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物生产技术专业技能高考经验交流
单 位：郧西县职业技术学校

报告人：宋方祥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大家好！

感谢十堰市教科院、十堰市科技学校给了我交流发言

的机会，说的不对或不准确的地方请给予批评指正，本人不

胜感谢。



无升学愿望的学生学有所获。

（3） 重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通过产业项目培

训与科技辐射指导，实现好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推乡村

振兴的办学宗旨。

3、专业方向与人才规格

（1）高考班



类。

2.高二期中考试后，参考学情成绩引导学生调整志愿，

进行技能高考班、技能就业班分流。

3.高二下学期后，技能高考班主要开设技能高考考



2、重点目标：高三上学期期中考试后,确定本科目标生

范围，并重点关注临界生。另外开始制定培优辅差方案，对

目标生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

3、复习方法：主要分 3轮进行复习

一轮复习：

紧扣教材，教师引导复习，以复习学案为载体，学生做

到熟知教材中的每一句话，熟记每一个知识要点，75%以上

的学生能够熟练列出单元知识框架。

二轮复习：

首先紧扣考纲，以复习资料为载体，逐个知识点击破；

其次，借助准易题库，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大量试题训练，

学生建立自己的错题收集簿。同时对目标生和临界生有目的

地进行分类辅导。

三轮复习：

首先主要开展高考模拟训练，调节生物钟与增强临场适

应性；其次针对性解决前两轮复习中存在的问题和消除错题

簿上的错题；第三，加强实训课程中的细节训练。第四，开

展走课模式，学生自由选择自己薄弱的项目课程。但这种模

式执行的关键在于过程管理，否则容易混乱和流于形式。

4、考核检测：

高三上学期开始实行月考。考完进行班级、年级、全校的

分析对比和总结。

高三下学期实行周考，以考代练。逐步调整目标生范围，

加强班级培优辅差的力度。根据检测结果及时调整复习进度

和方法。

七、专业办学反思

主要是四各方面的变化：



1、教学模式：

①专业办学从过去照搬外地学校经验，到主动探索“依

农时教学、且耕且读”的人才培养模式，并积极推进校本特

色课程与县域产业培训课程建设。

②在课程教学上由单一的讲授模式变为“三动”模式，

即：教师的“启动”，学生的“主动”，师生的“互动”；同

时，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贯穿“四个一”即：激发学生一点兴

趣，体验一点学习乐趣，领悟一项操作技能，留下一点探索

空间。

2、教学条件：

①实训实习条件，过去一直提倡“青石板上创高产”，

今年春夏开始建设智能温室与标准实训室。

②过去一直是在书本上种地，现在采取“校企合作”的

办学模式，把课堂搬到了田间地头，理论运用到实践，真正

做到课堂知识落地。

3、教学评价：

①教育教学评价，过去基本上依据“三赛一考”的成绩；

今年开始探索“基于能力标准的学习成果学分制量化评价办

法”。

②多元评价方式代替传统的单一评价方式，采取过程考

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综合考核方法。

4、队伍建设：

①科学制定规划，创新人才引进机制。教师队伍建设，

是专业办学从量的增长向内涵式发展的关键。过去我们是鼓

励文化课教师改带农学，两年前又从涉农院校毕业的中小学

教师中选调一批到我 校带农口专业课，今年开始主动到名

校招聘高层次人才到校任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