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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7-1)《茶树栽培与茶园管理》课程标准

1.课程性质

《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是我校创建“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

学校”建设的重点专业，《茶树栽培与茶园管理》是本专业一门技术性、实

践性较强的课程，是发展茶叶生产中应用性较强的学科，根据本地区茶叶

生产实际，结合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理论基础较差，动手能力相对较强的特

点制定本课程标准。

（1）课程定位

本课程是中等职业学校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的一门方向课程，适用于

中等职业学校茶叶生产与加工专业，是从事茶园管理岗位工作的必修课程，

其主要功能是使学生掌握茶树栽培与茶园管理的基本知识，具备茶园施肥、

修剪、病虫害防治、采摘等的操作能力，能胜任茶园管理岗位。

前导课程有《茶树栽培》，应与《茶树病虫害防治》同时开设，为将来

能胜任茶园管理工作奠定基础。

（2）设计思路

本课程的设计思路是以茶园管理岗位的典型任务和职业能力分析为依

据确定课程目标，设计课程内容；以茶园管理为主线构建项目化和任务化

课程。按茶树在不同生长时期的生长特点，所采取的不同的管理措施来学

习，围绕职业能力的形成组织相关课程，让学生通过完成具体项目和任务

来掌握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并发展职业能力。

本课程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茶园耕作、施肥、修剪、病虫害防治、采

摘等管理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立足这一目的，本课程结合茶园工的岗位职

业能力要求，依据茶园工岗位的典型任务和职业能力分析制定了六条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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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这六条目标分别涉及的是茶园耕作管理、茶园水分管理、茶园施肥、

茶树修剪、茶树病虫害防治、鲜叶采摘和茶园安全生产等。教材编写、教

师授课、教学评价都应依据这一目标定位进行。

依据上述课程目标定位，本课程从基础知识和幼龄茶树的管理、成年

茶园的管理、茶树病虫害防治和鲜叶采摘这一生产过程进行规划与设计，

以使课程内容的选取围绕完成工作任务的需要循序渐进，共规划和设计了

十一个任务。同时又溶入茶园工（四级）国家职业资格标准对茶园管理的

知识、技能和态度的要求来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

本课程是一门以茶园管理为内容的课程，其教学主要采用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主式，实行任务驱动的项目化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建议根据茶

树生长过程中不同的任务和不同管理措施，由单一到综合实施项目化教学。

本课程总课时为 108学时，其中理论课时 46学时，实训课时 62学时。

2.课程目标

●了解农药、肥料等相关农资产品的基本知识，知道简单的农业气象知

识，能熟练地使用相关农业机械和器具。

●了解幼龄茶树的生长特点，掌握幼龄茶园的管理技术，并能正确搞好

幼龄茶树的三次定型修前剪以及剪后的管理。

●了解成年茶树的生长特点，掌握投产茶园的管理技术，并能正确搞好

成年茶树的轻修剪、深修剪、重剪和台刈等修剪技术。

●掌握茶树病虫害的种类和发生特点，并能正确地进行防治。

●了解合理采摘的意义和不同茶类的采摘标准，熟练掌握手采和机采技

术。

●了解茶叶安全生产的意义，掌握无公害茶园、绿色食品茶园和有机茶

园的建设与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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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内容和要求

序

号

工作

任务

课程内容与教学要求 活动设计 课

时知识 技能 态度

1 农 药

基 础

知识

●能说出几种常用农药

特点。

●能说出几种常用农药

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

项。

●能正确地购

买、运输和贮

藏农药。

●懂得保护

环境、他人

和自己。

●教师讲有关农药方

面的知识。

●向学生现场展示几

种有代表性的农药。

其中

理论

4 课

时，

实训

4 课

时

2 肥 料

基 础

知识

●能说出几种常用肥料

的特点。

●能说出几种常用肥料

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

项。

●能识别和使

用各种肥料。

●懂得保护

环境；养成

科学、合理

用 肥 的 习

惯。

●教师讲有关肥料方

面的知识。

●向学生现场展示几

种肥料。

其中

理论

4 课

时，

实训

4 课

时

3 二 十

四 节

气

●能说出一年中的二十

四个节气。

●能说出本地区各个季

节的主要气候特点。

●能根据不同

的气侯状况判

断 相 应 的 季

节。

●要有相应

的 防 灾 意

识

1．教师根据本地区气

候特点向学生讲解相

关的气象知识。

●通过问答的形式学

习

2

4 茶 苗

移 栽

后 的

管理

●能说出茶苗移栽后的

管理目的，它与幼龄茶

园的区别。

●能说出移栽后茶园的

管理措施和方法。

●能对移栽后

的茶苗进行浇

水和铺草。

●懂得珍惜

生命，爱护

茶苗，知道

管 理 的 重

要性。

●教师讲解移栽后的

茶苗管理的相关知

识。

●在田间亲自指导学

生浇水和铺草等。

其中

理论

2 课

时，

实训

8 课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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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幼 龄

茶 园

管理

●能说出幼龄茶树的生

长特点培养目的。

●能说出幼龄茶树需肥

特性和肥料的施用方

法和技术。

●能说出幼龄茶树三次

定型修剪的作用、时

间、技术和方法。

●能说出幼龄茶园行间

可以种植哪些农作物。

●能对幼龄茶

园进行科学的

施肥；

●能利用手指

剪、水平剪对

幼龄茶树进行

定型修剪。

懂 得 保 护

茶苗；不浪

费肥料；实

践 中 不 乱

搞，注意安

全。

●教师讲解幼龄茶园

管理相关知识。

●在田间亲自指导学

生施肥、修剪等。

●对实验结果进行评

价。

其中

理论

4 课

时，

实训

14

课时

6 成 年

茶 园

管理

●能说出成年茶树的生

长特点以及对土壤、肥

料等条件的要求。

●能说出一年中的耕

作、除草、施肥和修剪

等措施。

●能使用劳动

工具进行土地

耕作；能独立

完成一年中的

四 次 施 肥 作

业；能熟练地

利用水平剪、

修剪机等对茶

树进行修剪。

●具有爱劳

动、能吃苦

的 良 好 品

德；懂得爱

护生命、节

药资源、安

全生产。

●向学生讲解成年茶

园管理的相关知识。

●指导学生完成耕作、

除草、施肥、修剪等

作业。

●对学习效果进行考

核和评价。

其中

理论

6 课

时，

实训

16

课时

7 茶 树

病 虫

害 防

治

●能说出茶树病虫害防

治有哪些基本的方法。

●能说出本地主要的几

种茶树病害和虫害的

种类，以及发生发展规

律。

●能说出以上几种茶树

病害和虫害的防治方

法和技术。

●能熟练使用

手动和机动喷

雾器；

●能正确按照

农药的使用比

例配制药水。

●能熟练地进

行茶园的喷药

作业。

●具有爱劳

动、能吃苦

的 良 好 品

德；懂得保

护环境，节

约资源，保

证 他 人 的

身体健康。

●教师讲解茶树病虫

害防治的相关知识。

●指导学生在茶园内

完成喷药作业。

●让学生回家亲自实

践。

其中

理论

8 课

时，

实训

4 课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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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鲜 叶

采摘

●能说出鲜叶采摘的作

用和方法。

●能说明什么叫合理采

摘。

●能简单说出不同茶类

的采摘标准。

●能根据采摘

标准进行手采

和机采作业。

● 态 度 端

正，合理采

摘，注意安

全。

●教师根据实际讲解

鲜叶采摘作用、标准

和方法；并现场指导

学生采摘；

●对学生采摘的鲜叶

进行评价。

●让学生回家亲自实

践。

其中

理论

2 课

时，

实训

6 课

时

9 无 公

害 茶

园 的

安 全

生产

●能说出什么是无公害

茶园。

●能说出茶园公害产生

的原因。

●能简单说明如何搞好

无公害茶园的建设和

管理。

●能根据所学

的知识制定出

无公害茶园安

全 生 产 的 措

施；能指导茶

农进行茶园安

全生产。

●具有保护

生态环境，

维 护 人 民

生 命 健 康

的意识。

●教师讲解相关知识。

●对学习效果进行考

核和评价。

其中

理论

4 课

时，

实训

2 课

时

10 绿 色

食 品

茶 园

的 安

全 生

产

●能说出什么是绿色食

品茶园。

●能简单说明如何搞好

绿色食品茶园的建设

和管理

●能根据所学

的知识制定出

绿色食品茶园

安全生产的措

施；

●能指导茶农

进行茶园安全

生产。

●具有保护

生态环境，

维 护 人 民

生命健康，

提 高 人 们

生 活 质 量

的意识。

●教师讲解有关绿色

食品茶园的知识。

●对学习效果进行考

核和评价。

其中

理论

4 课

时，

实训

2 课

时

11 有 机

茶 园

的 安

全 生

产

●能说出发展有机茶生

产的作用和意义。

●能说出生产有机茶对

土壤、肥料和农药的要

求。

●能根据所学

的知识制定出

有机茶园安全

生产的措施；

能指导茶农进

行茶园安全生

产。

●具有保护

生态环境，

维 护 人 民

生命健康、

提 高 人 民

生 活 质 量

的意识。

●教师讲解有关有机

茶园的知识。

●对学习效果进行考

核和评价。

其中

理论

4 课

时，

实训

2 课

时

机动（考核） 2

合计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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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施建议

（1）教材编写

①必须依据本课程标准编写和选择教材。

②教材的总体结构应根据任务来确定，围绕任务这条主线来完成，

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即任务中有实训的，应编写相应的实训内容。

③教材在内容上应简洁实用、通俗易懂，不进行过多的阐述。同

时，还应根据中职生的实际采用图文并茂方式，并适当增加更多的图

片来减少文字描述，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2）教学组织

①由于本教材针对的是将来从事茶园工岗位的学生，所以在教学

方法上，应加强实践教学，部分理论尽量在实践中讲解。

②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室内理论教学多采用问答的方式；能在室

外进行的，尽量将学生带到现场。

③对有实训内容的课程，教师应做到边示范、边讲解。学生操作

尽量做到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先分组操作，后单独训练。

④在实践教学中，要求学生都要做到熟练掌握。

⑤在教学过程中还需要加强与本专业其它课程的联系，做到课程

与专业对接，专业与行业对接，专业与地主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

起。

（3）教学条件

①具有符合本专业要求的实训室一间。

②有 50亩以上的教学茶园一个，要求园内品种丰富，特别是本

地的主栽品种要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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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有必要的实习、生产工具，如喷雾器、修剪机等。

④教师具有茶学本科以上专业且具有高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实

训教师具有熟练的茶园管理经验。

（4）课程资源

①常用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幻灯片、投影、录像、多媒体课件，特别是茶园管理过程中的录

像、视频等资源，这些都有利于创造形象生动的学习环境，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建议加强常用课程资源

的开发，建立多媒体课程资源的数据库，努力实现跨学校的多媒体资

源共享。

②积极开发和利用网络课程资源

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教育网站等信息资源，使教学媒体从单一媒

体向多媒体转变；使教学活动从信息的单向传递向双向交换转变；使

学生从单独学习向合作学习转变。

③产学结合建立茶园实训基地

建立产学结合的茶园实训基地，不仅能满足学生的实习实训要求，

同时还能弥补资金的欠缺，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加强学校的示范和

带动作用。

④建立考题库

（5）教学评价

①建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评价体系（考核占总成绩的 50%）

理论知识的评价：在教学中采用教师提问、学生回答；以及学生

自评、互评的方式，最后通过理论考核的方法综合评价。占该项成绩

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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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评价：采用学生做，教师和学生共同看，共同提问的方式评

价，注重效果。占该项成绩的 60%。

②建立课堂内外的评价体系（考核占总成绩的 30%）

课堂内：主要评价学生的出勤情况、纪律情况和学习态度等。占

该项成绩的 60%。

课堂外：主要评价学生的出勤情况、劳动纪律、劳动态度和与人

合作情况等。占该项成绩的 40%。

③社会评价（考核占总成绩的 20%）

通过参与社会实践（如向农民工讲解有关茶叶生产的知识，亲自

进行茶园管理等），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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