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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内容 

一．围绕专业核心课程建设，做好课程改革
的“加减法”，优化专业知识模块和教
学模式。 

二．围绕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点分类培养
的“两分法”，强化育人目标导向和实
践教学。 

三．围绕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打好教学团队
的“组合拳”，实施教学seminar和质
量评估计划。 
 
 



一、围绕专业核心课程建设，做好课程改革的

“加减法”，优化专业知识模块和教学模式 

园艺学Ⅰ 

园艺学Ⅱ 
园艺植物栽培学 

园艺产品物流学 

园艺植物育种学 

园艺植物种质资源与利用 

园艺植物育种学 

园艺产品采后生物学与技术 
园艺产品采后生物学与贮藏物流 

1）做好专业课程的“减法” 



以学科研究方向为依托的 

核心课程和教学团队 

     

    核心课程 
  

 教学（科研）团队   学科研究方向 

园艺植物栽培学 
喻景权教授*、滕元文教授*、
贾惠娟教授、师恺副教授、夏

晓剑副教授 

园艺作物生长发育调控
与安全生产 

园艺植物育种学 
曹家树教授*、高中山教授*、
余小林副教授、杨景华副教授

、黄鹂副教授 

园艺作物基因功能鉴定
与调控、园艺作物种质

创新与分子育种 

 

园艺采后生物学与贮
藏物流 

陈昆松教授*、汪俏梅教授*、
孙崇德副教授、殷学仁副教授

、张波副教授 

 

园艺产品采后生物学与
物流、园艺作物生理生

化与代谢 



教学团队入选省部级人才工程情况 

长江学者                                              2 

求是特聘教授                                      1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 

国家百千万工程                                  1 

教育部跨世纪新世纪人才                  4 

霍英东基金获得者                              2 

浙江省151人才                                    8 

 



青年教师的培养 

两名青年教师（夏晓剑、黄鹂）分别获得农业与
生物技术学院青年教师教学技能比赛二等奖和三
等奖 

一名教师（殷学仁）参加学校青年教师教学技能
比赛 

一名教师（张波）获得新星计划双语教学项目资
助 



核心课程建设进展情况 

4月3号召开了园艺专业教学会议，进行核心
课程负责人的遴选；与会人员对课程设计的
理念等进行了研讨。 

已完成3门核心课程的教学大纲。 

 



核心课程建设进展 



一、围绕专业核心课程建设，做好课程改革

的“加减法”，优化专业知识模块和教学模

式 
    2）做好实践教学的“加法”： 

   针对园艺学科应用性和实践性强的特点，提升改造
《园艺植物育种学实习》；增设《园艺产品采后生
物学实习》和《农艺实践》。 



3）做好个性课程的“加法”： 

    为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拓宽学生的学科视野
，充分发挥园艺学科科研实力雄厚和学科交叉的
优势，将《园艺科技前沿》（新开）、《观赏园
艺学》和《食品毒理学》等特色鲜明的课程纳入
个性课程，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兴趣自主修
读。 

一、围绕专业核心课程建设，做好课程改革

的“加减法”，优化专业知识模块和教学模

式 



“加减法”之原因依据 

   1）原来专业课程过于庞杂，亟需改变课程设

置叠床架屋的现状。 

2）参考其他高水平院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安

排，突出实践教学和个性培养。 

 



 “加减法”之预期成果  

       通过重新梳理专业知识点，围绕专业核心
课程建设，优化专业知识模块，构建少而精
、综合性、前沿化的专业课程体系。重点建
设《园艺植物栽培学》，《园艺植物育种学
》和《园艺产品采后生物学》。 



二、围绕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点分类培养的

“两分法”，强化育人目标导向和实践教学 

1）加强育人顶层设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创设“1+4”双辐型人才培养模式 



本科生校外导师和国际导师 

为推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我们和丽水市农业科学
院合作，举行了园艺专业推进会，签署人才培养协
议，并聘请他们单位有经验的科研工作者作为园艺
专业本科生的校外导师； 

为推动创新型人才培养，我们聘请美国、加拿大、
欧洲和澳洲知名高校的9名学者作为园艺专业本科生
的国际导师。 



学校首批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园艺）建设推进会暨 

农学院园艺系与丽水农科院园艺所合作 

签  约  仪  式 



园艺专业本科生国际导师 

 为推动创新型人才培
养，我们聘请美国、
加拿大、欧洲和澳洲
知名高校的9名学者
作为园艺专业本科生
的国际导师。 



园艺系学生在MSU暑期科研训练 

 Pictures in this presentation contain members of 
the Intern Class of 2012 

 
 Tao Ranxin 

 ShaoJunhua 

 Song Yang 

 Gefei Pan 

 Zezhou Li 

 ZhaoqiGu 

 Tang Jiajie 

 XuXiaoqiao 

 LuyangQiu 

 



园艺系2011届毕业生毕业去向统计

就业12人
36%

创业3人
 9%

出国深造5人 15%

国内读研13人 
40%

园艺系2011届毕业生共计33人，其中12人直接就业，13人

选择通过本校保研、外推和考研的方式在国内读研，5人出

国深造，3人选择自主创业。 

2011届本科毕业生去向 



蔡丛希   UCD   Horticulture & Agronomy  

胡恬漪   UCD 

汪丽丽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子生物学） 

俞璐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张雅君  新加坡国立大学 （ 生物科学） 

国外名校深造 



        园艺系2012届毕业生共计28人，其中10人直接就业，10人选择通过本

校保研、外推和考研的方式在国内继续学习，5人出国深造，1人正在申请出

国深造，2人选择继续考研。 

2012届园艺专业本科生毕业去向

10, 35%

10, 36%

5, 18%

2, 7%

1, 4%

1

2

3

4

5

2012届本科毕业生去向 



张吉元   美国凯斯西储大学   

关  越   UCD   植物科学 

任  艺  英国曼切斯特大学   

林  芸   美国俄亥俄大学州立大学 食品科学 

姚丽娜  新加坡国立大学  基础医学 



二、围绕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点分类培养的

“两分法”，强化育人目标导向和实践教学 

2）专业选修课程设置应用型和创新型两类模块。 



 “两分法”之原因依据 

   1）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有利于人才培养理念
与机制的清晰化。 

2）合理的分类培养有利于学生的差别化教学
和成长成才。 



“两分法”之预期成果 

   根据“1+4”双辐型人才培养模式，开展符合

学生个性发展的创新型和应用型分类培养。 

 针对创新型模块培养，辅之以国际导师制，聘请国外高水

平大学的知名专家学者为本科生的国际导师，若干位本科

生共享一位国际导师提升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拓宽学

生的国际视野和发展空间； 

 针对应用型模块培养，结合“长时间实习计划”，选派高

年级本科生农业科研及技术推广单位（丽水市农业科学研

究院）、行业部门、龙头企业等开展为期3至6个月的“长

时间实习计划”。 



三、围绕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打好教学团队的

“组合拳”，实施教学seminar和质量评估计划 

    1）强化教学团队建设，落实基层教学组织的第一
线。 

    依托学科研究方向和科学研究成果，按照国家
级教学名师和精品课程的标准和要求，重点抓好
《园艺植物栽培学》、《园艺植物育种学》和《
园艺产品采后生物学》三门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
团队建设。 



  2）开展教学seminar计划，推进教学改革和质量
监督。 

     通过教学seminar计划，将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团队
的教师组织起来，定期的开展教学研讨、集体备课和交
流讨论，可以深入梳理课程专业知识点，整合、优化课
程教学内容，有效推进教学改革，同时通过集体教学研
讨、集体备课和相互听课的方式，有利于教学质量督促
和提升。 

三、围绕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打好教学团队的

“组合拳”，实施教学seminar和质量评估计划 



 “组合拳”之原因依据 

   1）单打独斗或松散的教学团队不利于专业核
心课程建设； 

2）教学seminar可以有效推进教学改革和质
量监督。 



“组合拳”之预期成果 

   
通过强化教学团队建设，来落实基层教学组
织第一线； 

通过教学团队开展教学seminar计划，来有
效推进教学团队的运行和专业核心课程的建
设； 

通过集体教学研讨和相互听课的方式，有利
于教学质量督促和提升。 



项目实施阶段性成果 

   

 

完成了三门核心课程的教学团队组建和教学大纲，
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培养方案的修订； 

 9名本科生国际导师已经落实到位，完成了国际导
师和园艺专业本科生交流的总结报告； 

与丽水农科院合作的园艺专业建设推进会顺利召开
，聘请了10位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为校外导师； 

基层教学组织建设进展顺利，已开展第一次教学
seminar活动，正准备签署任务书。 

 



项目预期成果 

 

建设《园艺植物栽培学》、《园艺植物育种学》和
《园艺产品采后生物学与贮藏物流》等核心课程； 

实施本科生国际导师制，推进国际教学项目的开展
，实施“长时间实习计划”，推进与各类单位的协
同合作； 

全面推进基层教学组织建设。 

建立“1+4”双辐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卓越农林人
才教育培养计划 



  谢谢！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