的学习。

示范教学法:是有目的的以教师的示范技能作为有效的刺激，灵活变通、合

理操作，以引起学生相应的行动，使他们通过模仿有成效地掌握必要的技能，注

意激发他们创造性的学习。

练习教学法: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巩固知识、运用知识，形成技能的方

法。

任务型教学法：属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任务通常是集体性和合作性活

动，任务的履行通常以交际或互动的方式进行，这种互动可以是学生与学生之间、

学生与教师之间、学生与输入材料之间的双边或多边互动。

4.考试与评价方式（或方案）

《植物生长与环境》课程考核评价

项目

（分值权重）
考核要点

过程性考核（40%） 终结性考

核

（60%）
考核方式 权重

项目 1：植物生长

的土壤环境（28%）

任务 1.1 土壤样品的

采集

线上线下理论学

习

签到/4%、课堂表现/4%、课堂

作业/5%、课后作业/5%
18% 在线考试

/60%
土壤样品的采集团队活动/17%、实训成果/5% 22%



操作及实训成果

任务 1.2 土壤样品的

处理

线上线下理论学

习

签到/4%、课堂表现/4%、课堂

作业/5%、课后作业/5%
18%

土壤样品的制备

操作及实训成果
团队活动/17%、实训成果/5% 22%

任务 1.3 土壤质地的

测定与改良

线上线下理论学

习

签到/4%、课堂表现/4%、课堂

作业/5%、课后作业/5%
18%

土壤质地的测定

操作及实训成果
个人表现/17%、实训成果/5% 22%

任务 1.4 土壤容重与

孔隙度的测定

线上线下理论学

习

签到/4%、课堂表现/4%、课堂

作业/5%、课后作业/5%
18%

土壤密度的测定

操作及实训成果
个人表现/17%、实训成果/5% 22%

任务 1.5 土壤酸碱度

的测定

线上线下理论学

习

签到/4%、课堂表现/4%、课堂

作业/5%、课后作业/5%
18%

土壤 PH 值的测定

操作及实训成果
个人表现/17%、实训成果/5% 22%

任务 1.6 土壤剖面与

肥力状况调查

线上线下理论学

习

签到/4%、课堂表现/12%、课堂

作业/12%、课后作业/12%
40%

任务 1.7 植物生长的

土壤环境调控

线上线下理论学

习

签到/4%、课堂表现/12%、课堂

作业/12%、课后作业/12%
40%

项目 2：植物生长

的养分环境（22%）

任务 2.1 植物缺素症

诊断

线上线下理论学

习

签到/4%、课堂表现/4%、课堂

作业/5%、课后作业/5%
18%

植物缺素症观察 团队活动/17%、实训成果/5% 22%

任务 2.2 常见化学肥

料的识别与鉴定

线上线下理论学

习

签到/4%、课堂表现/4%、课堂

作业/5%、课后作业/5%
18%

常见化学肥料的

识别与鉴定操作

及实训成果

团队活动/17%、实训成果/5% 22%

任务 2.3 氮肥的合理

施用

线上线下理论学

习

签到/4%、课堂表现/4%、课堂

作业/5%、课后作业/5%
18%

土壤水解氮测定 团队活动/17%、实训成果/5% 22%

任务 2.4 磷肥的合理

施用

线上线下线上线

下理论学习

签到/4%、课堂表现/4%、课堂

作业/5%、课后作业/5%
18%

土壤速效磷测定 团队活动/17%、实训成果/5% 22%

任务 2.5 钾肥的合理

施用
理论学习

签到/4%、课堂表现/4%、课堂

作业/5%、课后作业/5%
40%

任务 2.6 微量元素肥

料的施用

线上线下理论学

习

签到/4%、课堂表现/4%、课堂

作业/5%、课后作业/5%
18%

微量元素肥料施

用操作
团队活动/17%、实训成果/5% 22%

任务 2.7 复合肥料的

施用

线上线下理论学

习

签到/4%、课堂表现/4%、课堂

作业/5%、课后作业/5%
40%

任务 2.8 有机肥料的

施用
线上线下理论学签到/4%、课堂表现/12%、课堂 40%



习 作业/12%、课后作业/12%

任务 2.9 专用肥营养

液的配制与应用

线上线下理论学

习

签到/4%、课堂表现/12%、课堂

作业/12%、课后作业/12%
40%

任务2.10测土配方施

肥

线上线下理论学

习

签到/4%、课堂表现/12%、课堂

作业/12%、课后作业/12%
40%

项目 3：植物的生

长发育（14%）

任务 3.1 植物的种子

萌发

线上线下理论学

习

签到/4%、课堂表现/4%、课堂

作业/5%、课后作业/5%
18%

呼吸速率的测定 团队活动/17%、实训成果/5% 22%

任务 3.2 植物生殖生

长

线上线下理论学

习
签到/4%、课堂表现/4%、课堂

作业/5%、课后作业/5%
40%

任务 3.3 植物营养生

长

线上线下理论学

习
签到/4%、课堂表现/4%、课堂

作业/5%、课后作业/5%
40%

任务 3.4 植物的休眠

线上线下理论学

习
签到/4%、课堂表现/4%、课堂

作业/5%、课后作业/5%
40%

任务 3.5 植物生长物

质

线上线下理论学

习
签到/4%、课堂表现/4%、课堂

作业/5%、课后作业/5%
40%

项目 4：植物生长

的水分环境（18%）

任务 4.1 植物组织水

势的测定

线上线下理论学

习

签到/4%、课堂表现/4%、课堂

作业/5%、课后作业/5%
18%

水势的测定 团队活动/17%、实训成果/5% 22%

任务 4.2 土壤含水量

测定

线上线下理论学

习

签到/4%、课堂表现/4%、课堂

作业/5%、课后作业/5%
18%

土壤含水量的测

定
团队活动/17%、实训成果/5% 22%

任务 4.3 土壤田间持

水量测定

线上线下理论学

习

签到/4%、课堂表现/4%、课堂

作业/5%、课后作业/5%
18%

土壤田间持水量

的测定
团队活动/17%、实训成果/5% 22%

任务 4.4 空气湿度的

测定

线上线下理论学

习

签到/4%、课堂表现/4%、课堂

作业/5%、课后作业/5%
18%

空气湿度的测定 团队活动/17%、实训成果/5% 22%

任务 4.5 植物蒸腾强

度测定

线上线下理论学

习

签到/4%、课堂表现/4%、课堂

作业/5%、课后作业/5%
40%

任务 4.6 植物生长的

水分环境调控

线上线下理论学

习

签到/4%、课堂表现/4%、课堂

作业/5%、课后作业/5%
40%

项目 5：植物生长

的光环境（12%）

任务 5.1 叶绿素的提

取和含量测定

线上线下理论学

习

签到/4%、课堂表现/4%、课堂

作业/5%、课后作业/5%
18%

叶绿素提取和含

量的测定
团队活动/17%、实训成果/5% 22%

任务 5.2 光照强度的线上线下理论学签到/4%、课堂表现/4%、课堂 18%



测定 习 作业/5%、课后作业/5%

光照强度的测定 团队活动/17%、实训成果/5% 22%

任务 5.3 光合速率的

测定

线上线下理论学

习

签到/4%、课堂表现/4%、课堂

作业/5%、课后作业/5%
40%

任务 5.4 日照长度的

测定

线上线下理论学

习

签到/4%、课堂表现/4%、课堂

作业/5%、课后作业/5%
40%

任务 5.5 植物生长的

光环境调控

线上线下理论学

习

签到/4%、课堂表现/4%、课堂

作业/5%、课后作业/5%
40%

项目 6：植物生长

的温度环境（6%）

任务 6.1 土壤温度的

测定

线上线下理论学

习

签到/4%、课堂表现/4%、课堂

作业/5%、课后作业/5%
40%

任务 6.2 大气温度的

测定

线上线下理论学

习

签到/4%、课堂表现/4%、课堂

作业/5%、课后作业/5%
40%

任务 6.3 植物生长温

度环境调控

线上线下理论学

习

签到/4%、课堂表现/4%、课堂

作业/5%、课后作业/5%
40%

四、项目描述

课程：植物生长与环境 学分：7.0 总学时：112

项目 1 植物生长的土壤环境 学时：32

学习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方法和建议

知识目标：

1.明确土壤环境在植物生命活动

中的作用；

2.了解相关的土壤基本概念和性

质；

3.学会并且掌握基本的土壤测定

方法。

能力目标：

1.具有土壤采集及土壤样品制备

的能力；

2.具有测定土壤质地的能力；

3.具有对土壤酸碱度进行判断的

能力；

4.具有运用所学知识对生产中土

建进行土改良的能力。

思政目标：

1.全面发展的思想

2.探究事物的科学精神

3.求实创新精神

4.诚实守信的精神

5.爱岗敬业的精神

素质目标：

1.安全意识

2.团队意识

3.责任心

1.土壤及其肥力的概念；

2.肥料的概念与作用；

3.土壤的基本性质及与土壤肥

力的关系；

4.土壤管理与肥力调节。

教学方法：

1.现场教学

2.实验教学

建议：

1.通过教学，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

思想、探究事物的科学精神、求实

创新精神、诚实守信的精神、爱岗

敬业的精神，同时培养学生安全

识、团队意识、责任心、踏实肯干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解决问题的能力

5.踏实肯干

教学材料、工具与媒体 考核与评价 备 注

·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课件、软件

·土壤样品的采集工具

·土壤样品的制备工具

·土壤样品储藏工具及标签

·土壤质地的测定工具、器皿

·土壤容重与孔隙度的测定工具、

器皿

·土壤酸碱度测定的工具、器皿

·土壤剖面及肥力状况评价的工

具、器皿

评价内容：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评价

•团队合作能力评价

•学习和实训态度评价

•实习和实训成果评价

评价方法：

•过程性评价（40%）：签到/4%、

课堂表现/4%、课堂作业/5%、

课后作业/5%、团队活动/17%、

实训成果/5%

•终结性评价（60%）：在线考

试

通过该项目学习，使学生掌握土

壤基本知识和常规的测定方法，合

理利用、管理和改良土壤，提高土

壤生产力。

任务 1.1 土壤样品的采集 学时：4

学习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方法和建议

知识目标：

1.理解土壤在植物生命活动中的

作用；

2.掌握土壤及土壤肥力的概念；

3.掌握土壤样品的采集方法。

能力目标：

1.具有土壤样品采集的能力；

思政目标：

1.探究事物的科学精神

2.求实创新精神

素质目标：

1.安全意识

2.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3.团队意识

1.土壤与植物的生长发育；

2.不同土壤样品的采集方法与

采样时间

3.土壤样品的采集。

教学方法：

1. 现场教学

2.任务驱动法教学

建议：

1.分组教学，培养培养探究事物的

科学精神和求实创新精神，同时培

养学生安全意识、团队意识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

教学材料、工具与媒体 考核与评价 备 注

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课件

·视频教学资料

评价内容：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评价

•团队合作能力评价

•学习和实训态度评价

•实习和实训成果评价

评价方法：

•过程性评价（40%）：签到/4%、

课堂表现/4%、课堂作业/5%、

课后作业/5%、团队活动/17%、

·通过学习该任务，使学生认掌握

土壤及其肥力的概念、土壤样品的

采集方法，并能用于生产实践，适

应以后工作需要。



实训成果/5%

•终结性评价（60%）：在线考

试

任务 1.2 土壤样品的制备 学时：4

学习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方法和建议

知识目标：

1.理解土壤的基本组成；

2.掌握土壤分析样品制备的方法。

能力目标：

1.具有土壤样品制备的能力；

思政目标：

1.诚实守信的精神

2.爱岗敬业的精神

素质目标：

1.责任心

2.解决问题的能力

3.踏实肯干

1.土壤的基本组成；

2.土壤样品制备；

3.土壤样品储藏。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练习法

3.多媒体教学法

建议：

1.通过学习，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

精神和踏实肯干的素养。

教学材料、工具与媒体 考核与评价 备 注

·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课件、软件

·土壤分析样品制备工具

·土壤分析样品储藏工具及标签

评价内容：

·对学生制备的土壤分析样品

进行评价

·学习态度评价

•实习成果评价

评价方法：

•过程性评价（40%）：签到/4%、

课堂表现/4%、课堂作业/5%、

课后作业/5%、团队活动/17%、

实训成果/5%

•终结性评价（60%）：在线考

试

·通过该任务使学生掌握土壤分析

样品制备方法。

任务 1.3 土壤质地的测定与改良 学时：4

学习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方法和建议

知识目标：

1.掌握土壤质地的概念及意义；

2.明确土壤质地与土壤肥力的关

系；

3.掌握土壤结构的概念及意义；

4.明确土壤结构与土壤肥力的关

系；

5.学会土壤质地的测定方法。

能力目标：

1.具有土壤质地测定的能力；

思政目标：

1.土壤质地及改良；

2.土壤结构及改良；

3.土壤质地的测定。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练习法

3.多媒体教学法

建议：

1.分组教学，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

的思想、探究事物的科学精神和求

实创新精神，同时培养学生安全意

识、责任心和团队意识。



1.探究事物的科学精神

2.求实创新精神

3.全面发展的思想

素质目标：

1.安全意识

2.责任心

3.团队意识

教学材料、工具与媒体 考核与评价 备 注

·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课件

·视频教学资料

·《植物生长与环境》网络课程

·土壤质地的测定工具、器皿

评价内容：

·对学生测定土壤质地能力进

行评价·团队合作能力评价

•学习和实训态度评价

•实习和实训成果评价

评价方法：

•过程性评价（40%）：签到/4%、

课堂表现/4%、课堂作业/5%、

课后作业/5%、团队活动/17%、

实训成果/5%

•终结性评价（60%）：在线考

试

·通过该任务使学生掌握土壤质地

的测定方法，能根据土壤质地等级

合理利用土壤，并能改良土壤。

任务 1.4 土壤容重与孔隙度的测定 学时：6

学习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方法和建议

知识目标：

1.理解土壤容重与土壤肥力关系；

2.明确土壤孔隙度与土壤肥力及

植物生长的关系；

3.理解土壤耕性现物理机械性；

4.掌握土壤容重与孔隙度的测定

方法。

能力目标：

1.具有土壤土壤容重和孔隙度测

定的能力；

思政目标：

1.理性的怀疑精神

素质目标：

1.平和友善

2.勇于承担

1.土壤孔性；

2.土壤物理机械性与耕性；

3.土壤容重的测定方法；

4.土壤孔隙度的测定方法。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多媒体教学法

建议：

1.分组教学，对个人和小组同时进

行考核。培养学生理性的怀疑精神

及平和友善、勇于承担的素养。

教学材料、工具与媒体 考核与评价 备 注

·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课件、测定工具

·环刀(容积 100cm3)；天平（感量

500.01g 和 1000.1g）；恒温干燥

箱；削土刀；小铁铲或铁锹；铝盒；

评价内容：

·对学生测定过程进行评价

•学习态度评价

•实习成果评价

评价方法：

·通过该任务使学生掌握土壤容重

与孔隙度的测定方法。



酒精；草纸；剪刀；滤纸等。 •过程性评价（40%）：签到/4%、

课堂表现/12%、课堂作业/12%、

课后作业/12%

•终结性评价（60%）：在线考

试

任务 1.5 土壤酸碱度的测定 学时：6

学习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方法和建议

知识目标：

1.掌握土壤酸碱性的概念及意义；

2.明确土壤酸碱性与植物生长及

土壤肥力的关系；

3.学会土壤酸碱性的测定方法；

4.掌握土壤酸碱性的改良方法。

能力目标：

1.具有土壤酸碱度测定的能力；

2.具有酸性土壤和碱性土壤改良

的能力

思政目标：

1.求实创新精神

2.诚实守信的精神

3.爱岗敬业的精神

素质目标：

1.安全意识

2.团队意识

3.解决问题的能力

1.土壤胶体及离子交换；

2.土壤酸碱性的概念；

3.土壤酸碱性产生原因；

4.土壤酸碱性的酸度计测定；

5.土壤酸碱性的综合指示剂比

色法测定

6.土壤酸碱性的调节。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多媒体教学法

建议：

1.分组教学，对个人和小组同时进

行考核。培养学生理性的怀疑精神

及安全意识、团队意识和解决问题

的素养。

教学材料、工具与媒体 考核与评价 备 注

·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课件、测定工具

·酸度计；复合电极；高型烧杯

（50mL）；量筒（25mL）；天平

（1/10）；磁力搅拌器；洗瓶；滤

纸；白瓷比色盘；玛瑙研钵；比色

卡片；玻璃棒；通过 1mm 筛孔的风

干土样。

评价内容：

·对学生酸碱度测定过程进行

评价

·学习态度评价

•实习成果评价

评价方法：

•过程性评价（40%）：签到/4%、

课堂表现/12%、课堂作业/12%、

课后作业/12%

•终结性评价（60%）：在线考

试

·通过该任务使学生掌握土壤酸碱

性的测定方法，并且能进行土壤酸

碱性合理调节。

任务 1.6 土壤剖面与肥力状况调查 学时：6

学习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方法和建议

知识目标：

1.掌握土壤剖面的概念；

2.明确土壤酸碱性与植物生长及

土壤肥力的关系；

1.土壤剖面的概念及特征；

2.土壤肥力状况的评价。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多媒体教学法

建议：



3.学会土壤剖面的设置、挖掘、观

察的测定方法；

4.掌握土壤肥力状况的评价方法。

能力目标：

1.具有土壤剖面相关操作的能力；

2.具有评价土壤肥力状况的能力

思政目标：

1.求实创新精神

2.诚实守信的精神

3.爱岗敬业的精神

素质目标：

1.安全意识

2.团队意识

3.解决问题的能力

1.分组教学，对个人和小组同时进

行考核。培养学生求实创新精神、

诚实守信的精神、爱岗敬业的精神

及安全意识、团队意识和解决问题

的素养。

教学材料、工具与媒体 考核与评价 备 注

·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课件、测定工具

·广泛试纸；土壤标本盒；土样袋；

海拔仪；望远镜；软盘；调查表；

铁锤；土铲；短柄锄头；剖面刀；

放大镜；钢卷尺；铅笔；颜色铅笔；

白瓷比色盘；土壤剖面记录表；小

刀；橡皮擦；1：3 稀盐酸（10%盐

酸），酸碱混合指示剂等。

评价内容：

·对学生酸碱度测定过程进行

评价

•学习和实训态度评价

•实习和实训成果评价

评价方法：

•过程性评价（40%）：签到/4%、

课堂表现/4%、课堂作业/5%、

课后作业/5%、团队活动/17%、

实训成果/5%

•终结性评价（60%）：在线考

试

·通过该任务使学生掌握土壤剖面

的设置、挖掘及观察方法，并且能

进行土壤肥力的合理评价。

任务 1.7 植物生长的土壤环境调控 学时：2

学习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方法和建议

知识目标：

1.掌握园艺土壤的管理；

2.明确植物对土壤的生态适应类

型；

3.学会当地植物生长的土壤环境

调控实施方案。

能力目标：

1.具有制定土壤调控实施方案的

能力；

思政目标：

1.爱岗敬业

素质目标：

1.勤劳奉献

2.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植物对土壤的适应与要求；

2.园艺土壤的特征及管理；

3.制定当地植物生长的土壤环

境调控实施方案。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练习法

3.多媒体教学法

4.示范法

建议：

1.通过有入有出的思政教学，培养

学生爱岗敬业的精神和勤劳奉献

的素养。

教学材料、工具与媒体 考核与评价 备 注



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课件

·视频教学资料

·《植物生长与环境》网络课程

评价内容：

·对学生土壤环境调控实施方

案的制定过程进行评价

·学习态度评价

·实习成果评价

评价方法：

•过程性评价（40%）：签到/4%、

课堂表现/12%、课堂作业/12%、

课后作业/12%

•终结性评价（60%）：在线考

试

·通过该任务使学生掌握土壤环境

调控实施方案的制定方法，并且能

对土壤环境进行合理调节。

项目 2 植物生长的养分环境 学时：24

学习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方法和建议

知识目标：

1.明确植物必需营养元素及作用；

2.掌握植物缺素症的诊断技术；

3.了解肥料的种类及性质；

4.掌握施肥原理，进行合理施肥。

能力目标：

1.具有诊断植物缺素症状的能力；

2.具有识别常见化学肥料的能力；

3.具有合理配置微量元素肥料的

能力；

4.具有运用所学知识对植物进行

合理施肥的能力。

思政目标：

1.全面发展的思想

2.探究事物的科学精神

3.求实创新精神

4.诚实守信的精神

5.爱岗敬业的精神

素质目标：

1.安全意识

2.团队意识

3.敢于认错

4.勤劳奉献

5.踏实肯干

1.植物必需营养元素及营养功

能；

2.植物缺素症的诊断；

3.肥料及分类；

4.合理施肥的原则、原理、方

法。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练习法

3.多媒体教学法

建议：

1.以学习小组为单位进行教学

2.对个人和小组同时进行考核

3.专业教室与现场教学结合。

教学材料、工具与媒体 考核与评价 备 注

•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课件

•视频教学资料

•《植物生长与环境》网络课程

评价内容：

•对学生掌握程度进行评价

•学习和实训态度评价

•实习和实训成果评价

评价方法：

•过程性评价（40%）：签到/4%、

·通过该项目使学生掌握植物营养

诊断方法和合理施肥技术，能进行

合理施肥。



课堂表现/4%、课堂作业/5%、

课后作业/5%、团队活动/17%、

实训成果/5%

•终结性评价（60%）：在线考

试

任务 2.1 植物缺素症诊断 学时：4

学习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方法和建议

知识目标：

1.掌握植物生长情况的观察与描

述；

2.掌握 NPK 缺素症的诊断方法；

3.掌握微量元素缺素症的诊断方

法；

能力目标：

1.具有 NPK 缺素症的诊断能力；

2.具有微量元素缺素症的诊断能

力。

思政目标：

1.探究事物的科学精神

2.求实创新精神素质目标：

素质目标：

1.安全意识

2.团队意识

1.植物生长的营养元素；

2.植物对养分的吸收；

3.植物缺素症的诊断。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练习法

3.多媒体教学法

4.示范法

建议：

1.分组教学，培养学生科学精神和

勇于承担的素养。

教学材料、工具与媒体 考核与评价 备 注

·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课件、软件

·水培皿（可用 1000ml 带木塞的

广口瓶代替） ；镊子；移液管；

量筒；烧杯；容量瓶；标签纸；黑

色蜡光纸。棉花。盐酸；1%升汞水

等

评价内容：

·对学生对缺素症诊断的掌握

程度进行评价

•学习和实训态度评价

•实习和实训成果评价

评价方法：

•过程性评价（40%）：签到/4%、

课堂表现/4%、课堂作业/5%、

课后作业/5%、团队活动/17%、

实训成果/5%

•终结性评价（60%）：在线考

试

·通过该任务使学生掌握植物缺素

症诊断技术，进行常见植物营养诊

断。

任务 2.2 常见化学肥料的识别与鉴定 学时：4

学习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方法和建议

知识目标：

1.了解肥料的种类；

2.明确合理施肥的意义及作用；

3.掌握基本的施肥原则、原理；

4.准确鉴定各种主要化学肥料；

5.识别常用的化学肥料。

1.合理施肥的基本原理；

肥料的概念及分类；

2.合理施肥的方式方法；

3.常见化学肥料的识别与鉴

定。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练习法

3.多媒体教学法

4.示范法

建议：



能力目标：

1.具有识别常用化学肥料的能力；

思政目标：

1.求实创新精神

2.诚实守信的精神

3.爱岗敬业的精神

素质目标：

1.勤劳奉献

2.踏实肯干

1.分组教学，培养学生求实创新精

神、诚实守信的精神、爱岗敬业的

精神，培养学生勤劳奉献和踏实肯

干的素质。

教学材料、工具与媒体 考核与评价 备 注

·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课件、实训工具、材料

评价内容：

·对学生掌握程度进行评价

·团队合作能力评价

·工作态度评价

评价方法：

•过程性评价（40%）：签到/4%、

课堂表现/4%、课堂作业/5%、

课后作业/5%、团队活动/17%、

实训成果/5%

终结性评价（60%）：在线考试

·通过该任务使学生掌握合理施肥

的方法，能根据植物生长情况进行

合理施肥。

任务 2.3 氮肥的合理施用 学时：2

学习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方法和建议

知识目标：

1.掌握氮素在土壤中的含量与形

态；

2.明确土壤中氮的转化；

3.掌握氮肥的种类及施用要点。

能力目标：

1.具有合理施用氮肥的能力；

思政目标：

1.热爱劳动

素质目标：

1.勤劳奋献

1.氮素在土壤中的含量与形

态；

2.土壤中氮的转化；

3.氮肥的种类及施用要点

4.氮肥的施用。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练习法

3.多媒体教学法

4.示范法

建议：

1.单人实训教学，培养学生热爱劳

动的精神，同时培养学生勤劳奋献

的素养。

教学材料、工具与媒体 考核与评价 备 注

·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课件、实训工具、材料

·器皿；锄头；铁锹；量筒；水桶；

喷雾器；氮肥。

评价内容：

·对学生氮肥的种类及施用要

点掌握程度进行评价

·团队合作能力评价

·工作态度评价

评价方法：

•过程性评价（40%）：签到/4%、

课堂表现/4%、课堂作业/5%、

课后作业/5%、团队活动/17%、

实训成果/5%

·通过该任务使学生掌握氮肥合理

施用的方法，能根据植物生长情况

进行合理的氮肥施肥。



终结性评价（60%）：在线考试

任务 2.4 磷肥的合理施用 学时：2

学习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方法和建议

知识目标：

1.明确土壤中磷的转化；

2.掌握磷肥的种类及施用要点。

能力目标：

1.具有合理施用磷肥的能力；

思政目标：

1.科学精神

2.创新精神

素质目标：

1.吃苦耐劳

1.土壤中磷的形态及转化；

2.磷肥的种类及施用要点；

3.常见技术要点处理；

4.磷肥的施用。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练习法

3.多媒体教学法

4.示范法

建议：

1.单人实训教学，培养学生勇于攀

登科学高峰的精神，同时培养学生

吃苦耐劳的素养。

教学材料、工具与媒体 考核与评价 备 注

·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课件、实训工具、材料

·腐熟的有机肥；过磷酸钙肥；氯

化钾。器皿；锄头；铁锹；量筒；

水桶；喷雾器。

评价内容：

·对学生氮肥的种类及施用要

点掌握程度进行评价

·团队合作能力评价

·工作态度评价

评价方法：

•过程性评价（40%）：签到/4%、

课堂表现/4%、课堂作业/5%、

课后作业/5%、团队活动/17%、

实训成果/5%

终结性评价（60%）：在线考试

·通过该任务使学生掌握磷肥合理

施用的方法，能根据植物生长情况

进行合理的氮肥施肥。

任务 2.5 钾肥的合理施用 学时：2

学习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方法和建议

知识目标：

1.明确土壤中钾的转化；

2.掌握钾肥的种类及施用要点。

能力目标：

1.具有合理施用钾肥的能力；

思政目标：

1.求实创新精神

2.诚实守信的精神

3.爱岗敬业的精神

素质目标：

1.遵守时间

2.团队意识

3.责任心

1.土壤中钾的形态及转化；

2.钾肥的种类及施用要点；

3.常见技术要点处理；

4.钾肥的施用。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多媒体教学法

建议：

1.通过学习，培养学生求实创新、.

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的精神，形成

惜时守时的素养。

教学材料、工具与媒体 考核与评价 备 注

·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课件、实训工具、材料

·腐熟的有机肥；过磷酸钙肥；氯

评价内容：

·对学生氮肥的种类及施用要

点掌握程度进行评价

·通过该任务使学生掌握磷肥合理

施用的方法，能根据植物生长情况

进行合理的氮肥施肥。



化钾。器皿；锄头；铁锹；量筒；

水桶；喷雾器。

·团队合作能力评价

·工作态度评价

评价方法：

•过程性评价（40%）：签到/4%、

课堂表现/12%、课堂作业/12%、

课后作业/12%

•终结性评价（60%）：在线考

试

任务 2.6 微量元素肥料施用 学时：2

学习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方法和建议

知识目标：

1.掌握常用的微量元素肥料的种

类和性质；

2.掌握各种微量元素肥料的施用

方法。

能力目标：

1.具有合理施用微量元素肥料的

能力；

思政目标：

1.求实创新精神

2.全面发展的思想

素质目标：

1.安全意识

2.责任心

3.团队合作

1.硼肥；

2.锌肥；

3.锰肥；

4.铁肥；

5.钼肥；

6.铜肥；

7.微量元素肥料的施用。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多媒体教学法

建议：

1.通过学习，培养学生全面发展、

求实创新的精神，树立安全意识，

形成具有责任心、团队合作的素

养。

教学材料、工具与媒体 考核与评价 备 注

·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课件、实训工具、材料

·硼砂、硫酸锌、硫酸锰、硫酸亚

铁、硫酸铜、钼酸铵等微量元素；

水桶、喷雾器；。

评价内容：

·对学生氮肥的种类及施用要

点掌握程度进行评价

·团队合作能力评价

·工作态度评价

评价方法：

•过程性评价（40%）：签到/4%、

课堂表现/4%、课堂作业/5%、

课后作业/5%、团队活动/17%、

实训成果/5%

终结性评价（60%）：在线考试

·通过该任务使学生掌握各种微量

元素肥料的施用，能根据植物生长

情况进行合理的微量元素肥料的

施肥。

任务 2.7 复合肥料的合理施用 学时：2

学习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方法和建议

知识目标：

1.掌握复合肥料的种类和性质；

2.掌握各种微量元素肥料的施用

方法。

能力目标：

1.复合肥料的种类、性质和施

用要点；

2.常见技术问题处理；

3.复合肥料的施用。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多媒体教学法

建议：

1.通过学习，培养学生全面发展、



1.具有合理施用复合肥料的能力；

思政目标：

1.热爱劳动

2.全面发展的思想

素质目标：

1.勤劳奉献

2.敢于认错

热爱劳动的精神，树立勇于认错、

勤劳奉献的素养。

教学材料、工具与媒体 考核与评价 备 注

·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课件、实训工具、材料

·多种复合肥；水桶、喷雾器。

评价内容：

·对学生氮肥的种类及施用要

点掌握程度进行评价

·团队合作能力评价

·工作态度评价

评价方法：

•过程性评价（40%）：签到/4%、

课堂表现/12%、课堂作业/12%、

课后作业/12%

•终结性评价（60%）：在线考

试

·通过该任务使学生掌握复合肥料

的施用，能根据植物生长情况进行

合理的复合肥料的施肥。

任务 2.8 有机肥料的合理施用 学时：2

学习目标 主要内容 教学方法和建议

知识目标：

1.掌握有机肥料的种类和性质；

2.掌握各种有机肥料的施用方法。

能力目标：

1.具有合理施用有机肥料的能力；

思政目标：

1.全面发展的思想

2.诚实守信的精神

3.爱岗敬业的精神

素质目标：

1.遵守时间

2.团队意识

3.责任心

1.粪尿肥性质及施用；

2.堆肥的性质及施用；

3.沤肥的性质及施用；

4.沼气肥料的性质及施用；

5.绿肥的性质及施用；

6.生物菌肥的性质及施用；

7.有机肥料的施用。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多媒体教学法

建议：

1.通过学习，培养学生全面发展、

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的精神，树立

遵守时间、有责任心和团队意识的

素养。

教学材料、工具与媒体 考核与评价 备 注

·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课件、实训工具、材料

·多种有机肥；水桶、喷雾器；。

评价内容：

·对学生氮肥的种类及施用要

点掌握程度进行评价

·团队合作能力评价

·工作态度评价

评价方法：

•过程性评价（40%）：签到/4%、

课堂表现/12%、课堂作业/12%、

课后作业/12%

·通过该任务使学生掌握有机肥料

的施用，能根据植物生长情况进行

各种有机肥料的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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