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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08-2002.03 张掖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生物系 助教

2002.03-2006.09 河西学院生物系 讲师

2006.09-2009.01 在兰州大学生命科学院生态学专业攻读硕士研

究生

2009.02-2012.08 河西学院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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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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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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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普通生态学》《葡萄生态学》《农业生态学》

《作物育种学》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和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

学生《创新创业》课程的讲授与实践教学的管理工作；

完成河西学院项目《河西学院涉农专业专业实践模式

的改革与实践》，项目获河西学院教学成果三等奖。

编著教材《植物学实验指导》一书。发表教学改革的

文章 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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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与葡萄酒工

程专业负责人
河西学院 教学方法研究

组织创新创业实践团

队实践

张 俐 30 讲师 河西学院 教学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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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实践

陈 叶 54
高级实

验师
河西学院 实验教学研究 带领团队实习



一、立项依据及目标

1．现状与背景分析（包括已有研究实践基础）

1.1 研究背景

随着西部农业的崛起，甘肃作为农业大省，河西作为全国最具规模、最具优

势的种子生产基地和粮食生产基地，种子及农业产业科技的提升更需要一批懂技

术、善经营的应用型专门人才。河西学院涉农专业包括种子科学与工程、园艺、

农学、葡萄与葡萄酒工程四个专业，这四个专业的学生在河西地区种子生产、设

施农业、生态农业、葡萄酒生产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从毕业生就业情况

来看，从事管理的人员偏多，从事专门农业技术工作的人员却很少，毕业生在课

堂所学知识与农业生产实际相脱节成为学生就业的瓶颈，我校涉农专业近几年在

专业创新创业实践方面虽然进行了许多尝试，但仍有许多不足。

一是一些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基本条件较差，不具备学生实践的条件。有些公

司管理不规范，办公条件简陋，地处偏远农村，只有简单的一些大棚和平房，学

生住宿环境差，卫生差，吃饭也不能很好的保证，学生实践比较艰苦。

二是创新创业实践内容与教学内容结合不紧密，一些实践点的实践内容与教

学完全脱节。学生在实践单位所学知识太少，有些公司同学们去只是做一些苦力，

没有什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情况。

三是创新创业实践基地过于分散，人员不集中，管理难度大，学生安全存在

隐患；

四是创新创业实践时间安排不能与实践单位的节奏一致，许多单位需要人手

的时候我们没有安排实践，而我们的实践时间却又安排在不需人的时候，造成衔

接脱节。

由于存在以上问题，我校涉农专业的创新创业实践教学，虽然取得了很大的

成功，但与我们的预期还有一定的差距，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也有一定的差距。

针对以上这些问题，需对我院涉农专业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践模式进行探索和研究，

以期通过实践模式改革，并与实践基地结合，从我院涉农专业本科生专业实践和

实践教学中摸索出一条适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路径，提高涉农专业应用型人才培

养质量。

1.2 前期进行的研究工作

1.2.1 人才培养方案的论证与修订



种子产业迅速发展，促使人才培养目标发生了变化，为适应种子产业对人才

培养的需求，经过广泛调研和研讨，在 2015 版培养方案的基础上，重点调整了课

程设置，修订并加强了实验、教学实践、专业实践、毕业实践等实践性教学环节，

形成了新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1.2.2 农学类专业人才培养问卷调查及分析

为了使种子科学与工程特色专业建设能进一步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建立

吸收用人单位和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制定的有效机制，发挥产学研在人才

培养中的协同作用，以便制定合理的课程体系和实践教学环节，改革教学内容和

教学方式，使之更加符合社会的需求，我院于 2014 年组织开展了此次调研。本次

调研活动历时 5个月，走访和座谈的种子管理部门和大小企事业单位约 150 多个。

其中，走访调查的种子管理站和中外合资及中资种子公司 106 家（酒泉 23 家，张

掖 52 家，武威 31 家）。发放调查问卷 895 份，回收 786 份，调查问卷表回收率

87.8%。

1.2.3 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建设

建立了涉农专业实践基地近 30 多家，挂牌基地 10 家。如金帆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甘肃威龙有机葡萄酒有限公司、甘肃国营八一农场、武威益菌康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武威市凉州区森源富民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张掖市金丰种业有限公

司、酒泉蓝翔园艺种苗有限公司、甘肃黄羊河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

肃万向德农马铃薯种业有限公司等。

2．研究内容、目标、要解决的问题和主要特色

2.1 研究内容

2.1.1 创新创业实践模式研究

以往我院专业创新创业实践实训均安排在毕业班即将毕业的第 8学期进行，这

时学生存在找工作、考公务员、考研复试等问题，学生的专业实践流于形式。学

生不能安于实践，实践基地也由于学生的不稳定而对实践生失去了培养的信心。

双方的合作出现了危机，致使学生专业实践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如何使学生的实

践能够从被动的实践变为主动实践，并且能够达到企业与学校双赢的局面是我们

要研究的内容之一。这就需要我们改变我们的实践模式和实践时间，不能将实践



安排在第 8学期，而是将专业实践提前到第 6-7学期进行，时间跨度上从 3月份

开始，到 10月份截止，占用暑假时间。实践没有完成的内容，可在寒假进行。建

立 1+1+1的专业实践模式。实践教学要注重突出特色，充分利用学校自身资源优

势，针对不同课程和不同的学生设计不同内容的实践教学项目，使各类学生都能

得到很好的训练。

2.1.2 创新创业实践与理论教学内容相结合的研究

涉农专业的许多专业课，理论教学内容太多，实践内容太少，且理论课内容有

许多重复，学生意见较大。尝试将专业理论课堂移到实践基地的授课方式，到实

际生产企业，利用企业的会议室等条件，对学生进行短期授课或分班授课，将更

多的时间留给学生，使学生学以致用。同时派实践指导老师驻点指导学生实践工

作。

2.1.3 创新创业实践基地的建设研究

选择一些大型企业，通过协商，建立固定的实践、实训基地。企业的选择主要

考虑有一定的办公场所，宿舍、食堂等这些基本条件较好，且有能力接收 20人以

上实践的公司。同时考虑公司的管理能力，管理混乱，对学生安全不负责任，学

生反映较差的公司尽量不考虑。通过与企业合作，利用企业的办公楼或者由企业

提供场所，由学校提供床、桌子等基本的生活用品，建立固定的实践、实训场所。

一方面要为老师建立工作、生活的地方，实践带队老师驻点指导，使指导老师与

学生能够近距离接触，加强老师对实践工作的引导、指导和管理；另一方面要为

学生建立学习、生活的地方，使学生能够安心的进行实践和学习。

2.1.4 创新创业实践教学的改革与发展研究

校外实践基地既是校内实践教学的延伸，也是对实践教学体系的完善。通过

实践，了解企业和用人单位所需，对校内理论教学进行必要的反馈，为专业设置

和课程调整提供第一手资料，优化和调整专业教学计划，促进实践教学体系的改

革与发展。通过课程实践、专业实践、毕业实践、技能鉴定等模式，教会学生探

求知识的方法，使学生的创新意识逐步增强，创造能力不断提高，使学生成为合

格的、质量较高的应用型人才。

2.2 研究目标

通过创新创业实践教学的改革，建立“1+1+1”（一个暑假+一学期+一个寒假）



的创新创业实践教学模式，让学生参与农业生产从种到收的全过程。充分利用企

业实践基地的设备优势、经验优势和高校人才优势，让学生共同参与企业生产经

营活动，有效促进学生实际动手能力的提高，为涉农专业实践教学活动提供教学

案例。通过与企业合作，建立一些固定的、容量比较大的（20 人以上）校外实践

基地，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实践条件，提高实践教学质量，为培养高素质的应用

型专业技术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通过实践，对校内教学进行必要的反馈，为专

业设置和课程调整提供第一手资料，优化和调整专业教学计划，促进实践教学体

系的改革与发展。经过本项目的研究，确立新的一体化实践教学观，改革和规范

广义的实践教学体系，建立课堂实践教学、课程实践实践教学、校内实训基地实

践教学、企业岗位实践教学、社会实践教学等多层次的实践教学体系。

2.3 主要解决的问题

2.3.1 突破学校与企业深度融合的瓶颈问题

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不可能免费为学校提供创新创业实践条件，如何能够达

到企业与学院共赢，使企业愿意接受我们的学生去实践，我们的学生乐于在企业

实践，同时能够达到创新创业实践教学的目的，这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2.2 创新创业实践时间的调整问题

由于学生必修学时数的限制，必然要求学生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去实践。占用

学生两个假期，学生会产生抵触情绪，会影响学生以后的学习。在假期也存在许

多管理上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否很的解决，直接影响到实践的效果。

2.3 定单培养与大众化教学的问题

不同的企业对人员的要求不同，涉农专业的学生不可能学习的面面俱到。企

业期望的人才是到了企业就能独担一面的人才，而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各式各样，

所需的人才要求千差万别。如何将学生的集中理论学习与企业所需人才的定单式

培养相结合，这个问题能否很好的解决，会严重影响培养质量和就业率的提高。

2.4 主要特色和创新

（1）创新创业实践模式的创新。创造性的总结出了“1+1+1”（一学期+一个

暑假+一个寒假）创新创业实践模式，调整实践时间，使学生全过程参与农业生产

的各环节，详细了解农业生产的全部过程。

（2）实践基地建设的创新。实践基地建设采用“学校+企业+学校”（河西学

院+企业+企业下属的学校）的模式进行。一方面通过与企业合作，利用企业的办



公楼或者由企业提供场所，由我校提供床、桌子等基本的生活用品，建立固定的

实践、实训场所，解决师生吃住问题（如金源种业）。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有自办

培训机构、培训学校的企业，学生的吃住均由实践企业自办的学校解决，学生吃

住在另一所学校内，实践在企业内，方便学习与生活，也方便实践（如金帆农业）。

（3）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创新。在 2015 版人才培养方案的基础上，将实习

模式改革为“专业学习+顶岗实践+应用学习”模式，即第一、二学年学习专业基

础知识、专业技能学习，第三学年顶岗实践 1 个作物种子生产周期，第四学年完

成专业应用课程学习及毕业论文。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将实践时间安排进行了调

整，占用了学生的暑期和寒假的时间，将占用的时间留在学生考研的那一学期（第

七学期），这一学期少安排课程或不安排课程，腾出和集中大量时间让学生考研。

特别是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3．预期效果与具体成果

3.1 预期效果

通过创新创业实践教学模式的研究，构建涉农业专业创新创业实践教学课程

体系；制定创新创业实践教学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固定的实践教学基地；形

成河西地区涉农行业人才需求及实践工作的调研报告和我校涉农专业创新创业实

践教学模式改革报告。在此基础上，修改人才培养方案，为创新创新实践教学服

务。

3.2 具体成果

（1）发表论文：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关于实践教学改革的论文 1-2 篇；

（2）研究报告：形成河西地区涉农行业人才需求及实践工作的调研报告；形

成农生院涉农专业创新创业实践的总结报告；

(3) 建立创新创业实践教学基地 10 个；

（4）完成涉农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

（5）教材编写：初步完成《农学和种子科学专业实践指导》一书的编写工作。



二、具体安排及进度

（1）调查研究，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建设阶段（2019 年 8 月-2019 年 12 月）

对河西地区各市、县从事涉农专业生产与管理经营的行政单位、企事业单位、

种子公司、园艺公司和农业合作社进行调研。找到合适的公司和单位，合作共建

创新创业实践教学基地。

（2）创新创业实践教学模式的实际应用阶段（2019 年 1 月-2019 年 7 月）

根据协商建设好的创新创业实践基地，组织学生按新的实践模式（1+1+1模

式）进行实践；派遣老师驻点指导实践工作，并将一些课程调整到实践基地进行

授课。收集整理实践资料，对实践效果进行评价，请实践基地（单位）对实践模

式进行评价。完成初步的调研报告。

（3）创新创业实践教学模式的完善巩固阶段（2020 年 7 月-2020 年 12 月）

将初步的研究成果在本院其它专业推广，进一步扩大实践基地的建设力度，

派遣学生进行第二轮的实践，完善和巩固实践成果，完成阶段性论文。

（4）结题总结阶段 2020 年 1 月-2020 年 2 月）

整理所有的课题资料，撰写最终成果论文，做好结题的申请准备工作。申请

结题验收和研究成果的鉴定。



三、经费预算

序号 经费开支科目 经费预算金额（元）

1 差旅费 6000

2 材料费 2000

3 文章版面费 2000

4

5

6

总 计 10000



四、项目负责人所在学校意见

（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五、省教育厅专家组评审意见

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六、省教育厅审批意见

（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