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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改纵横 

食用菌产业专业化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王杰*  钟武杰 

(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针对食用菌产业高素质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从专业培养目标的导向性、课程设置

的滞后性、实训教学的缺失性、教学方式的被动性等方面分析了食用菌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

问题。以华南农业大学食用菌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为例，从食用菌产业对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

与特色、专业理论与实践课程设置的优化创新、教学方式与考核方式的优化创新等方面，探究食

用菌产业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为进一步完善现有的人才培养方案、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提

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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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models for professionals talents in 
edible fungus industry 
WANG Jie*  ZHONG Wu-Jie 

(College of Food Science,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2, China) 

Abstract: The present problems in the cultivation pattern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of edible fungi was 
analyzed from the guidance of course teaching content, time lag of course design, lack of training 
teaching and passivity of teaching method to attain the train objective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with high 
quality for edible fungi industry. Taking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for example, the 
cultivation pattern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in edible fungus industry was explored from the cognitiv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 feature of edible fungi industry, setting up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means and testing methods. The study could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existing personnel cultivation programs and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personnel cultivation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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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菌产业作为我国农业的支柱产业之一，已

成为继粮、棉、油、果、菜之后的第六大农产品。

随着食用菌产业的迅速发展，生产实际中对食用菌

专业人才、特别是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为

食用菌专业化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

求[1]。然而，由于我国高等院校长期以来在食用菌

专业化人才培养方面所采用的传统培养模式[2]，导

致培养的人才与市场需求相对脱节，人才供应的延

迟现象比较严重，难以有效满足社会对食用菌专业

化人才的需求，从而造成食用菌专业化人才结构的

严重失衡[3]。因此，在食用菌产业快速发展的形势

之下，如何立足培养目标，着眼专业、行业的发展

需求，改革食用菌类的课程教学内容与方式，培养

从事食用菌相关研究及生产的高质量专业技术人

才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1  食用菌课程设置现状 

1.1  培养目标导向性偏离 
据调查，目前大多数食用菌课程内容主要包括

食用菌的种类、生物学特性、栽培与加工等。整个

课程内容以食用菌的栽培为主，采后贮藏及加工方

面的内容较少，且食用菌栽培与加工内容的设置多

为家庭作坊式栽培与干制等粗加工，知识点陈旧[3]。

教材各章节之间内容多有重复，特别是在菌种的制

备、培养基的配制以及食用菌的栽培管理方面。这

样容易给学生一种错误的导向，认为食用菌产业工

作环境艰苦、科技含量低、工作为低水平重复，难

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导致学生失去对食用菌专

业的兴趣。这些教学内容设置的不合理、培养目标

的导向性偏离等是造成人才供应链无效对接的一

个重要原因。 

1.2  教学内容的更新滞后 
近年来，食用菌产业的发展突飞猛进，新技术、

新方法、新工艺不断涌现，为食用菌产业注入了新

的活力。但国内现有的食用菌教材还没有将新的生

产技术和最新研究成果及时纳入，食用菌产业发展

前沿的教学内容严重不足，导致学生对于食用菌产

业的最新发展现状了解不清、掌握不够。此外，实

验教学内容的设置主要为食用菌的手工栽培和罐

头食品类的加工，脱离了现代食用菌企业生产的实

际和发展方向。 

1.3  实训教学模块的缺失 
20世纪70年代，国际劳工组织将模块化引入教

学之中，开发出以现场教学为主、以技能培训为核

心的模块化教学模式，并且在很多国家得到了应

用。由于该教学法具有针对性、灵活性和现实性等

特点，越来越受到教育界的关注[4]。食用菌课程对

于学生的实际操作性要求相对较高，培养计划应该

更加注重实训模块的教学安排。但是大部分学校由

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目前采用的仍是以理论知识讲

述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主要还是以教材和课堂教

学为中心，忽视实训教学模块。学生被动地接受专

业知识，缺乏动手实践机会，往往导致学生学习兴

趣不高、教学效果不理想，培养出来的人才很难达

到现代食用菌企业生产的客观要求[5-6]。 

2  食用菌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近年来，作者一直承担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

的“食药用真菌的培养与加工”这门课程的教学任

务。该课程主要是面向大学三年级学生开设的选修

课，共 32 个学时，包括理论教学和实训教学两部

分，理论教学与实训教学穿插进行。现就这几年的

教学改革与实践，谈谈在食用菌专业化人才培养方

面的探索。 

2.1  更新对食用菌产业的认知观念 
许多人想到食用菌就与农村手工作坊式的栽

培景象相联系，甚至认为该行业不需要太多的专业

知识。其实，现代的食用菌产业是集约化、工厂化

的大生产，是新知识、新方法、新技术的集成和体

现。尤其是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和健康意识的

增强，人们对食药用真菌营养保健价值的关注度不

断提高，市场对食用菌的需求量大幅增加，对食用

菌品质、精深加工、产品开发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外，食用菌产业是农业废弃物循环再利用的一个



1614 微生物学通报 Microbiol. China 2016, Vol.43, No.7 

  

Tel: 010-64807511; E-mail: tongbao@im.ac.cn; http://journals.im.ac.cn/wswxtbcn 

重要载体，可利用食用菌转化农业废弃物生产高附

加值的药品和新型保健品。在此背景下，需要大批

具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专门人才投入到食用菌产

业的开发与应用中。为了有效更新学生们对食用菌

产业的认知偏差，作者在实际教学中探索采取“一
看→二听→三学”的教学方法和模式。“一看”就是第

一堂课首先带领学生到“无限极”等现代化企业去参

观学习和体会，让学生对食用菌相关产业有一个感

性的认识；“二听”就是在理论课的初始阶段老师要

生动地向学生介绍现代化食用菌产业的发展现状

及前景，使学生产生浓厚兴趣；“三学”就是学生通

过自己的亲身体会以及老师的讲解和描述之后从

而产生内在的学习动力。 

2.2  优化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设置 
在教学过程中，一是要注重内容的更新。根据

学科最新研究进展对教学内容进行必要的筛选、补

充和更新，使其既能反映该学科领域最基本最核心

的知识，又能反映该学科最新的研究进展，同时又

具有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的逻辑结构；二是要注重课

程体系的设计[7-8]。以具体的食用菌产业为背景，以

实际生产过程菌种培育、生产管理、采后处理、物

流与运输、加工处理等典型环节和典型岗位为主

线，将教材中相关章节的知识点进行归纳和整合。

通过对产业运作的详细分析形成整个设计方案，方

案贯穿整个教学内容与过程。在进行相关知识点重

组的同时，及时增加跨学科、边缘学科等前沿内容

和食用菌相关领域的发展动态，从而达到内容科

学、设计合理的教学目的。例如，对于食用菌栽培

的知识点，在讲授基本栽培知识的基础上，增加食

用菌的生长发育、产量和品质形成规律及其与环境

条件的关系等方面的内容，指出生长调控与食用菌

高产、稳产、优质之间的关系，体现出生长调控在

现代化食用菌栽培管理中的重要性；三是要注重实

训教学内容的提升。在以往的教学中，由于受到资

金、场地等条件的限制，学生的实验课程开设不足，

实践教学形同虚设。目前，随着办学条件的改善，

培养目标的明确，华南农业大学对实训教学的投入

持续增加。坚持“校内与校外联动、理论与实践并

重”的理念，在坚持到校外知名企业挂牌实践教学

基地的基础上，又投入数十万元资金在校内建立了

食用菌教学实训基地，真正解决了教学过程中“只
能动口不能动手”的问题，为学校培养高素质食用

菌专业人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平台。 

2.3  尝试新的教学模式 
进行教学模式的改革，使学生在体验中发现，

在发现中思索，在思索中求知[9-10]。在讲述理论课

时，把相关知识与自身的实际生活结合起来。比如，

告诉学生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将食用菌用于个人

和家人的保健，让学生感觉到课程的内容与自己的

生活息息相关，积极性就会被调动起来。另外要善

于开辟第二课堂，积极采取实际调查和亲身参与的

方式，让学生指出目前食用菌生产实际中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比如，该课程每学年至少有两

个平行班，每班约 30 人。作者采取自由组合的方

式，让学生自愿组成 5 人的研究小组，每组所负责

的部分涵盖整个教学内容。每组以一种食用菌为对

象，依据现代化食用菌企业运作的要求，从栽培技

术与设备、采后贮藏保鲜、加工技术、产品开发及

市场认可度等 5 个角度进行调查，指出各环节所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每组完成一份调查和

规划设计书后答辩，答辩过程中每个成员陈述各自

负责的部分。同时，从每个小组挑选一名学生，并

邀请食药用菌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作为答辩评委，评

委从“展示内容专业性、丰富性、现场讲解、组内

合作、PPT 制作”等几个方面进行评分，然后去掉一

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取平均值作为最后的得分

进行排序。通过这种“全体参与、积极竞争”的方式

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同时也有效提高了教

学效果。 

另外在教学过程中还鼓励学生结合自己的兴

趣选择一种食用菌为对象进行产品开发的实验设

计，并在校内食用菌实训基地亲手做实验。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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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小组选择灵芝为研究对象设计了一个造型灵

芝的实验方案，内容包括造型灵芝菌种的选择、栽

培过程中环境条件的调控、采后处理、造型灵芝的

市场认可度调查等方面，整个内容均由学生自主完

成。这种综合性实验训练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实际动

手能力，而且激发了潜在的创新意识，使得有探索

精神和科研潜力的学生脱颖而出。 

2.4  推行三方综合的考核方式 
以往课程的考核方式主要包括期末考试成绩

和平时表现两部分，且期末考试成绩比重过高，导

致学生考前突击复习，学习效果不佳。而且，对于

“食药用真菌的培养与加工”这门实践性很强的课

程，很多实际操作的知识点无法通过卷面来考核。

为了更加科学地进行考核，作者主要采用“平时成

绩+期末考试+实训操作”三方综合的考核方式[11]。

平时成绩由课堂提问、课堂讨论、规划书设计与汇

报以及设计性实验等方面组成。期末考试在试卷构

成方面进行改革，减少客观题的数量，增加主观题

量，让学生系统运用所学知识解答问题，有充分发

挥的空间。实训操作主要考核学生从菌种制备、培

养、出菇、采后加工等一系列实际训练过程操作的

规范性、动手能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

方面综合水平。通过“三方综合”考核方式的实施，

既能反映出学生对专业知识掌握的程度，又能让学

生把知识学以致用，还有效提高了学生的综合应用

及动手能力。 

3  结语 

食用菌产业亟需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本文以华

南农业大学食用菌专业化人才培养为例，从食用菌

产业对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与特色、专业理论

与实践课程设置的优化创新、教学方式与考核方式

的优化创新等方面，探究食用菌产业专业人才的培

养模式，为进一步完善现有的人才培养方案，推动

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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