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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内容 

1. 探索并提出适合高中教育的现代农业技术理论知识体系。 

根据现代农业技术与生物课程理论知识相关性的教材分析，设计“无土栽培”

教学实验。 

现代农业技术课程与生物课程的理论衔接。根据现代农业技术课程的课标要求，

设计与生物课程知识体系密切衔接的实验，使学生在完成实验的过程中，同时完

成生物知识的巩固和提升，使现代农业技术课程具有生物知识拓展的特点，为高

考复习贮备知识，为指导学生准备好接受祖国的选拔奠定基础。 

2. 现代农业技术校本课程体系的建立 

   根据我校的实验条件和师资力量，在实验课程中重点开发出能激发学生学习

主动性的、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实验技术体系。建立现代农业技术校本课程体系，

并探讨适宜普通高中校本课程发展的模式。 

3. 总结“无土栽培”教案及案例，解决普通高中现代农业技术课程中缺乏典型

案例的迫切问题。 

4. 课题研究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 

统计分析该发展模式下，相关教师个人专业发展和提升情况，并对该发展模

式下的教学质量做出评价。 

（二）方法 

1.资料分析： 

（1）系统梳理普通高中生物课程和现代农业技术课程知识体系，结合两门课程

课标及考试说明，找到两门课程的衔接点并优化现代农业技术的教学内容及形

式，在技术课程教学中融合生物学知识理论，提升技术课程质量，使技术课程成

为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又能为学生高考复习起到辅助作用的实用性较强的课

程。 

（2）查阅相关资料及前沿资料，综合应用已有的研究成果，指导并修正本项研

究的方法、技术和理念、 

2.教学实验探索及实践 

 严格设计并论证实验方法，按照知识体系分别探索并优化、修正实验， 终

形成成熟的教学案例。 

3.数据采集及分析评价 

   及时采集数据，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分析、构建数学模型、并对分析结果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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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和评价。 

组织： 

分工：（1）析：华洋、郑金姬、张彦莉、姚玉容 

       分析现代农业技术课程与生物课程的理论衔接，设计与生物课程知识体

系密切衔接的实验，使学生在完成实验的过程中，同时完成生物知识的巩固和提

升。  

（2）业技术校本课程体系的建立  

杨明娴、郁坦、张玲  

       根据我校的实验条件和师资力量，在实验课程中重点开发出能激发学生

学习主动性的、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实验技术体系。            

（3）质量及教师个人专业发展评价 

评估专家组成员： 

王建宗、安彩凰、王伟光 、董成勋、夏树铭  

在完成校本课程体系建立的基础上，循序渐进、逐步探索校本课程 “产学研”

一体化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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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的技术路线 

 

 

 

 

 

 

 

 

 

 

 

 

 

 

 

 

 

 

 

 

 

 

 

 

三、成果与影响 

经过 3年多时间的探索和研究，课题组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并且有力推

动了现代农业技术课程在普通高中的普及与实施。 

（一）教学设计、研究论文在北京市、全国获奖或公开发表 

  课题组张玲、杨明娴的认识《现代农业技术——中国农业展览馆》获得

2011 年北京市社会大课堂优秀课例光盘评比一等奖。 

张玲的“《现代农业技术》校本选修课程的探索与实践”在国家级核心期

刊《课程教育研究》2014 年第 12 期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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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玲的《项目教学法在普通高中“无土栽培”教学中的实践》获得 2014

年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学会优秀论文三等奖。 

张玲的《优化研究性学习，完善实验方案设计》在《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

学学报》2012 年第一期公开发表。 

张玲的《探索与实践 PBS 可降解塑料的生物降解途径与方法》在“2011 年

全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学观摩研讨第五届学术年会”论文与活动案例评比中获

一等奖。 

（二）完成了《高中无土栽培校本教材》编写 

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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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无土栽培的技术实践 
第一节 无土育苗技术 
一、无土播种育苗 
二、无土扦插育苗 
三、无土嫁接育苗 
第二节 番茄的无土栽培 
一、品种选择 

二、育苗 

三、定植 

四、栽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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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病害的防治 

第三节 月季的无土栽培 
一、育苗 
二、栽培方式 
三、营养液管理 
四、整枝修剪 
五、病虫害防治 

 

（三）完成了《高中无土栽培教案集》编写 

详见附件 

 

 

                   第一章 无土栽培的类型和方法 

                       第一节 认识无土栽培 

                           张玲 

（一）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1）掌握无土栽培的定义与分类 

（2）了解无土栽培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 

（3）熟悉无土栽培的优缺点、应用价值和客观评价 

2.能力目标： 

（1）尝试设计小型无土栽培盆景 

（2）理解无土栽培的思路和方法 

3.情感态度价值观： 

体验无土栽培技术对于我国城市农业发展的重要性 

 (二)学习内容的重点难点 

1.重点： 

（1）无土栽培的分类 

（2）无土栽培的优势、应用及存在的问题 

2.难点： 

（1）无土栽培的分类 

（2）无土栽培的优势、应用及存在的问题 

(三) 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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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题研究带动和促进了课题组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教学阶段 教学内容 学生活动 

视频引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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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映家庭阳台种菜视频，       

新课导入： 现代蔬菜生产生产已经由一些非土壤的栽培基质代替了

培养土，这就是所说的无土栽培。 

第一节 认识无土栽培 

无土栽培是指不用天然土壤，而用营养液或固体基质加营养液栽培作

物的方法。固体基质或营养液代替天然土壤向作物提供良好的水、肥、气、

热等根际环境条件，使作物完成从苗期开始的整个生命周期。 

Ppt 展示几种蔬菜和花卉无土栽培图片资料，并进行分析、讲解。 

引导学生发散思维，讨论、设计无土栽培花卉盆景，并画出示意图。 

 

无土栽培优缺点是和土壤栽培相比较而言。 

一、无土栽培的优点 

Ppt 示文字资料、图片；引导学生分析无土栽培的优点 

1.提高产量，促进品质优化。 

2.极大的扩展了花卉栽植的范围    

3.节省肥水，省时省力，提高效率。能不受自然条件限制。 

4.清洁卫生，无杂草，病虫害少。不受土质限制，又可避免土壤连作障

碍。 

5.栽培过程的可控性强，有利于栽培技术的现代化。 

二、无土栽培的缺点 

Ppt 示新闻资料，引导学生分析 

1.一次性投资大，运行成本高，现代化无土栽培生产投资平均 1000～1500

元/m2。 

2.风险性大  一旦一个环节出问题，可能导致整个栽培系统瘫痪。 

3.技术要求严格  对环境条件和营养液的配制都有严格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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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课题开展以来，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课题组成员积极将研究成果引入

课堂，形成了多节研究课，并撰写了多篇研究论文。由于课题研究工作的开展，

本课题组所有的老师经历了由不了解教学科研，到参与科研实践、再到有主动的

科研意识、和产生总结科研成果的欲望这样一种思想认识的转变，使我们课题研

究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的目标得意实现，课题组教师通过参与课题研究，结合自

己的专业特长和工作重点，善于总结，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组内形成了以点

带面、踊跃研究、百花齐放、追求蓬勃发展的科研氛围。 

课题组张玲和杨明娴老师不仅在现代农业技术上课程上努力探究，积累了

工作经验和实验素材，也在生物学科和研究性学习课程上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

除在“无土栽培”课程上的提升之外，张玲老师的在生物学科上的《血红蛋白分

离纯化》教学设计，在华北区中学生物研讨会上评为一等奖；杨明娴老师的《果

酒的制作与检测》教学案例获得 2011 年全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学观摩研讨暨

第五届学术年会”论文与活动案例评比二等奖。此外，杨明娴老师还申请并获准

立项《生物实验室资源整合与开发研究》的区级研究课题。 

课题组郑金姬老师的《细胞呼吸》在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科研周展示中获得

一致好评；郑金姬老师《基于认知建构模式的教学实践探讨》获得北京市

2011-2012 学年度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优秀论文二等奖。华洋老师《 将传感器应

用于高中生物学教学的案例与研究》获得北京市第六届“京研杯”教育教学成果

一等奖。 

这些现象都表明，课题研究可以改变教师的思维方式、拓展眼界，使教师

不仅仅只是教书育人，而且可以以研究性的、发展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教育教学工

作，触类旁通，促进综合素质的提升。 

详见附件 

《现代农业技术》校本选修课程的探索与实践 
                      张玲  北京市第十四中学 100055 
内容提要：《现代农业技术》是高中课改的新课程“通用技术选修课程”中的模

块。针对我们前几轮教学中，存在不能有效训练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问题，我们

从教学方法、考核方法、评分标准方面对该校本课程教学进行进一步改进，有效

提升了《现代农业技术》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主题词：现代农业技术；项目教学法：通用技术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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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现代农业技术 

——中国农业展览馆 

                     张玲 杨明娴  

一． 教学目标分析 

（一） 学习内容的重点难点 

1.重点： 

（1）现代农业技术中无土栽培和绿色食品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研究价值； 

（2）现代农业技术对于农业发展、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 

2.难点： 

（1）现代农业技术中体现出的科学、技术、社会发展的有机融合； 

（2）无土栽培、绿色食品中的创新思维、创新技术和方法。 

（二） 三维教学目标分析 

1.知识目标： 

（1）简述现代农业技术的主要内容 

（2）说出无土栽培技术的的主要内容、和绿色食品的主要评价标准 

（2）说明现代农业技术对人类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影响; 

（3）阐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观 

2.能力目标： 

（1）尝试总结无土栽培技术的主要研究内容 

（2）模仿绿色食品评价思路和方法 

3.情感态度价值观： 

（1）体验现代农业技术对于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性 

（2) 认同我国农业发展的战略地位 

二． 教学过程分析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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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促进我校研究性学习课程的发展 

“无土栽培“课程在我校开设以来，就由我和杨明娴两位老师承担教学任务。

其他老师则根本不了解这门课程。自课题组组建以来，经过我们多次集体研讨和

学习，并多次实施公开课，使得使大家逐步了解了这门课程。 

学生实验在实验室进行，栽培实验任务完成即搬回班级培养，从而使得其他

学科老师也有机会接触和了解“无土栽培”，在全校范围内传播了“无土栽培”

知识，学校的很多老师和没有选修这门课程的同学也在课余时间进入实验室，尝

试“无土栽培”，觉得这些实验很有意思。于是在我校的研究性学习课程中，与

“无土栽培”相关的研究性学习课题成为一大亮点。 

近年来，我校高一高二学生选定的与无土栽培相关的研究性学习课题包括： 

序号 课题名称 组长 人数 指导老师 

1 红掌的无土栽培 王玮 6 张玲 

2 街区花卉植物的合理优化 张孟琪 5 杨明娴 

3 长寿花的水培 张启山 8 张玲 

4 水培薄荷有效成分的提取 王琛 8 张玲 

5 不同环境条件下植物的生长 徐展鹏 8 华洋 

6 植物的嫁接 夏婧琳 5 华洋 

7 陶然亭公园植物分类及五味子的提纯 佟雪松 6 张玲 

8 植物对水体的净化作用 刘绍光 5 秦悦笙 

9 植物的嫁接 梁烨 5 秦悦笙 

10 驱虫植物有效成分的研究 李兆怿 5 杨明娴 

11 家庭常见植物调查 刘雨竹 6 郑金姬 

12 公园常见植物调查 张冉 6 姚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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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课观摩评比： 

研究性学习课题的实验设计 

                           ——探索与实践 PBS 可降解塑料的生物降解途径与方法 

                   （北京市第十四中学 张玲 崔珊珊 10055） 

一、活动背景 

新课程改革以来，高中教材的知识量更大、理论性、系统性和综合性更强，加深了学

习难度，对学生的能力要求更高；从学生特点上，高中生精力旺盛、思维活跃、上进心强，

开始关注个人发展，对于个人能力发展的机会有强烈的愿望。高中生物知识对于学生来说是

神奇而抽象的，因此，我们在教学中更加注重创造更多的、可以让学生亲身体验科学实验的

机会，以帮助学生理解知识、提升能力。 

2009 年 9 月，我校搬入新校址，生物实验室的设施非常先进，为我校师生的专业发展

提供了有力的硬件保障，可以充分满足学生多种探究实验的需要，因此，我们尽可能创造学

生动手实验的机会，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探索科学，以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并培养创新精

神。 

总结我校往届学生选择的研究性学习课题时出现的问题，我们发现，学生研究性学习的

选题多数来自老师、家长介绍的知识，很少有与前沿科学研究直接相联系的，因此会出现生

成的研究课题研究深度较浅、或缺乏系统性，更是很少有与解决社会发展中的某个具体问题

相联系的课题，很难有效体现研究性学习的教育优势。2009 年 10 月，我校参与北京青少年

科技创新“雏鹰计划”，承担《塑料降解与可持续发展》中小学科技创新教育资源开发研究。

2010 年 3 月 21 日，我校“雏鹰计划”师生参观了中科院理化所季君辉研究员的 PBS 可降解

塑料中试试验基地，参观的过程中，同学们了解到，白色污染是目前我国乃至世界共同面临

的一个严重的环境问题，针对该环境问题，我国中科院理化所季君辉博士的科研团队，经过

多年艰辛的探索，研发出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 PBS 可降解塑料，该种塑料不仅可以被自然环

境中广泛存在的多种真菌和细菌或其它微生物完全降解，而且它也具备明显优于其它种类可

降解塑料的性能和加工工艺特性。目前，该项科研成果已经完成中试，正在投入工厂化生产。

这次的实地考察使同学们充分感受到科技的伟大，并对 PBS 塑料的降解过程产生浓厚兴趣，

在同学们兴致勃勃的讨论中，不时闪现出智慧的火花。这为我们本主题活动的展开提供了动

力和思考素材，我们对研究性学习有了新的想法。 

二、活动目标： 

1．知识目标： 

    (略，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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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为生物学课程的学习奠定了基本的实验操作基础 

    我校的无土栽培课程中，第 5课时 “实验室基本操作 1”、第 6课时“实验

室基本操作 2”、第 7 课时“MS 储备液的配制”、第 8 课时“工作液的配制”，教

学内容涉及到精密电子天平的使用、微量移液器使用、移液管使用的使用、大量

元素、微量元素、有机母液的计算与配制方法、实验室精准操作等方面的内容，

与高中生物实验内容“细胞工程”密切相关，这些实验操作技术也是生物课程实

验的必备技术，但生物实验课程中没有这些基本操作的专门实验时间，所以生物

细胞工程教学实验的开展历来都是教学难题，以致这些实验无法全面开展，或因

为课时紧张只能给学生开设其中某一环节实验。 

自从我校开设“无土栽培”校本课程以来，由于“无土栽培”选修课较受欢

迎，每学期两位老师同时开设四轮教学，覆盖面可达到年级学生总数的 2/3，所

以，其后的生物学细胞工程实验课就可以不用顾虑学生的实验室基本操作能力问

题，可以直接开设完整的细胞工程实验教学。我校生物学实验自 2010 年以来增

设了植物组织培养综合实验，PCR 技术实验，其中都涉及实验室精准操作。有了

细胞工程实验的操作体验，学生在理解细胞工程知识时就非常容易了，和未开设

细胞工程实验的学校相比，我们的学生在这方面的知识学习上有明显的优势。这

不得不说是现代农业技术课程对生物课程教学的杰出贡献。  

（七）深化了我校通用技术学科选修课程的实施力度 

普通高中通用技术课程是与九年义务教育中的信息技术和劳动与技术教育

相衔接，以提高学生的技术素养为主旨，以设计学习、操作学习为主要特征的基

础教育课程，是国家规定的普通高中学生的必修课程。在我国普通高中课程结构

中，技术是一个基础的学习领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通用技术课程立足于学生的直接经验和亲身经历，立足于学生的“做中学”

和“学中做”。技术课程具有高度的综合性，是对学科体系的超越。它强调各学

科、各方面知识的联系与综合运用。技术的本质在于创造，技术课程是一门以创

造为核心的课程。它通过信息的获取、加工、管理、表达和交流，通过技术的设

计、制作和评价，通过技术思想和方法的应用，解决实际问题。技术是人类文化

财富的积沉，任何技术在凝结一定的原理和方法、体现科学性的同时，都携带着

丰富的文化信息、体现着一定的人文特征。即普通高中技术课程不是单纯的技能

训练课程，而是一门立足实践、高度综合、注重创造、科学与人文融合的课程，

对个人的发展和民族的复兴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通用技术课程设置选修模块 7个，模块之间为并列关系，供学生在修学必修模块

之后根据兴趣和条件自由选择。选修 1：电子控制技术、选修 2：建筑及其设计、

选修 3：简易机器人制作、选修 4：现代农业技术、选修 5：家政与生活技术、

选修 6：服装及其设计、选修 7：汽车驾驶与保养。目前，选修模块的内容在各

个学校的开设情况不同，多数学校只能开设一个选修模块，现代农业技术模块课

程在北京市的普通高中里开设的极少。在本课题的推动下，我校的无土栽培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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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的比较系统，也积累了系统的教学案例和较为丰富的课程实施经验。 

四、改进与完善 

课题研究已经告一段落，经过三年的实践，我们从没有无土栽培教材到自编

教材，从没有任何教辅参考资料到自己积累、编写资料，扎扎实实走了出来，取

得了一定的成绩，探索出一整套适合我校学情的“无土栽培”课程体系，促进了

我校通用技术课程的发展，也把基本的实验素养传递给学生，提高了学生主动思

考问题、解决实际实验问题的能力，这是我们感到 欣慰的地方。 

但是在研究中，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课题研究的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对于

普通高中“无土栽培”校本课程下一步的发展还不是很清晰，“产-学-研”一体

化的发展模式还只是一个缩微的雏形，很希望能有时间和精力做进一步研究。  

本课题虽已形成结题报告，但是对于该课题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探讨,我们

的工作仍然在进行。 

五、成果细目 

成果名称 
作者姓

名 
成果形式 字数 发表、获奖、报道情况 

《现代农业技

术》校本选修

课程的探索与

实践 

张玲 论文 3862 
《课程教育研究》2014 年第 12

期 

认识现代农业

技术——中国

农业展览馆 

张玲 

杨明娴 
教学案例 3423 

2011 年“北京市社会大课堂资

源课程开发的实践”教学案例光

盘评比一等奖 

《项目教学法

在普通高中

“无土栽培”

教学中的实

践》 

张玲 论文 3835 2014 年西城区优秀论文三等奖

《无土栽培校

本教材》 
张玲 校本教材 21929 2014 年 

《无土栽培教

案集》 

张玲，杨

明娴 
教案集 19008 2014 年 

《探索与实践

PBS 可降解塑

料的生物降解

张玲 活动案例 1812 

2011 年全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教学观摩研讨暨第五届学术年

会”论文与活动案例评比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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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与方法》 

血红蛋白的提

取与分离 
张玲 教学案例 2907 华北区中学生物研讨会一等奖

果酒的制作与

检测 
杨明娴 活动案例 5382 

2011 年全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教学观摩研讨暨第五届学术年

会”论文与活动案例评比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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