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3, 13(12), 9627-9630 
Published Online Dec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21489   

文章引用: 陈琪, 曲兆鸣, 刘之广, 张民, 李成亮. 依托国家级科研平台的《土壤肥料学》实验教学改革[J]. 教育进展, 
2023, 13(12): 9627-9630. DOI: 10.12677/ae.2023.13121489 

 
 

依托国家级科研平台的《土壤肥料学》实验 
教学改革 

陈  琪，曲兆鸣，刘之广，张  民，李成亮 

山东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土肥高效利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山东 泰安 
 
收稿日期：2023年11月1日；录用日期：2023年11月30日；发布日期：2023年12月7日 

 
 

 
摘  要 

针对传统《土壤肥料学》实验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将实验基础内容与科研项目、创新训练以及

创新创业比赛等方面融合的措施，本文分析了土肥高效利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在上述方面的举措探讨实

验教学随国家农业发展和学生发展需求的改革措施，为培养复合创新型农业人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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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address the issues with the conventional experimental practical teaching of Soil and Fertilizer 
Science, steps were taken to incorporate the fundamental experimental material with research 
projects, innovation education, and contests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his article ex-
plores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reform measures in response to the needs of national agricul-
tural development and student development, and analyzes the actions taken by the National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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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Soil and Fertilizer Resources in these areas. It 
also offers references for developing innovative and complex agricultura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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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土壤肥料学》实验课程是高等农业院校本科教学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专业基础实验教学课程之一，

它被广泛开设在农业资源与环境科学、烟草学、园艺学、植物保护学和农学等专业或学科中。但是传统

的土壤肥料学多按教学大纲设计单一的测定实验，给定固定的实验过程，与农业生产问题脱轨。因此，

为提高学生的实验积极性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教学人员不断改革教学方法，探讨适合当代大学生发

展的有效措施[1] [2]。本文阐述了当前《土壤肥料学》实验教学中存在的核心问题，通过分析山东农业大

学土肥高效利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教学改革经验，研究了实验教学中借助国家级平台推动教学创新改

革的积极举措。 

2. 传统的《土壤肥料学》实验教学现状 

随着我国对耕地保护要求的越来越严格以及对高质量农田的要求越来越明确，《土壤肥料学》在农

业资源与环境、烟草学、园艺学、植物保护、农学等相关专业或学科的培养要求中越来越受重视，但传

统的《土壤肥料学》实验课程重土壤、轻肥料、土壤肥料联系实验内容少等，缺少更贴近农业实际的实

验项目，无法满足当下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3]。 

2.1. 实验内容单一，灌输式教学 

传统的《土壤肥料学》实验课程内容主要以巩固土壤肥料学理论知识为主，实验教学内容多以分析

大量元素“氮磷钾”的相关指标，存在与理论知识高度重叠和实验内容片面等问题[4]。另外，在土壤肥

料学实验课中，土壤基本理化性质相关实验占 50%以上，实验内容单一，不能全面概括土壤肥料学所能

解决的实际农业问题。 

2.2. 实验内容陈旧，板书式教学 

传统《土壤肥料学》主要以土壤和肥料的基础理化性质测定为主，主要包括土壤容重、pH、水分、

电导率、有机质含量以及普通速效肥料的颜色、气味、溶解度、阳离子显色或沉淀反应等[5]。但是上述

实验内容简单，不符合目前农业生产中植物生长与肥转化引起的土壤性质的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情况，无

法满足农业生产中的配方施肥、缺素补给以及病理分析等需求。 

2.3. 实验方法落后，手动测定法 

传统的《土壤肥料学》实验过程多为模式化测定流程，学生根据实验手册进行手动测定，缺少对土

壤肥料学所涉及到的养分分析、元素或理化性质测定等先进设备的接触，无法掌握更有效率的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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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读研进修或工作中仍需重新学习，学过即弃用成为常态。另外，实验过程多为小组实验，只观看

不操作的现象普遍，教学效果差。 

3. 依托国家级科研平台的土壤肥料学实验教学改革 

随着农业的高质量发展要求日渐提高，农业院校科研平台的建设也日益受到教育界的重视，实验课

程作为大学生培养计划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农业院校关注的重点，提高实验课程教学质量是适应学生发

展的需求。本文以“土肥高效利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为例，探讨了依托国家级科研平台开展《土壤肥

料学》实验教学的优势，为提高农业院校相关实验课程教学效果提供参考。 

3.1. 土肥高效利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研究中心简介 

土肥高效利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土肥中心”)建设依托单位为山东农业大学，聚焦“新型

肥料创制与工艺装备研发”、“养分精准管理技术与装备研发”、“土壤有机培肥与质量评价”和“退

化土壤治理与修复工程研发”四个研究方向，开展新型肥料创制、养分精准管理、土壤有机培肥与质量

提升以及退化土壤治理等产品与技术研究，并依托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宝源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山东农大肥业科技有限公司三家企业建立了土肥资源高效利用技术推广体系，进行成

果转化、产品推广与技术服务。土肥中心实验室总建筑面积达到 25,397 平方米。此外，还在山东、辽宁、

湖南建有三个土肥资源高效利用定位监测试验站，总占地 600 亩，主要用于新型肥料研发和中试、田间

定位试验、土壤培肥研究等。拥有国家认证的质检中心、国家认证的测试中心和检测机构、以及农业农

村部认证的研究中心；截止 2022 年底，土肥中心拥有的仪器和设备原值近 1.5 亿元，对于完成实验室教

学、科研以及技术推广等任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2. 依托土肥资源高效利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土壤肥料学》实验教学改革 

1) 科教融合，科研项目作基础 
将科研项目与《土壤肥料学》实验教学内容进行有机融合，根据土肥中心所承担的关于土壤健康、

绿色肥料、养分管理等研究任务，补充实验教学的实验目标、实践内容和实验方案，以解决科研项目中

的实际问题为导向，将解决农业科学问题和学习土壤肥料基本实验内容联合，激发每位学生参与实验的

兴趣，提高解决生产实践问题的分析和操作能力。针对土肥中心所承担的“新型缓/控释肥料与稳定性肥

料研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关于“施用新型肥料对小麦/玉米轮作体系下土壤养分动态变化的影响”

这一研究内容，任课教师将土壤速效养分以及全量养分测定与上述研究目的进行有机结合，带领学生探

讨不同作物生育期土壤养分的动态变化，学生完成指标测定后既学会了土壤养分的测定方法又明白了如

何评价新型肥料在土壤中的供养特征，同时学生带着科学问题去进行试验增加了对于实验课程学习的兴

趣。 
2) 科技引领，创新比赛作动力 
在完成对土壤肥料实验基础学习后，可以参与土肥中心的科研创新研究，进一步提升专业技能，也

可以通过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进行创新训练，获得的科研成果可参加大学生科技创新比赛或创新创业大

赛等比赛，既提升了专业素养又增加了实践经历，最终形成《土壤肥料学》实验课结课报告进行加分考

评。由此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新能力，提高实验教学成效。例如：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的学

生在每年的 10 月份都会进行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申请，土肥中心会接纳 20~30 人按 2~3 人一组的形式到

平台进行实践训练，这部分学生会根据选择合作导师的研究项目分配到某一项研究课题，参加实践训练

的学生以小组为单位从撰写试验方案、布置试验、指标测定、数据处理到撰写结题报告均全程参与，学

生针对研究课题开展的实验一方面提高了土壤肥料学实验课的基础实验技能，同时开拓了研究思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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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了传统的“板书式”教学。 
3) 改革升级，分析方法勇革新 
将先进技术与科研设备与《土壤肥料学》实验教学课程紧密结合，不断改进《土壤肥料学》实验教

学大纲，替换传统的手动机械式操作法，以探究某一个农业实际问题为主导，有效利用科研平台设备优

势，开拓学生实验训练思维，提高实验课程实用性和创新性，同时可以增加学生就业时的优势[6]。土肥

中心拥有近 400 套关于土壤学、土壤肥料学、土壤农化分析以及植物营养学相关指标测定的仪器设备，

同时作为国家级科研平台，土肥中心的仪器设备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较实验教学中心更为先进。此外，

土肥中心与相关企业紧密合作，对农业市场需求较为熟悉，为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职业发展

需求信息，学生在完成课程大纲要求学习的内容前提下，还增加了自身的就业优势。 

4. 结束语 

依托国家级科研平台的实验教学改革可以减少传统教学模式中实验内容远离农业实际、实验内容陈

旧以及实验方法落后等问题，解决了实验练习内容与农业生产需求不符的问题，巩固了相关专业学生的

土壤肥料学基础技能，提高了学生的科研创新实践能力，有效锻炼了学生的综合实践素质，更有利于适

应就业岗位等，为相关农业院校实施相关实验教学改革和培养复合创新型农业人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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