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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种子生产技术》教学实践与改革探索
程蛟文　赵普艳　柴喜荣　汪国平

（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广州 510640）

摘要：《蔬菜种子生产技术》是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园艺专业种子科学与工程方向的必修课程，是一门传授蔬菜种子生

产基本原理和技术方法的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的专业课程。从该课程的性质与任务、教材体系、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学时分

配和改革探索 6 个方面分别进行了介绍，旨在为蔬菜种子生产相关课程教学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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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农业

科技的先导和载体，是农业增产提效的物质基础 [1]。

我国种业已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产

业发展迅猛，特别是加入 WTO 及《种子法》颁布以

来，国有种子企业纷纷改制，国外种业巨头以合资、

独资等形式大举进入国内，使得国内种业市场竞争

日益激烈，归根结底，种业市场竞争是种业人才的

竞争。在此背景之下，2002 年教育部批准中国农

业大学设立了“种子科学与工程”本科专业并面向

全国招生。此后，国内其他 20 多所农业院校相继

开办了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开展种业本科人才的 
培养 [2]。

园艺作物主要包括果树、蔬菜和花卉等，其相

关产业在种植业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增

收、农产品出口创汇及农村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重

要的作用 [3]。据统计，2016 年我国园艺产业产值已

超过 3.5 万亿元，占农业种植业总产值的 60% 以上，

成为农民增收和农村增绿的支柱产业 [4]。园艺产业

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园艺种业市场，对园

艺种业专业人才的需求快速增长。然而，绝大部分

院校的“种子与科学工程”专业都挂靠在以水稻、小

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农学院 [5]，以

园艺学为背景的种子专业人才存在巨大缺口。因此，

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于 2003 年和 2004 年经过多

方调研和充分论证，决定在园艺专业下设置种子科

学与工程方向，并于 2005 年开始招生，至 2018 年底

已连续招收了 14 届本科学生 [6-7]。

蔬菜是我国农业种植业中的第二大产业。近

年来，我国蔬菜播种面积逐年上涨，蔬菜已成为市场

化程度最大的经济作物 [8]。华南农业大学所在的广

东省是蔬菜种植大省，2017 年，其蔬菜总播种面积

约为 122.72 万 hm2，位列全国第七（中国统计年鉴

2018）。目前，包括广东省在内的华南地区已建成了

反季节、供港和北运特色蔬菜生产基地。种子生产

是指依据植物的生殖生物学特性和繁殖方式，按照

科学的技术方法、生产出符合数量和质量要求的种

子的过程。种子生产前承育种，后接推广，是连接育

种和生产的桥梁，是把育种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必

要途径 [9]。

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自 2005 年开始，将《蔬

菜种子生产技术》列为园艺专业种子科学与工程方

向必修课程。下面从《蔬菜种子生产技术》的课程

性质与任务、教材体系、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学时分

配和改革探索 6 个方面分别进行阐述，旨在为蔬菜

种子生产相关课程教学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

1　课程性质与任务
《蔬菜种子生产技术》是一门传授蔬菜种子生

产基本原理和技术方法的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的专

业课程。本课程围绕蔬菜种子生物学、蔬菜种子生

产一般原理和主要蔬菜种子生产技术 3 个知识模块

进行讲授。旨在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蔬菜

种子生产的重要意义、内容和任务；掌握蔬菜种子形

态和发育的基本知识；掌握蔬菜种子生产的基本理

论；掌握十字花科、茄科、葫芦科和豆科主要蔬菜的

种子生产技术，最终使学生能灵活运用所学理论知

识，独立开展蔬菜作物种子生产技术工作，成为既有基金项目： 华南农业大学“质量工程”建设项目（bkjx2015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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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知识，又有一定操作技能的蔬菜种子生产专业

技术人员。

2　教材体系
本课程主要参考的是陈世儒于 1993 年主编的

《蔬菜种子生产技术原理与实践》。2010 年起，增加

了巩振辉主编的面向园艺专业的全国高等农林院

校“十一五”规划教材《园艺植物种子学》作为参考。

同时，为了拓宽学生对农作物种子生产的整体认识，

也推荐学生去阅读由王建华和张春庆主编的普通高

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种子生产学》。

3　理论教学
在参考上述相关教材的基础上，结合广东省主

要蔬菜生产的特点，将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划分为 3
个知识模块，模块一：蔬菜种子生物学；模块二：蔬菜

种子生产一般原理；模块三：主要蔬菜种子生产技

术。模块一主要介绍蔬菜种子的形态、构造、化学成

分、形成与发育、休眠、萌发以及活力与寿命等种子

生物学与生理生化相关知识；模块二主要介绍蔬菜

种子生产的意义与程序、品种混杂退化、品种防杂保

纯的措施、定型品种和杂种一代制种基本技术等；模

块三主要介绍十字花科（以甘蓝、菜心、芥蓝和萝卜

为例）、茄科（以辣椒、番茄和茄子为例）、葫芦科（以

黄瓜、南瓜、苦瓜和丝瓜为例）、豆科（以菜豆为例）

主要蔬菜以及其他常见蔬菜（以胡萝卜、芹菜和生

菜为例）的种子生产技术方法。

理论教学以课堂讲授为主线，运用多媒体教学

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及网络资源，增加课堂教学的生

动性与信息量。成绩评定方式为：总成绩 = 平时成

绩（包括考勤、课堂提问和课堂测验，占 50%）+ 期

末考试成绩（占 50%）。

4　实践教学
《蔬菜种子生产技术》是一门理论紧密联系实

践的专业课程，实践教学能将抽象的理论知识具体

化，通过实物观察、实地考察以及动手操作等实践活

动，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以及锻炼学生的实

践操作技能，达到培养高素质蔬菜种子生产技术人

才的目标。为此，教学团队开设了《蔬菜种子生产

技术实验》作为《蔬菜种子生产技术》的平行课程，

主要包括“茄子人工去雄杂交制种技术”“黄瓜雌

性系制种技术”“辣椒雄性不育系制种技术”和“菜

豆自然授粉种子生产技术”4 个综合性实验项目。

实践教学以学生动手为主，旨在通过学生动手

操作掌握课堂讲述的教学重点和难点内容。成绩评

定以考察方式进行，主要要求学生分组完成实验操

作过程，并按照要求完成实验报告及回答思考题。

5　学时分配
《蔬菜种子生产技术》总学时数为 32 个，为避

免与园艺专业种子科学与工程方向开设的其他课程

如《种子生物学》和《园艺植物育种原理》等的内容

重复，本课程将教学内容的模块一和模块二各分配

6 个学时，模块三则作为本课程的重点内容进行讲

述，分配的学时为 20 个。《蔬菜种子生产技术实验》

总学时数为 16 个，每个综合性实验分配 4 个学时。

6　改革探索
教学团队在 10 多年的《蔬菜种子生产技术》理

论和实践教学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也及时进行

了总结，并相应地开展了改革探索，主要包括以下

几点。

6.1　突出种业的重要意义　通过与学生的课后交

流发现，有不少学生对我国种业发展的过程和现状、

蔬菜种业、蔬菜种子生产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少数

学生选择种子科学与工程方向存在跟风现象。对

此，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回顾我国种子产业的发展历

程以及分析蔬菜种业发展的趋势，结合国家近些年

发布的各项关于发展种业的相关文件和决策部署，

如《国务院关于加快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

（国发 [2011]8 号）》《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

划（2012-2020 年）（国发办 [2012]59 号）》《深化种

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国办发 [2013]109
号）》，以及 2016 年农业部和广东省作出建设“广州

国际种业中心”的决策等，突出发展种子产业的重

要意义，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并帮助他们明确学习

目标方向。此外，每年 12 月在广州会举行广东种业

博览会及广州蔬菜新品种展示推广会，有丰富的地

展品种及大量的参展商，本课程通过组织学生实地

参观，了解生产需求，拓展市场视野，增进了学生对

专业方向的认识，提高了他们的学习兴趣。

6.2　丰富理论课教材体系　本课程选用的理论课

教材《蔬菜种子生产技术原理与实践》（1993）和

《园艺植物种子学》（2010）存在编写时间较早、内

容针对性不强等问题。教学团队在参考上述教材的

基础上，优化了教学内容，提出三大知识模块，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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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放在知识模块三，体现本课程的特色。同时，为

了便于学生课后拓展，教学团队也推荐了种子学以

及种子生产相关的优秀教材，如胡晋主编的《种子

生物学》（2006）和王建华和张春庆主编的《种子生

产学》（2005）等。

6.3　更新和补充教学内容　如何高效安全进行种

子生产是种子生产技术研究的重点和热点，种子生

产技术发展也是日新月异。本课程除介绍已被广泛

应用的种子生产技术以外，教学团队也时刻跟踪学

术期刊、新闻报道和网络媒体等最新报道的有关种

子生产技术的理论和实践进展，如近 2 年研发的智

能不育制种技术和雌性不育系机械化制种技术等，

并及时在课堂上给学生介绍，不断更新教学内容。

此外，菜心、芥蓝、苦瓜和丝瓜是华南的主要特色蔬

菜，市场对这些种类的种子需求量较大，本方向培养

的学生毕业后基本在南方地区工作，因此在授课过

程中专门补充介绍了这些作物的种子生产方法。

6.4　创新教学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发现部分学生

的专业基础知识不扎实，之前学过的一些遗传学、育

种学和种子生物学基本概念都已经忘记。为此，在

教学过程中，会适当地对一些重要概念进行复习，以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新课，紧跟课堂节奏。同时还

发现较多学生没有重视采用课前预习、课后复习的

黄金方法进行课程学习。为此，教学团队专门在每

次课前 5 分钟设置“前情回顾”，课后 5 分钟设置“知

识小结”环节，通过思维导图的形式构建各个知识

点的逻辑关系，帮助学生及时进行知识点梳理，鼓励

学生将书本读薄读精。

6.5　强化实践教学　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

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2015 年）

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实践教学，注重学生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实践教学是农科类课

程教学工作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尤其是在现今

社会，面临企业对知理论、懂操作的技术型人才极度

需求的现状，必须强化教学实践。

本课程围绕教学重点内容，开设了 4 个综合

性实验项目，每个项目都与理论课内容相呼应。同

时，在课程安排上，为了达到及时消化理论知识的

目的，理论和实验教学基本上是穿插进行。此外，

为了提高学生的实践课程参与度，本实验课程改掉

了以往只要求学生在花期到田间开展杂交 / 自交操

作的惯例，要求学生协助实验员进行试验材料的准

备（包括浸种育苗、栽培管理和杂交 / 自交工具的准

备等），参与授粉后种株的管理和种果取种等各个环

节，最终将学生收获成熟种子的情况作为实验课程

评分的依据之一。通过教学实践，结果表明，学生参

与实验的积极性大大提高。最后，本课程鼓励学生

积极到田间进行实地观察，绘制不同蔬菜花器官构

造图，使学生充分理解不同种类蔬菜为什么具有不

同的开花授粉习性，最终决定它适宜采用什么制种

策略。

7　结语
经过 10 多年的《蔬菜种子生产技术》课程教学

实践，在课程定位和课程内容建设等方面积累了一

定的经验。同时，针对课程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进行了初步的改革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

而，作为一门技术方法类课程，在坚持传授理论技术

体系的同时，还要紧跟时代步伐，在教学内容优化、

教学方法改进以及坚持理论实践紧密结合等方面

进行不懈的改革探索和创新。最终适应现代蔬菜

种业发展的需要，努力培养懂理论、懂操作的种业

技术型人才，为提升我国蔬菜种业市场竞争力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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