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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践教学是高校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重要抓手。当前，地方应用型大学在食用菌栽培学实践教学方

面存在个别学生学习认识有偏差、学习积极性不高、学习动力不足、学习效率偏低、校内外实践条件不

能满足教学需要、实验课教学与理论教学脱节、教学效果不佳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笔者在多年实践

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下解决对策和措施：1) 加强食用菌栽培学课程的思政建设，激发学生的

学习动机；2)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学生的主体意识和劳动意识；3) 加强教学基本条件建设，筑牢

实践教学平台；4) 改变教师的思维定势，拓展食用菌栽培学课程教学的时间和空间；5) 创新教育教学

模式，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只要有学校政策的大力支持及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通过师生的共同努

力，就能够确保食用菌栽培学课程实践教学的质量，培养合格的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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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actical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means for universities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applied talents.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edible mushroom cultivation in lo-
cal applied universities, such as deviation of individual students’ learning understanding, low learn-
ing enthusiasm, insufficient learning motivation, low learning efficiency, inadequate practical condi-
tions both on and off campus to meet teaching needs, disconnection between experimental and theo-
retical teaching, and poor teaching effectiveness. Based on years of practice and in-depth thinking, 
the authors propose the following solutions and measures to address the above issues: 1) streng-
the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urse of edible mushroom cultivation to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2) strength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en-
hance students’ subject consciousness and labor consciousness; 3)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basic teaching conditions to build a solid practical teaching platform; 4) change the mindset of 
teachers to expand the time and space of teaching the course of edible mushroom cultivation; 5) 
innovate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model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ofessional talent cultiva-
tion. As long as there is strong support from school policies and cooperation from relevant de-
partments, and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quality of practical teaching 
in the course of edible mushroom cultivation can be ensured, and qualified applied talents can be 
cultiv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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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实践教学是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更广，要求更高。

高等院校担负着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重任，实践教学已经成为高等院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环节，

是学科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食用菌栽培学是一门操作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对应用型人才培养起

到支撑作用[1]。地方应用型大学是由地方行政部门划拨经费的普通高等学校，主要依靠地方财政提供资

金办学，与其他高校相比，办学条件相对较差[2]，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此类学校食用菌栽培学的实践

教学存在诸多问题，教学质量亟待提高[2] [3]。为此，应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确保应用型人才的培

养方案得到全面落实，培养出高素质专业应用型人才，以满足人才强国的需要。 
本文以我国高校转型为背景，结合地方应用型大学课程教学的实践，探讨食用菌栽培学实践教学改

革过程中如何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问题。 

2. 食用菌栽培学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2.1. 学生对实践教学课程的认识有偏差 

食用菌栽培学是微生物学、植物生理学、遗传学、生物化学等相互交叉渗透而发展起来的一门应用

性学科，是高等学校生物相关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属于专业拓展课程，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中发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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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作用[4] [5]。食用菌栽培学实验课从属于食用菌栽培学课程，其目的和任务是使学生掌握食用菌栽培

的理论知识和实际应用能力，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学生观察、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形成严肃认

真、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增强创新意识与思维，为学生毕业后继续深造或从事相关的生产与科研工作

拓宽渠道[6] [7] [8] [9]。选修此门课的学生一部分是因为感兴趣而选，还有一部分则是为凑学分而选。由

于各种原因，一些学生没有充分认识上述食用菌栽培学的教学目的任务及其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学习兴

趣不浓，学习动机不强，学习投入少，学习效率低。 

2.2. 学生的劳动观念和劳动能力比较差 

中小学教育对人生的发展起重要的奠基作用，良好习惯的培养、性格的形成、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正

确树立，对学生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10]。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的

劳动观念和教育观念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些学生从小到大备受宠爱，家长或是心疼他们，担心孩子

受累，或是怕劳动耽误孩子学习，所以很少让他们参加体力劳动和生产实践，脏活累活更不让他们去做。

由于学生没有从劳动和生产实践中获得积极而富有创造性的体验，没有树立强烈的劳动观念，最终导致

学生从事体力劳动的意愿不强，劳动积极性不高，动手能力比较差，劳动生产经验少。另外，由于很多

大学生都是独生子女，家庭生活条件比较优越，很少吃苦受累，因此在教学实习实践的过程中，很多学

生的适应能力比较差，不能够很快地适应实际的工作环境，从而影响课程实践教学的效果。因为学生从

事体力劳动的意愿不强，生产劳动经验少，动手能力差，所以实践教学效果欠佳。 

2.3. 实训条件差影响实践课程教学效果 

一是食用菌栽培对实验设施的要求比较高，在学生实践时需有原料处理设备、制袋、灭菌、接种、

培养、出菇管理等配套实验设施，由于经费不足，部分地方院校实践教学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大多不够

完善，实验仪器设备陈旧，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滞后，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实践教学的正常开展，

教学效果大打折扣[11] [12]；二是校内缺乏专门的食用菌栽培实践实训基地，只好借助校外的食用菌生产

企业开展教学实践实训。由于企业往往以盈利为目的，认为接收学生实习，既要为他们安排吃住，同时

还要安排专门的技术人员对他们进行指导，增加了企业运营及人力资源管理的成本，甚至可能影响企业

的正常运转，为此，与高校进行深层次的合作意愿不强，主动性不高，因而影响了食用菌栽培学教学实

践实训的顺利开展，实践实训的时间也无法得到有效保证，从而导致课程实践教学效果不佳，学生的实

践能力无法得到有效提高。 

2.4. 实验安排不合理且与理论教学脱节 

食用菌栽培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整体上是以不同的食用菌的感性认识及栽培工艺为主，需要通过更多

的实践操作结合理论思考来把握[13]。食用菌实践教学是将食用菌栽培工艺中的备料、搅拌、灭菌、接种、

发菌、出菇、采摘、保藏等基本理论应用到生产实践中，使教学内容更加详实[14]。食用菌栽培环节多，

生长周期长，包括制种、培养基配制、灭菌、接种、发菌、出菇管理等，它们彼此相互链接，是一个连

续的过程。大多数地方院校食用菌栽培学的实验课时为 12 学时或 16 学时，由于受实验教学课时和其他

实验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实验课只能就某些环节局限性地安排一些实验内容，与理论教学衔接不上，实

践内容不够丰富，课程知识点与技能点契合不够紧密，覆盖面不够广[15]。另外，实验课的安排一般都是

间断性的，与食用菌课程实践性和操作连续性要求不相符。例如，食用菌生产中培养基的配制、灭菌、

接种和发菌等环节要连续进行，不能中间停止，而现有实验课程 3 学时的教学时数显然不能完成所有操

作，因此只能分步进行，以至大量工作都是实验老师提前准备了，学生并没有实践参与，因此难以将理

论转化为实践，从而影响了实验课的教学质量，没能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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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食用菌栽培学实践教学探索 

3.1. 加强课程思政，激发学生学习动机 

针对食用菌栽培学实践教学环节存在的主要问题，深挖根源，积极开展相关专业和课程的认知教育，

通过组织引导的方式，帮助学生形成对专业和课程的正确认知，明确学习目标，端正学习态度，增强学

习信心，激发学习动机，为后期的学习和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专业认知教育主要内容包括：理想信念

教育、专业导论课教学、学科教学和规章制度的学习等，让学生知道“要做什么”、“怎么做”和“不

能做什么”，其中，上好专业导论课是最关键的一环[16] [17] [18]。专业导论课的主要内容包括专业概述、

学习内容、学习方法、教学安排、师资力量、发展情况及发展前景等。学生对食用菌栽培学课程的认知

教育，重点突出在绪论内容的教学上，通过绪论课让学生深刻理解食用菌栽培学是一门专业选修课，其

目的和任务是使学生掌握食用菌栽培的理论知识和实际应用能力，为学生毕业后继续深造或从事相关的

生产与科研工作拓宽渠道。食用菌栽培学课程蕴含了丰富的德育资源，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

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效融合的良好载体[19] [20]。在绪论课的教学中，要实施课程思政，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与专业课程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专业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相统一。教育和引导学生，使其充分

认识食用菌栽培学的教学目的、任务及其实践教学的重要性，激发学习兴趣，增强学习动机，加大学习

投入，提高学习效率。 

3.2. 加强思政教育，增强学生劳动意识 

食用菌栽培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其主要特点是理论与实践高度融合。因此，在教学过程中

必须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让学生充分认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增强参与实践的自觉性和自主性。在实践教学中开展课程思政，应当合理渗透劳动教育内容，提高学生

的劳动意识和参与劳动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吃苦耐劳精神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此外，应当对实验

项目进行改革和拓展，精简基础性实验内容，增开设计性和综合性实验，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和合作学

习，在老师的指导下，查找文献资料，并根据自己对问题的认识和思考，设计实验方案，开展实验研究，

使学生能够从中学到更多的实验操作，加强实践训练，更加紧密地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从而加深对

实验问题的理解，激发学生求知探索的积极性，提高实践教学质量。 

3.3. 加强条件建设，筑牢实践教学平台 

实践基地是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场所及基本条件之一，也是学生

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应用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21]。为确保食用菌栽培实践教学的顺利开展，

应积极创造良好的实践教学条件。一是加强实验室基本建设，增加实验教学仪器设备和基础设施，夯实

基础，完善实验室运行机制，把食用菌栽培教学实验室建成开放实验室，并争取在校内建设食用菌栽培

实践实训基地，为学生学习食用菌栽培技术提供实训平台；二是加强校外生产实训基地建设，与相关企

业(行业)开展深度合作，实行产学研用结合和产教融合，为学生实践技能提高及职业拓展提供更广阔的发

展空间；三是学校教学管理及相关职能部门，进一步完善教学管理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各种校内外教

学科研实践基地的作用，使之成为集教学、科研、生产示范于一体的多功能实训平台，提升学校办学实

力，促进食用菌栽培实践教学质量的提高。 

3.4. 改变思维定势，拓展教学时间空间 

创新学科教育教学方法，探索理论实践一体化的教学模式[11]，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贯通和有机衔

接，促使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应用，真正做到学思用结合，融会贯通。一是打破现有实验教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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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局限，合理安排理论与实践教学的时数，精心设计实验，优化教学实践内容，确保食用菌栽培学课

程的实践性和操作的连续性，使理论与实践教学紧密衔接，确保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促进学生对理论知

识的理解和掌握，同时，促使学生自觉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提高学习效益[22]；二是合理拓展实验

教学的空间，充分利用各种校内外教学科研实践基地，加强食用菌栽培实验教学；三是合理调整食用菌

栽培实验教学的计划安排，根据学校现有条件和教学需要，部分实验内容(如食用菌的栽培与管理等)的教

学，可安排到校外实践基地进行，学生不再局限于实验室的机械化重复操作，而是将室内实验、生产调

查、基地实践与课堂理论知识紧密联系起来，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应用能力。 

3.5. 创新教学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地方高校所处的地域每年都有大量的农业生产废弃物和生产加工下脚料，

如能将其作为食用菌栽培的原料，不仅可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延长产业链，推动低碳生产，实现资源

循环利用和绿色发展转型，也可以打造地方高校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特色，助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广西是全国桑蚕种养规模最大的省区，桑园面积达 300 多万亩；河池为广西桑蚕种养规模最大的地级市，

桑园面积达 94 万亩；作者单位所在地宜州区为河池市桑蚕种养规模最大的县区，桑园面积达 37.7 万亩。

桑树种植不仅可获得大量的副产物——桑枝(产量达 60~90 t/hm2)，而且，养蚕过程中还有大量的废弃物

蚕沙，因此，依托当地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及资源优势，可以将其转化为食用菌栽培的优势，打造区域

经济发展的特色。在食用菌栽培学课程实践教学中，如何结合地方产业发展的社会需求找准切入点，创

新教育教学模式，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且必须面对的问题。桑杆含有较高的碳水化合物和矿物质，可作

为碳素营养物质应用于食用菌栽培[23]。蚕沙是一种含有丰富氮素和碳水化合物的多组分物质，粗蛋白、

粗纤维、无氮浸出物含量与麦麸相当，而灰分含量高于麦麸，可作为氮素营养物质应用于食用菌栽培[24]。
以桑杆和蚕沙为碳源和氮源进行食用菌栽培研究，既能为桑蚕产业链的拓展提供理论支撑，又能为食用

菌栽培实验教学提供教学资源。把研究成果融入课堂教学的同时进行课程思政，让学生深刻理解桑蚕资

源的循环再利用和食用菌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还可以增强学生

的社会责任感，厚植爱国情怀和乡土情怀。 

4. 小结 

实践教学是学生利用专业技能，开展实验实训的重要教学环节，是将所学的基础理论、专业技术与

实际应用相结合的过程，是各类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抓手，也是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的关键途径。

当前，地方应用型大学在食用菌栽培学实践教学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反映在学校、教师、学生等多个层

面，只有切实解决这些问题，才能确保实践教学的顺利开展，才能达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为此，

学校应加大投入，改善实践条件，完善管理机制；教师应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实施课程思政，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促进学生学习。此外，在教学中要优化实践教学内容，改革教学

方法，突破实验教学的时空局限性，强化技能训练，增强实践性，推动应用型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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