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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农业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适应新形势下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笔者从食用菌行业现状、食用菌
专业特点、创新培养模式等方面，以青岛农业大学食用菌专业为例，对新形势下现代农业食用菌人才培养进行了有益探索，以期对农业
院校创新人才培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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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er requirements are needed for agricultural professionals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modern agriculture，this paper explored the cultivation of edible fungal professionals in the new circumstances，
according to present status of edible fungus industry，specialized characteristics of edible fungus education and innovative cultivation models，
taking edible fungus in Qingdao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And it will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to help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
tive talents 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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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普通高校的不断扩招，到 2013 年底，我国在

校大学生人数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1］，

大学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大学教育与高中教育完全

不同，大学教育具有通识性、自主性、专业性等特点［2］。青岛

农业大学是一所以农学为主的应用型特色本科院校。农业

产业不断升级，对农业人才的质量要求不断提高，培养新形

势下现代农业技术人才迫在眉睫［3］。为响应国家号召，青岛

农业大学将生物技术专业进一步细化，开设食用菌方向课

程，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食用菌专业，旨在为食用菌生产

设计、推广研发、经营管理等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1 食用菌产业现状及人才培养目标

食用菌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继粮、油、果、
蔬之后的第五大类农产品和重要的创汇农产品［4 －5］。许多

食用菌具有抗氧化、抗肿瘤、调节免疫力、保护心血管的功

能，是中医重要的药用资源。大量食用真菌及其深加工产

品，如灵芝孢子粉、虫草片、槐耳清膏、灰树花口服液等，已经

被开发成为保健品和药品。联合国粮农组织也将食用菌列

为优质蛋白质资源，推荐最合理的膳食结构是“一荤一素一

菇”［6］。由于食用菌“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不与地争肥”
等特点，常与光伏发电结合成为现代绿色农业的代表。由于

食用菌生产投入少，生产周期短，因此在带领农民脱贫致富

方面具有独特优势。随着食用菌种植技术的发展，许多食用

菌，如金针菇、香菇、杏鲍菇等已经进入大规模工厂化种植阶

段，因此需要大量的食用菌专业人才。据不完全统计，我国

食用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和专业管理人员每年的需求量在 1
万 ～1． 5 万人［7］。另外，新型食用菌的研发也迫在眉睫，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灵芝、冬虫夏草、竹荪、羊肚菌等具

有较高营养价值且价格较为昂贵的珍稀菌类的需求不断提

高，需要在新品种的研发及大规模培养种植、培养技术开发

等方面进行大量投入。然而目前我国开设食用菌专业的高

校较少，造成了该行业各种人才和技术的紧缺。
针对食用菌行业现状，青岛农业大学发挥食用菌专业优

势特长，将生物技术专业细分出一个食用菌方向，并设置了

如下培养目标:①应用型教育，以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农业人

才为目标，该培养目标不同于中高职专或相关的职业培训机

构，在传授基本理论知识和经验技能的同时，全面培养学生

的专业素质和科研能力［7］。②研究型教育，为农业发展、菌
种培育等提供技术支持。每个学生能够掌握几种食用菌栽

培技术，对食用菌产业发展的现状及未来发展情形有较为清

晰的认识，熟悉从生产销售到废物处理等食用菌工厂化运作

全部流程，建立产学研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8］。
2 新型农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2． 1 班级和学生特点 食用菌专业自 2014 年开设以来，每

年选课人数在 20 人左右，实行小班制教学。选择食用菌专

业的学生大多在入学前接触过食用菌行业，或者自己的家庭

直接参与了食用菌种植、销售等环节，对食用菌基本知识和

食用菌行业有了一定的了解，认为食用菌专业就业前景较

好，对食用菌专业的兴趣浓厚。但是学生在入学前对于食用

菌的基础理论知识和食用菌研发了解不多，和其他专业的很

多大学生一样，由于对本专业没有一个系统全面的认识，对

于未来的发展方向感到比较迷茫。因此，建立合理的食用菌

专业人才创新培养模式十分必要。
2． 2 创新培养模式

2． 2． 1 优化课程设置。食用菌专业课程设置必修通识课，

包括英语、计算机、马克思主义等，这体现出了大学教育对于

学生基本素质的培养; 专业必修课包括植物学、动物学、微生

物学、真菌学等，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和应用生物基础知识;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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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拓展课程包括菌物生态学、食用菌栽培学、食用菌育种学、
发酵工艺、食用菌菌种生产技术、食用菌工厂化栽培、食用菌

病虫害防治、食用菌加工学等，同时专业课程采用理论基础

和实验实践同步进行的模式，让学生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并

学以致用; 学术选修模块主要通过聆听学校或学院组织的前

沿讲座等，拓展学生视野，为将来就业或考研等选择方向提

供参考; 实践应用模块，如食用菌商品学、食用菌工厂规划、
设施环境控制、食用菌机械设备与原理等，全面了解食用菌

相关产业的运行模式，从宏观上对该产业有全面深入的了

解。每名学生必须参加校内实训，完成一种食用菌生命周期

的培养、种植、养殖并进行记录和汇报; 必须完成不少于 2 个

月的企业实习。充分锻炼食用菌专业学生的动手能力，让学

生接触食用菌企业，更好地了解行业现状，在实践中进行专

业知识的学习，使毕业生能够快速胜任本行业的具体工作。
2． 2． 2 创新授课模式和方式。

( 1) 理论教学方面。食用菌专业班级实行小班制，便于

上课时教师与学生进行一对一的交流指导。课堂上学生能

够随时提问，教师及时解答，让学生能够更好地掌握专业知

识。食用菌领域相关研究发展迅速，大多数任课教师会根据

目前行业发展自行编写教材，及时补充新知识，与实际生产

研究结合紧密。教师在讲授过程中也能够不断学习和添加

新知识，教学相长。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和普及，教师在

授课过程中普遍采用新型多媒体手段，更直观地展示食用菌

的形貌特点、培养过程、生长环境等［9］，有助于实现从抽象到

具体的学习过程。教学设计上采用传统的讲授型授课与案

例型、翻转课堂等方式配合，以学生为中心，指导学生查找资

料，上台讲授，既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又锻炼学

生的能力，提高课堂效率。
( 2) 实验教学方面。食用菌专业是一门实验性非常强的

学科，许多知识和经验都来自于实验，涉及的实验技能较多，

学生不仅要掌握微生物无菌操作技术、培养基配制、接种等

基本微生物操作，还要掌握食用菌诱变育种技术、分子生物

学与遗传育种技术、菌丝发酵技术等。因此，实验课程分成

两部分: 一部分是以微生物实验和真菌学实验为代表的基本

操作，使学生扎实掌握基本实验技能和原理; 另外，通过设置

食用菌栽培学实验、食用菌育种学实验、食用菌菌种生产技

术实验等实践性、开放性实验课程，给学生探索和自主实验

的空间，让学生自己提出科学问题，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实

验验证得出结论，锻炼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2． 2． 3 研究与教学相结合。创新导师制和班主任负责制的

班级模式［10］，班级配备一名相关专业的教师作为班主任，对

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

观。对于低年级的大学生要适当干预，引导他们参加积极健

康的团体活动、体育锻炼、义工活动、志愿者活动等。在大一

下学期，每名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教师的研究方向，完成

导师的选择。导师会结合自己的科研方向，为学生制定合理

的实验计划，学生利用课余及寒暑假时间参与教师的研究项

目，将课堂延伸到课后，掌握食用菌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和

研究方法。鼓励和引导其直接参与科学实验，以培养科研意

识和素养。与其他专业和年级的学生组成团队，申报不同级

别的大学生科技创新立项，保证所有学生都并参与至少一个

项目，对于他们有机会接触食用菌专业最新的科研成果，利

用所学知识设计实验并参与其中，从而实现课内课外、研究与

教学相结合的目的。对于想要继续攻读研究生的学生，可以提

前接触研究生阶段的科研工作，从而在考研、面试中占得先机。
2． 2． 4 生产实习与教学相结合。跟多家食用菌相关工厂合

作，为每位学生提供生产实习的机会，让学生能够在具体实

践中应用所学知识，了解食用菌生产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

从而更好地指导学习。同时，任课教师作为工厂的技术顾

问，在教师的带领下直接参与技术研发等工作，帮助工厂解

决实际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实现双赢。这也有助于学生了解

食用菌从菌种生产、菌丝培养、出菇管理、收获到销售的完整

产业链条，对食用菌行业有全面认识，对于学生自主创业、深
造、就业等未来发展方向的选择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2． 2． 5 培养食用菌专业的学习兴趣。以学生为中心，把学

生的课余生活当做大学教育中重要部分来对待，实践教育实

用主义者杜伟的“教育即生活”理念。部分学生可能是被动

选择这个专业，其中原因有很多，如高考成绩不理想，认为其

他专业不好就业等。这就要求教师在教授知识的同时，培养

学生对食用菌专业的热爱之情，增加学生对于本专业的认同

感，产生兴趣后能够自主学习［11］。例如在讲授香菇的形态

结构时，结合日常生活，在挑选香菇时选择菌盖上有裂痕的

香菇，辨别市场上注水蘑菇的方法等，将枯燥无味的理论知

识与实际生活应用结合起来，让学生感受到这门学科的价值

和意义。另外，学生来自全国各地，鼓励他们在利用节假日

回乡探亲或旅游时，采集各种野生食用菌，制作成标本，既能

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又能提高专业技能，还能帮助教师了

解各地食用菌的分布情况。
3 实施效果及启示

青岛农业大学开始食用菌专业近两年来，按照上述培养

模式，取得较好的效果。两个班共 39 名学生，已实现所有学

生进入实验室参加教师的研究项目，其中多人主持或参加校

级大学生创新立项。学生基础扎实，对食用菌专业及未来发

展方向有清晰的认识，专业认同感较高。每名学生都能够独

立完成至少一种食用菌的培养，放假时将自己种植培养的食

用菌带给亲人品尝，极大地增强了对食用菌的热爱之情，并

积极地将自己家乡的食用菌新品种带回学校，扩充了学校实

验室的食用菌种质资源。
食用菌专业作为一门综合型农业院校开设的、针对性较

强的专业，其培养模式和教学方法还处于探索阶段，既要避

免过于强调技能而落入技校培养的范畴，又要避免教学过于

理论化，使培养的学生只会“纸上谈兵”。在培养过程中，还

需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顺应时代发展

要求，帮助学生形成整体的知识观和综合的生活观，实现完

整的本科教育与职业化教育相结合的目的。
( 下转第 3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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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立多元化的考核方法，确保教学效果

农事技能通识训练课的教学体系、教学方式和教学目的

等都有别于传统的农学专业实践教学。为了更好地推进农

事技能通识训练课的实践教学工作，有效反映教学实践的效

果，建立一个切实有效的考核方法显得尤为重要。农事技能

通识训练课教学团队从学生的实操能力、完成质量和总结报

告 3 个方面进行课程考核。构建了“实践操作 + 完成质量 +
个人总结”多元化的综合考核方式，加强对学生基本技能、实
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考核［13］。课程总成绩构成

中，指导教师根据每位学生完成每一课程模块各项训练环节

的表现及问答情况进行评分占总评成绩的 25% ; 学生完成各

个模块的工作质量评分，占总评成绩的 25% ; 每位学生在农

事训练课程结束后对训练内容、训练过程、训练收获和体会

进行书面总结，指导教师根据总结报告的质量进行评分，占

总评成绩的 50%。通过实施多元化的综合考核方式，充分调

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事训练实践教学效果，保

障了农事技能通识训练课的教学质量。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学生对教师所授课程的满意率达 97%。
参考文献

［1］陈兆贵，覃婕，王建兵，等． 地方院校园林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

探索与实践: 以惠州学院园林专业为例［J］． 现代园艺，2016 ( 1) :
223 －224．

［2］王周红． 高校合作交流新模式中对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多元化路径探索
［J］． 中国成人教育，2015( 21) :42 －44．

［3］许亚岚，罗雄麟． 优化实践教学体系 培养复合型人才［J］． 实验室研究
与探索，2013，32( 7) :175 －177．

［4］韩新辉，冯永忠，任广鑫，等． 高等农业院校农学类专业低年级本科生
暑期实践教学模式的探索［J］． 中国林业教育，2016，34( 1) :5 －7．

［5］谢皓，赵波，康恩宽，等．“农学专业技能训练”课程的设置与教学实践
［J］． 教育教学论坛，2016( 13) :60 －61．

［6］郭秀卿，崔福柱，郝建平，等． 农学专业农事学课程实践教学改革探索
［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11( 5) :469 －473．

［7］汤丽敏，陈晓超，涂荣珍，等． 新型农事训练课程“三棱锥”评价体系的
构建: 基 于 华 南 农 业 大 学 的 调 查［J］． 人 力 资 源 管 理，2015 ( 2 ) :
174 －176．

［8］冯发强，陈益培，张秀香，等． 华南农业大学非农专业学生农学站农事
训练教学研究与实践［J］． 安徽农业科学，2013，41( 36) :14137 －14138．

［9］张越男． 生产性实训基地教学团队的建设［J］． 课程教育研究，2012
( 22) :59 －60．

［10］朱红，张红光，周竞学． 以教学基地建设搭建实践教学改革平台［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08，27( 2) :130 －133．

［11］周李娟． 大学教育中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探究［J］． 湘潭师范学
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30( 3) :211 －213．

［12］韩博． 现场教学法在应用型院校教学中的应用［J］． 课程教育研究，
2016( 1) :21．

［13］刘祝祥，贺建武，田向荣． 地方高校专业类平台实践技能考核体系的
研究与实践: 以吉首大学生物类专业为例［J］． 大学教育，2013( 19) :

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檪

24 －25．

( 上接第 300 页)

参考文献

［1］应用技术大学( 学院) 联盟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研究中心． 地方本科院校
转型发展研究报告2013 年［Ｒ］． 2013．

［2］刘振天． 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与高等教育认识论及方法论诉求［J］．
中国高教研究，2014( 6) :11 －17．

［3］周会明，张焱珍，白丽萍，等． 农业人才实践技能的提升策略［J］． 安徽
农业科学，2016，44( 5) :342 －344．

［4］胡廷章，涂昀，王贵学． 微生物实验的多层次递进式教学模式研究［J］．
实验科学与技术，2011，9( 1) :85 －87．

［5］李旺． 食用菌栽培学实践教学改革与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J］． 生物学
杂志，2010，27( 4) :110 －111．

［6］兰良程． 中国食用菌产业现状与发展［J］． 中国农学通报，2009，25( 5) :

205 －208．
［7］卢敏，李玉． 中国食用菌产业发展新趋势［J］． 安徽农业科学，2012，

40( 5) :3121 －3124．
［8］冀宏，杨东霞，赵黎明． 适应产业发展培养食用菌高等专业技术人才:

兼析高校食用菌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与教学改革［J］． 食用菌，2008( 4) :
1 －3．

［9］许修宏，刘华晶，姜博． 高等农业院校食用菌方向本科专业教学改革初
探［J］．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2014，12( 1) :94 －97．

［10］林于凯，孙新，韩成刚，等． 以青岛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为例浅谈本
科生导师制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J］． 教育教学论坛，2012( 27) :
31 －32．

［11］刘明广，龚雪梅，张新红，等． 高职现代食用菌生产技术课程教学改革
面向工厂化研究［J］． 安徽农业科学，2015( 6) :380 －381．

30344 卷 13 期 陈伟国等 农事技能通识训练课教学改革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