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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联网 +STEAM 未来教育（四）
智慧农业小博士



编 者 的 话

“智慧农业小博士”是一门普及农业科学知识的综合实践课程。

在这一课程中，学生将进行传统农业知识的学习，对影响植物生长的

因素如空气、水、土壤等进行研究，在学习知识的同时，通过一系列小

实验的验证，亲自参与一些代表性植物的种植，并结合现代物联网技

术，设计、制作智慧农业自动化管理的机器人。在学习农业科技与实

践操作的同时，还需要培养学生较强的动手能力、信息的收集与处理

能力、利用现代物联网技术解决农业问题的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激

发学生对农业的深厚兴趣，为进一步研究农业科学打下扎实的基础，

树立从小研究农业科学的远大志向。

在本课程的教学中，需要学生自主学习和动手实践相结合，注重

在实践中体验，在研究过程中总结规律，并在教材中进行思维过程的

记录，充分发挥互动式教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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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历史悠久的农业

想一想

日常生活中，你吃过哪些粮食？

　 　 　

连一连

下面是生活中主要粮食对应的农作物和产品，你认识它们吗？用线连一连。

了解生活中常见的粮食，了解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和传统农具；通过分析认知棉

和麻成为重要的农作物的原因；培养学生节约粮食的习惯。

导 学 牌

第一单元
传统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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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一学

你能利用网络查询历史悠久的农作物有哪些吗？把查询到的结果写在下面的横线上。

　

知识林

中国是世界上三大农业起源地之一。我国先民在原始时代首先驯化栽培了粟、黍、菽、稻、麻

和许多果树、蔬菜等，使我国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植物栽培起源中心之一。据估计，人类曾经栽培

过 3000 种左右的植物，经过淘汰、筛选、传播和交流，其中遍布全球的大约有 150 多种，而目前世

界人口的主要衣食来源仅依靠 15 种左右的农作物。这些遍及全球的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农

作物都是原始农业时期驯化栽培的。原始农业时期，我们的祖先为我们选择驯化并传承下来的

农作物资源是后来农业发展不可替代的物质基础。此外，在漫长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我们的祖先

逐渐认识到农业发展与“天、地、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了重要的农学思想。

想一想

我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麻纺织和棉纺织的呢？请通过网络查找答案。

余姚河姆渡遗址和出土的炭化谷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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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传统农业

麻，是中国最古老的作物之一，麻纺织历史悠久，有“国纺源头，万年衣祖”之称。我国麻文化

作为东方服饰文明的重要标志，在中国至少经历了一万多年的历史，至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麻

纺织技术达到一个成熟时期。麻作为东方最古老的衣祖，开启了人类社会文明的大幕。

农具博览

请你说说下列各式各样的传统农具的名称和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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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
拓展

说一说

看了右边的图后，你有什么感想？

　　　　　　　　　　　　　　　　　　　　　　　　　　

　　　　　　　　　　　　　　　　　　　　　　　　　　

　　　　　　　　　　　　　　　　　　　　　　　　　　

你对其他小朋友有什么倡议？

　　　　　　　　　　　　　　　　　　　　　　　　　　

　　　　　　　　　　　　　　　　　　　　　　　　　　

　　　　　　　　　　　　　　　　　　　　　　　　　　

讲一讲

根据本课的学习，以小组为单位对学习的内容进行整理，并进行演讲展示，要求条理清楚，语

言流畅。

设计一个宣传节约粮食的小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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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传统农业

第二课　家乡的特色农业

想一想

你的家乡在哪里？家乡有什么农业特产？

　 　 　

查一查

了解宁波本地的特色农业、农副产品以及为农业配套的著名灌溉工程；培养学生

热爱家乡和从小立志建设家乡的情怀。

导 学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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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以上图片，在下列横线中列出宁波有哪些特色农产品。

　 　 　

　 　

宁波农产品丰富多样，农副产品也很有特色，请你说说以下农副产品是由哪些农产品加工

而来的。

白糖方糕 慈城年糕 宁波草席

宁波汤团 前童香干 三北豆酥糖

三北藕丝糖 苔菜千层饼 羊尾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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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传统农业

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可以借助网络查询来找答案。

知识林

宁波土特产（宁波歌谣）

勿吃阿拉土特产，要侬放落毛竹筷。勿吃邱隘咸齑汤，脚骨有眼酸汪汪。

勿吃奉化芋艿头，难闯三关六码头。勿吃周宿渡脆瓜，跌落三颗大门牙。

勿吃楼茂记香干，生活做煞呒相干。勿吃老同源咸货，乖人要变老呆大。

（选自《中国歌谣集成·浙江卷》）

在宁波，蔺草的种植由来已久。古林镇一带已经形成了以蔺草产品为主要特色的农副产品

产业链。著名的蔺草产品品牌“黄古林”就是一个代表。

普法栏

在土特产加工过程中，生产企业需要遵守哪些法规呢？通过网络搜索查一下相关知识，把收

集到的内容写在横线上。

　 　 　

邱隘咸菜 万年青菜干 樟村浙贝

蔺草 蔺草席 “黄古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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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
拓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为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制定本法。在我国，国家

高度重视食品安全，早在 1995 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在

此基础上，2009 年 2 月 28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201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启动修订，2015 年 4 月 24 日，新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经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共十章，154 条，于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讲一讲

根据本课的学习，以小组为单位对家乡的农业知识进行整理，并进行演讲展示，要求条理清

楚，语言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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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传统农业

第三课　农事和二十四节气

读一读

乡村四月

宋·翁卷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说说诗的寓意：　　　　　　　　　　　　　　　　　　　　　　　　　　　　　　　　

　　　　　　　　　　　　　　　　　　　　　　　　　　　　　　　　　　　　　　　　

　

说一说

一年四季中，你知道每个季节都有哪些农事活动吗？

　

　

　

通过学习二十四节气的相关知识，了解一年四季中的时令农事以及种植的农作

物，了解节气与农事的关系；培养学生对农科的兴趣。

导 学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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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为了指导农民的农事活动，特意设立了一个与农历相配套的补充历法 ——

二十四节气。

知识林

节气是指时节和气候，是中国古代订立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是劳动人民长期经

验的积累成果和智慧的结晶。

由于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事需要严格遵循太阳运行情况而开展，所以在历法中又加

入单独反映太阳运行周期的二十四节气，用作确定闰月的标准。

二十四节气分别为：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

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反映四季变化的节气有

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 8 个节气。其中立春、立夏、立秋、立冬齐称“四立”，

表示四季开始的意思。反映温度变化的有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 5 个节气；反映天气现象

的有雨水、谷雨、白露、寒露、霜降、小雪、大雪 7 个节气；反映物候现象的有惊蛰、清明、小满、芒种

4 个节气。

2016 年 11 月 30 日，中国“二十四节气”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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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传统农业

学一学

请使用网络搜索查询与二十四节气相关的农事，写在相应节气图片下的横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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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一读，唱一唱

二十四节气歌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每月两节不变更，最多相差一两天。上半年逢六、廿一，下半年逢八、廿三。

立春花开　雨水来淋　惊蛰春雷　蛙叫春分　清明犁田　谷雨春茶

立夏耕田　小满灌水　芒种看果　夏至看禾　小暑谷熟　大暑忙收

立秋之前　种完番豆　处暑莳田　白露耘田　秋分看禾　寒露前结

霜降一冷　立冬打禾　小大雪闲　等过冬年　小寒一年　大寒团圆

二十四节气农事歌

立春：立春春打六九头，春播备耕早动手，一年之计在于春，农业生产创高优。

雨水：雨水春雨贵如油，顶凌耙耘防墒流，多积肥料多打粮，精选良种夺丰收。

惊蛰：惊蛰天暖地气开，冬眠蛰虫苏醒来，冬麦镇压来保墒，耕地耙耘种春麦。

春分：春分风多雨水少，土地解冻起春潮，稻田平整早翻晒，冬麦返青把水浇。

清明：清明春始草青青，种瓜点豆好时辰，植树造林种甜菜，水稻育秧选好种。

谷雨：谷雨雪断霜未断，杂粮播种莫迟延，家燕归来淌头水，苗圃枝接耕果园。

立夏：立夏麦苗节节高，平田整地栽稻苗，中耕除草把墒保，温棚防风要管好。

小满：小满温和春意浓，防治蚜虫麦秆蝇，稻田追肥促分蘖，抓绒剪毛防冷风。

芒种：芒种雨少气温高，玉米间苗和定苗，糜谷荞麦抢墒种，稻田中耕勤除草。

夏至：夏至夏始冰雹猛，拔杂去劣选好种，消雹增雨干热风，玉米追肥防黏虫。

小暑：小暑进入三伏天，龙口夺食抢时间，玉米中耕又培土，防雨防火莫等闲。

大暑：大暑大热暴雨增，复种秋菜紧防洪，勤测预报稻瘟病，深水护秧防低温。

立秋：立秋秋始雨淋淋，及早防治玉米螟，深翻深耕土变金，苗圃芽接摘树心。

处暑：处暑伏尽秋色美，玉主甜菜要灌水，粮菜后期勤管理，冬麦整地备种肥。

白露：白露夜寒白天热，播种冬麦好时节，灌稻晒田收葵花，早熟苹果忙采摘。

秋分：秋分秋雨天渐凉，稻黄果香秋收忙，碾谷脱粒交公粮，山区防霜听气象。

寒露：寒露草枯雁南飞，洋芋甜菜忙收回，管好萝卜和白菜，秸秆还田秋施肥。

霜降：霜降结冰又结霜，抓紧秋翻蓄好墒，防冻日消灌冬水，脱粒晒谷修粮仓。

立冬：立冬地冻白天消，羊只牲畜圈修牢，培田整地修渠道，农田建设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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