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专业名称（专业代码）：园艺技术（510107

）  

二、入学要求：初中应届毕业生 

三、修业年限：学制五年（中职3年，高职2年） 

四、职业面向： 

 

    

 

 

栽培与生

产 

果树栽培 果树园艺工 ( 四级) 高职：  

园艺技

术 

本科： 

园艺 
花卉栽培 花卉园艺工 ( 四级) 

食用菌栽培 菌类园艺工 ( 四级) 

蔬菜栽培 蔬菜园艺工 ( 四级) 

    

蔬菜、花卉、 

果品、食

用 菌等

生产和 

管理、园

果树栽培 果树园艺工 ( 三级) 本科： 园艺、园

林、 植物保护、

植物科学 与技

术等 

花卉栽培 花卉园艺工 ( 三级) 

食用菌栽培 菌类园艺工 ( 三级) 

蔬菜栽培 蔬菜园艺工 ( 三级) 

植物保护 植物保护工 ( 三级) 



艺 产品

销售等 

五、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中职段目标：专业培养拥有社会主义价值观，德、智、

体、 美全面发展，掌握果蔬花卉生产技术专业 (果树方向) 

必备的 基础理论知识，具备从事现代果树生产技术、 良种

苗木繁育、 果品贮藏保鲜等新技术推广、产品营销及经营

管理等方面的工 作能力；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创新、创业

能力；具有果蔬花卉 植物生产、管理、经营的基本知识和

基本技能，适应果蔬花卉 植物生产、繁育、采后处理、果

品营销、农业技术推广的一线岗位工作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

人才。 

高职段目标： 园艺技术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

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 良

好的人文 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较强的就 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掌握本专业知

识和技术技能，面 向园艺行业的园艺植物生产管理、培育

与繁殖、园艺产品贮藏 加工及质量检测、农资及园艺产品

营销、农业园区规划与设计 职业群 (或技术技能领域) ，

能够从事园艺植物生产环境调节、 园艺植物栽培养护、组

织培养、培育和繁殖、园艺产品贮藏加 工及质量检测、农



资及园艺产品市场营销、农业园区经营管理、 农业园区规

划设计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 大国工

匠。 

 

中职核心能力： 

(1)掌握果蔬花卉植物生长与发育的基本知识。 

(2)掌握果蔬花卉植物繁育、栽培养护的基本知识与技

能。 

(3)掌握果蔬花卉植物的病虫害防治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4)具有果蔬花卉产品加工、检测与营销的初步技能。 

(5)具有果蔬花卉企业管理的初步能力。 

 高职核心能力： 

(1)能熟练操作实验室常用仪器设备； 

(2)能够熟练操作不同外植体的取材、处理并接种； 

(3)能够独立操作和指导园艺植物的土肥水管理、花果

管理、整形修剪等专项操作技术； 

(4)能够按照园艺植物生产技术规范，结合本地果园实

际情况，能够制定本地果园周年管理技术的能力； 

(5)能够独立完成母种的制作； 

(6)能够识别果树常见病虫害，能制定相应的防治措施； 

(7)能够指导平菇、木耳、金针菇、香菇等食用菌生产； 

(8)能够策划和设计建设中小型菌种场； 



(9)能够设计主要园艺产品的贮藏方案，解决园艺产品

贮 藏中出现的质量问题； 

(10)能够掌握园艺产品加工工艺流程和关键技术，处理 

和解决园艺产品加工中出现的质量问题； 

(11)能够独立制定销售计划步骤和流程； 

(12)能牢记顾客异议类型与成因及处理顾客异议的原

则； 

(13）能够为现实企业产品进行推销并能制定谈判方案。 

六、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 

（一）课程安排 

 

 

 

 

 

 

 

  

 

 

 

 

 

 

  

 

 

 

 

 

 

 

 

  

 

 

 

 

 

 

 

 

 

 

 

  

共础程 公 基
课 

1 1 职业

道 

德与

法 治 

4 72 72  4       

一  

 

2 2 中国

特 色

社会 

主义 

4 72 72    4    三  

3 3 职业

生 

2 36 36    2    三  



涯规

划 

4 4 就业 

指导 

2 36 36     2   四  

5 5 语文 10 180 180  5 5     二  

一  

6 6 英语 8 144 144   4 4    三 二 

7 7 数学 8 144 144  4 4     二  

一  

8 8 化学 3 54 54   3     二  

9 9 农村

信 

息技

术 

6 108 108  3 3     二  

一  

1 

0 

10 卫生

与 健

康 

3 54 54  3       

一 

 

小计 占总 

学时 

29.1% 

50 900 900  19 19 10 2     

业

论

程 

专

理

课 

 

11 

 

1 

植物

与 

植物

生 理

学 

 

5 

 

90 

 

30 

 

60 

 

3 

 

2 

     

二 

 

一  

 12 2 农业

技 

5 90 30 60   5    三  



术推

广 知

识 

13 3 土壤

与 

肥料

学 

5 90 30 60 2 3     二 一  

 

14 

 

4 

常用

农 机

具使 

用与

维 护 

 

5 

 

90 

 

30 

 

60 

    

5 

   

四 

 

小计 占总 

学时 

11.4% 

20 360 120 240 5 5 5 5     

专
业 

技
能
课 

 

 

 

 

 

 

 

 

 

必 

选 

15 1 果树

生 

产技

术 

10 180 60 120 5 5     四 一  

、
二 

 

16 

 

2 

果树

病 

虫害

防 治

技术 

 

8 

 

144 

 

48 

 

96 

   

4 

 

4 

   

四 

 

三 

 

17 

 

3 

果品

贮 

藏保

鲜 与

加工 

 

7 

 

126 

 

42 

 

84 

   

5 

 

2 

   

四 

 

三 



18 4 食用

菌 

栽培

技 术 

5 90 30 60    5   四  

19 5 果品

市 

场营

销 

5 90 30 60    5   四  

20 6 果树

遗 

传育

种 

5 90 30 60   5    三  

小计 占总 

学时 

22.9% 

40 720 240 480 5 5 14 16     

任
选
拓
展 

课
程 

 

21 

 

1 

阜平

大 

枣生

产 技

术 

 

5 

 

90 

 

30 

 

60 

    

5 

    

22 2 核桃

生 

产技

术 

5 90 30 60    5     

23 3 苹果

生 

产技

术 

5 90 30 60    5     



小计 占总 

学时 

2.9% 

5 90 30 60    5     

顶
岗
实
习 

生 

产
实
践 

 

24 

 

1 

专业

生 

产实

践 

 

60 

 

1080 

       

30 

 

30 

  

六 

小计 占总 

学时 

34.3% 

60 1080           

总计 175 3150 1290 780 29 29 29 28 30 30   

 

 

 

 

 

 

 

   

 

    

1 

公
共
基
础
课
程 

必
修
课 

中华传统文化 2 32 2 √    

2 形势与政策 Ⅰ 0.5 8 0.5 √    

3 党史 Ⅰ 0.5 8 0.5 √    

4 思想道德与法

治 

2 32 2 √    

5 体育 V 2 32 2 √    

6 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 

2 32 2  √   

7 形势与政策Ⅱ 0.5 8 0.5  √   

8 党史 Ⅱ 0.5 8 0.5  √   



9 体育 VI 2 32 2  √   

10 概论 4 64 4  √   

11 创新创业教育 2 32 2  √   

12 实用美学 2 32 2  √   

13 就业指导 2 32 2  √   

小计  22 352 22     

14 

专
业
课 

专
业
技
能
课 

农业微生物 4 64 4 √    

15 园艺植物保护 4 64 4 √    

16 园艺植物组织

培养 

4 64 4 √    

17 现代园艺设施 2 32 2  √   

18 园艺植物无土

栽培 

2 32 2  √   

19 园艺产品质量

检测 

4 64 4   √  

20 园艺企业经营

管理 

2 32 2   √  

21 

专
业
核
心
课 

食用菌生产技

术 I 

4 64 4 √    

22 食用菌生产技

术 II 

4 64 4  √   

23 食用菌生产技 4 64 4   √  



术 III 

24 蔬菜栽培技术 4 64 4 √    

25 花卉栽培技术 4 64 4  √   

26 园艺产品贮藏

保鲜加工 

4 64 4   √  

27 农产品营销 4 64 4   √  

28 种子生产技术 4 64 4   √  

29 果树栽培技术 4 64 4   √  

小计  58 928 58     

30 专业 

实践 

顶岗实习 16 480 16    √ 

小计  16 480 16     

合计  96 1760 96     

（二）专业核心课程简介 

 

《果树生产技术》第 1-2、4 学期、课时数 270 

《果树生产技术》使学生具备从事林果生产、服务、经

营 管理所必需的专业知识、专项实践技能和综合职业能力，

掌握 当地主要果树树种的生物学特性、生长发育规律及高

产、优质、 高效的栽培技术；具有继续学习、立业创新的

能力，并形成良 好的职业道德观。主要介绍果树生产基础

知识，当地主要果树 的良种选择、苗木培育、果园建立，



果园土壤管理、平衡施肥、 整形修剪、花果管理、病虫害

防治等基本技术，果树周年生产技术。 

《果树病虫害防治技术》第 3-4 学期、课时数 144 

《果树病虫害防治技术》主要介绍当地主要果树病虫害

的 种类与识别、发生规律与预测预报、防治的基本方法、

农药使 用常识等技术。园艺植物病害的概念、症状、病原、

病害的发 生、流行与预测， 昆虫的生态学、生物学、生理

学、分类学以 及园艺植物病虫害防治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涉及园艺植物病虫 害 200 多种。病害按症状、病原、发病

规律和防治方法予以介 绍。虫害以分布与危害、形态特征、

生活史和习性以及防治方 法予以介绍。 了解当地果树病、

虫的发生情况，具备综合分析 问题和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

能力，注意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和 综合职业能力。 

《果品贮藏保鲜与加工技术》第 3-4 学期、课时数 126 

《果品贮藏保鲜与加工技术》主要为培养果品贮藏保鲜

与 加工人员而开设的一门果蔬花卉生产技术专业的专业核

心课   程，课程内容围绕果品贮藏保鲜与加工职业岗位能

力，依据“我 县主要果品种类的贮藏保鲜与加工”的真实

工作任务及工作过 程，整合、序化教学内容，科学设计学

习性工作任务，确定了 果品贮藏基础知识、果实采收及商

品化处理、果品贮运病害、 果品的贮藏方式、主要果品的

贮藏、果品加工基础知识、果品 罐藏、果品干制、果品糖



制、果品汁加工、果酒酿造等果品贮 藏保鲜与加工过程的

理论教学和任务项目实训。在组织教学时， 积极开展理论

与实训一体化教学，强调理论够用，突出学生职 业岗位技

能的培养。 

《果品市场营销》第 4 学期、课时数 90 

《果品市场营销》主要为培养果品市场营销人员而开设

的 一门果蔬花卉技术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课程内容围绕

果品市 场营销职业岗位能力，依据“我县主要果品种类市

场营销”的 真实工作任务及工作过程，整合、优化教学内

容，科学设计学 习性工作任务。确定了果品及果品市场营

销认知、果品市场营 销环境、消费者需求与购买行为分析、

果品市场调查与需求预 测、果品市场细分、 目标市场及市

场定位、果品市场营销产品 策略、果品的定价策略、果品

的分销渠道策略、果品的促销策 略、果品的营销组合策略

与果品国际营销组合策略、果品的网 

络营销和连锁经营、果品的物流和供应链管理、果品的

营销组 织、计划实施与控制等果品市场营销过程的理论教

学和任务项 目实训。在组织教学时，积极开展理论与实训

一体化教学，强 调理论够用，突出学生职业岗位技能的培

养。 

《食用菌栽培技术》第 4 学期、课时数 90 



《食用菌栽培技术》主要任务是使学生掌握食用菌生产

的 基础知识,能够对食用菌进行分类识别,熟练掌握食用菌

的菌种 生产技术,并能根据播种期与生产量,确定出合适的

各级菌种的 生产时间与制种量。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能

够熟练掌握常见 食用菌的生物学特性及其栽培管理关键技

术,制订食用菌生产计 划,解决食用菌生产中的技术问题,

在此基础上形成食用菌栽培 相关的职业能力。 

2.高职核心课程： 

《食用菌生产技术》第 1-3 学期、课时数 192 

《食用菌生产技术》是实现培养适应食用菌生产第一线

需 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主要课程，是园艺技术专业

的一门 专业核心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熟悉食

用菌栽培各 个环节的操作规程，按照食用菌产业相关企业

对人才的需求， 培养综合素质和技能。掌握食用菌菌种生

产、栽培管理等方面 的技术，能够完成食用菌菌种的规划

和建设；能够将食用菌生 产技术推广到广大的农村中去，

利用农村的丰富的人力和原料 资源，推动农村的经济发展；

让学生养成认真负责，吃苦耐劳，敢于动手，善于表达，遵

纪守法，团结协作的职业素质，达到 能独立指示菇农进行

生产的要求，为就业奠定基础。 

《蔬菜栽培技术》第 1 学期、课时数 64 



《蔬菜栽培技术》是园艺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

。 是针对园艺植物生产管理岗位中的蔬菜生产管理岗位而

设置， 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课程，在整个专业课程

体系中处于 核心地位。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蔬菜

生产的基本理论 和基本技能，课程知识可直接用于《农产

品贮藏与加工》、《 园 艺植物无土栽培》等后续课程与环

节中，对学生未来从事蔬菜 生产管理可直接提供技术和能

力支撑，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 和职业素质的养成起非常

重要的作用。 

《果树生产技术》第 3 学期、课时数 64 

《果树生产技术》课程是园艺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

课 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按不同的果树生产要

求进行 果树建园，能以当地主要果树为例进行建园育苗、

园地管理、 肥水管理、花果管理、果树整形修剪等相关技

术操作，在完成 本课程相关岗位的工作任务中培养学生具

有诚实、守信、善于 沟通和合作的品质，具有从事田园操

作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养 成生态、安全的果树生产职业素

质和意识等职业能力。 

《花卉栽培技术》第 2 学期、课时数 64 

《花卉栽培技术》是园艺技术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

。 本课程主要针对花卉植物种苗繁育基地，现代农业高新

技术园区，农业生态观光园，花木生产企业，园林公司重要



的花卉生 产岗位而设置的，在园艺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计划

中具有重要地 位。本课程的作用是培养学生花卉识别、花

卉植物繁殖、栽培 管理和花卉植物的室内外应用的能力，

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职 业素养。对毕业生就业起到了重要

的支撑作用。 

《农产品营销学》第 3 学期、课时数 64 

《农产品营销学》是一门融合了市场营销学和农业经济

学 原理、思想和方法的交叉性的专业课，它主要研究农产

品的营 销环境分析、目标市场选择、营销策略制定、市场

执行等内容，是针对提高学生农产品营销素质、知识水平和

掌握基本技能以 及形成基本经验的课程。本课程的目标是

使学生掌握农产品营 销的知识和技能，具备农产品市场分

析、营销策略制定等能力,同时具有考取高级营销员和农产

品经纪人职业资格证书的基 础，毕业后可以到农产品生产

企业、农产品销售企业、农业科 技园区、农村经济管理部

门等单位从事有关农产品营销的工作。 

《种子生产技术》第 3 学期、课时数 64 

《种子生产技术》是园艺技术专业学生职业能力必修课

程， 培养高级种子繁育员 ( 园艺) 及园艺种子营销人员“

必须、够用”的种子生产知识和从事相应职业所需要的实践

操作技能、分析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毕业后能



在生产实践中 灵活应用所学知识，为种子营销人员职业资

格提供种子生产与 相关法律法规方面的智力支撑。 

《园艺产品贮藏保鲜加工》第 3 学期、课时数 64 

《园艺产品贮藏保鲜加工》课程是园艺技术专业的专业

核心课。本课程主要是针对园艺产品贮藏加工这一核心工作

岗位 而设置的重要的专业课程，重点强化学生在园艺产品

的采收、 采后处理、质量控制、贮藏保鲜、加工工艺等方

面的能力培养， 并且与职业技能鉴定相结合，突出课程的

职业性及实用性，使 学生掌握园艺产品贮藏加工所需要的

专业技能，课程讲授通过 各种教学活动的设计操作，提高

学生日后走向工作岗位所需的 综合性职业素质。 

( 三) 教学进程安排 

   

 

 

   

 

    

 

课程 

公共基础能力课程 856 128 30.14% 4.51%  

职业核心能力课程 234 470 8.24% 16.55%  

专业核心能力课程 100 932 3.52% 32.82%  

 

环节 

入学教育及军训  60  2.11%  

公益劳动  30  1.06%  

毕业教育  30  1.06%  



总学时 ( 学分) 数 1190 1650 41.90% 58.10%  

 

  

 

 

 

 

 

课程 

公共基础能力 352 18.7%  

职业核心能力 576 30.6%  

专业核心能力 832 44.3%  

 

 

 

环节 

入学教育及军训 60 3.2%  

公益劳动 30 1.6%  

毕业教育 30 1.6%  

总学时 1880 100%  

七、中高职“3+2”分段培养实施方案

本专业的招生对象为具有初中毕业或同等学历、有志于

从 事园艺技术专业工作的、身体健康的青年。 

  

执行廊坊职业技术学院与阜平职教中心共同制定的中

高职 人才分段培养方案。 中高职衔接转段纳入廊坊职业技



术学院单 独招生计划， 由廊坊职业技术学院结合阜平职教

中心单独命题 组织考试，考试突出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

专业理论考核由廊 坊职业技术学院采取笔试、认定等方式

开展；专业技能考核由 廊坊职业技术学院在阜平职教中心

开展，采取实操、面试等方 式进行，重点考核学生的综合

实践动手能力。廊坊职业技术学 院、河北省考试院、阜平

职教中心三方统一制定录取分数线， 由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按照规定择优录取入学。 

试点专业学生在校期间获河北省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

赛一 等奖和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二、三等奖者，

经省教育 行政主管部门复核，可以免予参加考核。 

    

1.对完成中职阶段学习的学生，由阜平职教中心组织考

核，经考核合格，由阜平职教中心发放职业中专毕业证书。 

2.对转段升入高职阶段学生，完成本阶段学习，由廊坊

职业技术学院组织考核，经全面考核合格，发放专科毕业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