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物栽培技术》课程思政典型案例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做新农人 

一、课程和案例简介 

本课程是 2023 版人才培养方案中面向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共 64

学时，共 4 学分。课程任务是使学生掌握主要作物的生长发育规律及环境条件和栽培条件对

其影响，能够应用作物高产、优质、高效栽培理论、技术原理及措施效应等指导生产实践。 

本案例介绍了种植模式中间作、混作、套作的概念和应用区别，通过对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技术的介绍，让学生加深对提高大豆自给率的国家战略的了解，做掌握新技术的新农

人。 

二、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掌握间作、混作、套种的概念 

2、掌握间作套种的技术要点 

3、掌握种植模式选择的依据 

（二）能力目标 

1、能够选择合适的作物进行间套作 

2、能够根据作物生长发育特征选择合理的田间种植密度、行比、幅宽、间距、行向 

3、能够根据作物生长阶段进行合理的田间管理措施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的洞见能力、批判思维能力和建设性批判能力，激发学生运用科学的方

法去理解粮食安全的重要性。 

2、使学生认识到大豆生产的重要性，认识到种业创新和栽培技术创新的重要性。 

3、培养学生心系“三农”、服务“三农”，致力于为推动我国农业实现现代化而奋

斗的“家国情怀”。 



三、课程思政教学实施过程设计 

教学设计思路：按照“以能力为本位，以职业实践为主线，以项目课程为主体的模块化

专业课程体系”的总体设计要求，以使学生掌握间作和混作的概念及实施方式为目标，打破

学科课程的设计思路，突出实践与知识的联系，让学生在田间观察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掌握知识，增强课程内容与思政教育的相关性，提高学生的思想认知。 

教学内容： 

种植模式：是指一个地区在特定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下，为了实现农业资源持续利

用和农田作物高产高效，在一年内于同一田块上采用的特定作物结构和时空配置的规范化种

植方式。 

种植模式由作物结构与种植熟制两部分组成。 

作物结构：是指田间作物种群组成与空间配置，包括单一作物结构（单作）和由多种作

物组成的复合作物结构（多作）。 

种植熟制：指一年内种植作物的季数，包括一熟制和多熟制。不同作物结构和种植熟制

组合形成种植模式的 4 种类型：即单作一熟型、单作多熟型、多作一熟型和多作多熟型。 

我国人多，耕地面积少，普遍采用多熟种植方式。多熟种植是指在同一田地上同一年内

种植两种或两种以上作物的种植方式，包括复种、间（混）套作等。 

间、混、套作 

1．间、混、套作的概念  在各种种植方式中，间、混、套作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作物

复合种植在同一田地上的方式。与这种种植方式有关的还有单作等。 

（1）单作。也称为清种、纯种、净种。指在同一块田地上只种植一种作物的种植方式。

特点是便于统一种植、管理和机械化作业。机械化程度高的国家和地区大多采用这种方式。 



（2）混作。也称为混种。指在同一块田地上，同期混合种植两种或两种以上作物的种

植方式。如小麦与豌豆混种、芝麻与绿豆或大豆混种等。特点是能充分利用空间，但不便于

管理，更不便于收获，是一种较为原始的种植方式，不宜再提倡。 

（3）间作。指在一个生长季节内，在同一块田地上分行或分带间隔种植两种或两种以

上作物的种植方式。如四行棉花间作四行甘薯，二行玉米间作三行大豆等。特点是因为成行

或成带种植，可以分别管理，但群体结构复杂，个体之间既有种内关系，又有种间关系，种、

管、收要求较高。大豆和玉米的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就是一种间作模式。 

农作物与多年生木本植物相间种植，也属于间作。采用以农作物为主的间作，称为农林

间作，以林（果）业为主的间作，称为林（果）农间作。 

（4）套作。也称套种、串种。指在前季作物生长后期在其行间播种或移栽后季作物的

种植方式。如小麦生长后期每隔 3～4 行小麦种一行玉米。 

套作和间作都存在两种作物的共生期，套作共生期只占全生育期的小部分，间作却占全

生育期的大部分或几乎全部。 

2．间套作的技术要点 

（1）选择适宜的作物和品种。首先，要求它们对大范围环境条件的适应性在共生期间

要大体相同。如水稻与花生、甘薯等对水分条件的要求不同，它们之间就不能实行间套作。

其次要求作物形态特征和生育特性要相互适应，以利于互补地利用资源。如高度上要高低搭

配，株型上要紧凑松散对应，叶子要大小互补，根系要深浅疏密结合，生育期要长短前后交

错，喜光与耐阴结合。 

（2）建立合理的田间配置。合理的田间配置有利于解决作物之间及种内的各种矛盾。

田间配置主要包括密度、行比、幅宽、间距、行向等。 

（3）生长发育调控。在间套作情况下，虽然合理安排了田间结构，但它们之间仍然有

争光、争肥、争水的矛盾。为了使间套作达到高产高效，在栽培技术上应做到：适时播种，

保证全苗，促苗早发；适当增施肥料，合理施肥，在共生期间要早间苗，早补苗，早追肥，

早除草，早治虫；施用生长调节剂，控制高层作物生长，促进低层作物生长，协调各作物正

常生长发育；及时综合防治病虫；适时收获。 

 

 



间作的案例——大豆和玉米的带状复合种植模式 

 

课程思政点融入： 

（一）通过课前导入中美贸易战中的大豆，引导学生理解“提高大豆生产技术的迫切性”，

激发同学的爱国热情。 

我国是人口大国，在保障粮油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面对全球粮食危机，

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十九连丰”，在保供给尤其是保口粮方面的成绩有目共睹。但也必须清

醒认识到，我国大豆油料自给率比较低。尤其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畜牧业的发展，大豆

需求呈现增长态势，进口量处于历史高位，油料供给被“卡脖子”的风险不断加大。 

15 年前，美国的大豆几乎没有向中国出口过，但是现在望着美国的豆田，美国人自知，

大豆的产量将会有三分之二运往中国，大豆这个经常出现在生活中，看似微不足道的农作物，

实际上处于中美两个全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贸易中心，也是中美贸易战的主要斗争之地，因为

中国的大豆依赖于美国进口，而美国顺势将其作为威胁我国的理由，恶意将产品征收关税提

高至数百亿美元。 

（二）通过组织讨论，注重参与式和互动式交流，促使学生反思，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引

导同学们多角度思考大豆生产的重要性，增强维持粮食安全的信念 

请同学们思考和讨论：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有哪些？哪些粮食作物不安全？中国是最早

种植大豆的国家，我们也一直以大豆为主要的农作物，但是为什么现在的中国大豆几乎依赖

进口呢？美国清楚地知道，一旦自己摇身一变，变成中国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便会进一步控



制大豆的国际市场，形成跨国垄断，其背后的恶果是，贫穷了我国的大豆豆农，也会威胁到

我国的粮食安全，在进口的压制下，我国的大豆市场进入到了不良发展期，这种压制，甚至

会造成，美国大豆迫使我国大豆退出市场。在讨论总结点评，有教师告知同学们：中美“大

豆战”，我们将会成为输家？答案是，肯定不会！中国拯救大豆正在进行！这一次美国的行

为也给中国提了个醒，保护大豆势在必行，必须要尽快补全中国大豆的缺口，否则美国将会

以此为契机，一次又一次地向中国发起没有硝烟的战争。增加种植面积是解决油料作物产量

问题的主要办法。粮油生产的结构问题，不能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从“支持东北、黄

淮海地区开展粮豆轮作，稳步开发利用盐碱地种植大豆”，到“推行稻油轮作，大力开发利

用冬闲田种植油菜”，再到“落实油茶扩种和低产低效林改造任务”……在拎稳“油瓶子”

这个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问题上，中央一号文件释放出强有力信号。推进大豆、玉米、

油菜、向日葵、花生等油料作物稳步扩种，多种一亩是一亩，多收一斤是一斤，才能稳定提

升我国油料生产自给率，为经济社会安全稳定发展筑牢“压舱石”。 

保障“油瓶子”基本安全，增加油料产能是关键，优良的品种和科学的种植管理缺一不

可。整体来看，目前我国油菜等油料作物存在平均单产低、含油量低、种植成本高等问题，

大豆种业技术在单产和出油率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不小差距。一方面，种业兴则农业兴。

要加快培育高产高油大豆、短生育期油菜、耐盐碱作物等新品种，加快玉米大豆生物育种产

业化步伐，提升种源供给保障能力，坚决打赢种业“翻身仗”，让好种子带来好收成。另一

方面，科技强则农业强。要从人才、资金、资源上加大支持力度，集中攻克田间管理、农机

具提升等方面的技术难点，构建和完善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推进良机、良种、良法、良

田配套发展，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实落地。 

（三）通过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让学生理解间作的含义，深入理解“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的国家战略，增加学生成为新农人的使命感 

为了提高大豆的种植面积，保障粮食安全，近年来农业领域提出了一项重要的举措，即

大豆和玉米的带状复合种植模式。这一种模式在 2023 年的一号文件中也被着重提及。 

从生长规律来看，种植玉米的地块通常不适合种植大豆，反之亦然。这导致了农民在选

择种植作物时面临“争地”问题。此外，由于玉米的收益相对较高，大多数农户更愿意选择种

植玉米而不是大豆，从而使得大豆的种植面积相对较低。针对这一问题，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模式应运而生。在一片地上可以同时大规模机械化种植玉米和大豆两种作物，该模式通

过科学管理，不仅解决了争地问题，还能够在不减产玉米的情况下，额外收获一季大豆，从

而提升了农民的种植收益。 



据了解，一些地区，如河北、山东、内蒙古等，已经进行了多年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的试点。一些报道显示，采用这一模式，玉米不减产，大豆的亩产量甚至能达到 100-150

公斤。以 2020 年的一个合作社为例，采用带状复合种植，玉米产量达到 1320 斤，大豆产量

为 186 斤，亩均增收超过 300 元。而在 2021 年，尽管玉米产量下降到 1180 斤，但大豆产量

却增至 228 斤，相较于普通净作玉米，亩均增收约 400 元左右。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并不太平，粮油安全更显紧迫和必要。以中央一号文件

为指引，不断扩面积、提单产、强产能，努力争取大豆和油料的自给率有一个较大提高，我

们就能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牢牢掌握国家粮油安全的主动权。 

四、案例特色 

在教学组织上，一方面，由学生熟悉中美贸易战导入，引导学生发挥想象力，思考中美

贸易战折射出的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在学生天马行空、大胆联想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思考

美国究竟使出了哪些招数，让市场两极反转？另一方面，通过随堂作业，引导学生举一反三、

学以致用，看看其它农作物种子的国内外差别。在思政育人上，通过案例教学、小组讨论、

随学随考，培养学生的洞见能力、批判思维能力和建设性批判能力，通过现身说法，激发学

生运用科学的方法去理解粮食安全的重要性。 

通过教学，同学们初步了解了大豆生产的重要性，初识了提高大豆生产的价值，认识到

种业创新和栽培技术创新即“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一直是中国坚定不移的目标。 

五、案例反思 

（一）课程思政教学实施成效 

①教师角度成效 

就《作物栽培技术》课程发展来看，在保证课程建设规律前提下，超水平完成了对学生

基础知识、能力的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水平得到很大提升，同时，凸显了其对农学知识的科

普功能，让学生深刻体会到农业在国民发展中的社会地位，农业中的先进技术，结合自己所

学专业树立服务“三农”的信心。就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来看，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

主要媒介作用，《作物栽培技术》课程与《思修》课程起到了同向引领，协调进步作用。 

②学生角度反馈 

通过学习本课程知识，刷新了对农业的低端认识。先进的农业技术与应用实践，尤其是

专题讲座与反转课堂，让学生由客体变主体，主动参与，积极查阅资料，讨论主题，让原本



抽象、枯燥理论知识生动起来，且对农业产生浓厚的兴趣。与思政元素的结合，同学们将个

人发展与国家地位、民族兴衰紧密结合起来，思想意识得到升华，积极探寻农业与本专业的

结合点，立志为服务三农，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而努力。 

（二）课程思政教学实施反思 

本案例通过介绍大豆增产的途径——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引入“藏粮于地，藏粮

于技”的国家战略，增强学生作为农业专业学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课程讲授过程中，对间

作模式的具体实施讲解还不够深入，下一步应具体介绍此模式的实施步骤和注意事项，以加

深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