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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养殖学科教改概况及对面向21 世纪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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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改革概况

我校从 1 9 8 4年开始试行学分制
。

十余年来
,

通过不断地探索和实践
,

已经取得 了
一
些有益的经验

。

但是
,

这

种学分制带有浓稠的学年制痕迹
。

因此
,

需要进一步加 以完善
。

实行完善学分制是我校 1 9 9 4年以来教改工作的

主要举措
。

经一年多的筹备
,

已 自95 级本科新生开始实施
。

现将实施情况作简要介绍
。

L l 教学计划与课程结构

本科所开课程分为三大类
,

即必修课 (含公共基础课
、

学科基础课 )
、

指定选修课和任选课
。

公共基础课指全校所有专业必须学习的基础课程
。

学科基础课指几个相近学科 (专业 )的学生必须掌握的

学科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的系列课程
,

如政治理论
、

思想品德
、

体育
、

英语
、

计算机基础
、

数学
、

化学 (包括无机

及分析化学
、

有机化学
、

生物化学 )
、

植物学和动物学等
。

指定选修课是由水产养殖专业的主要专业基础课和部分专业课组成的系列课程
。

如细胞生物学
、

动物生

理学
、

动物生态学
、

微生物学
、

水生生物学和遗传育种学等
。

任选课是为改善本专业知识结构
、

拓宽知识面和提高学生修养而设置的课程
,

包括部分专业课和有关新

兴
、

交叉学科的课程
。

L Z 学分安排

毕业总学分为 160 学分
。

其中公共基础课 80 学分左右
,

指定选修课 50 学分左右
,

任选课不少于 30 学分
。

总

学时数在 3 0 0 0以 内
。

L 3 具体措施

( l) 前两年不分专业
。

按学科合成
“

大班
” ,

以
“

大班
”
为单位组织教学

。

我系的淡水渔业专业
、

海水养殖专

业与海洋渔业系渔业资源专业合成
一
个

“

大班
” ,

合并遴选教师
,

统一开课
。

二年内学完公共基础课所列课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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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
”

课程结束的学期末
,

允许学生在本
“

大班
”

的各专业中再按规定选一次专业
。

当专业确定后
,

学生必须全

部学习该专业的一组指定选修课并取得一定学分
。

( 2) 本科学制规定为 4年
。

学习年限最长不超过 6年
,

提倡和鼓励优 秀学 生缩短学 习年限
。

( 3) 提倡学生在系统完整地学习本学科
、

本专业课程的基础上
,

跨学科
、

跨专业进行任意选修课的学 习
。

允许学生选学比教学计划规定档次高的课程
。

(4 )试行上课不考勤
,

但要实行严格考核
。

必须有批改作业与小测验
、

期中考试
、

期末考试三个考核环节
,

其中期末考试是全面考核
,

考题要涵盖该课程的全部知识内容
。

2 面向21 世纪深化教学改革的浅见

2
.

1 专业设置

我国高等水产院校水产养殖学科一直按产业划分专业
。

五
、

六十年代设立
“
水产养殖专业

” 。

八十年代随着

我国海水养殖业的蓬勃发展和对人才的需求
,
1 9 8 6年全国专业目录调整时设立

“

淡水渔业
”
和

“

海水养殖
”
两个

专业
,

这在解决当时人才需求上起了一定作用
。

但是
,

这种按产业设立专业的方法存在诸多弊端
,

专业 口径过

窄
,

教学内容重复
、

学科关系不顺
,

使培养的学生知识面狭窄
,

不能很好地适应科技发展和社会需求
。

近年来在

专业设置方面所作的一些改进
,

也只能是起到短期效应的调整
,

谈不上面向21 世纪的长远
、

系统的研究和改

革
。

因此
,

顺应自然科学 自身的发展规律
,

有必要对原来按产业划分建立的专业进行调整
,

并转向按水产养殖

学科的不断发展进行新的划分
。

近年来
,

水产养殖学科中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学及病害防治学这两个分支迅速发展
。

随着水产科技的发

展和社会需求的增加
,

这两个分支必然更趋成熟和壮大
,

在水产养殖科研和生产中的地位愈加重要
。

因此
,

应

该考虑设立这两个新专业
。

现在设立的
“
淡水渔业

”
和

“

海水养殖
”
两个专业合并为

“

水产养殖专业
” 。

这里提出

的
“

水产养殖专业
”
不同于过去的集研究养殖生物学

、

生态学
、

病害学
、

遗传育种学
、

营养与饲料学等学科于一

体的专业
,

而是与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专业
、

水产生物病害防治专业等平行的大水产养殖学科下的一个专业
。

2
.

2 改学年制为完善学分制

完善学分制是新的教学管理制度
。

与学年制相 比
,

可充分调动和发挥学 生学 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也使学

校可以更好地实行
“

因材施教
”

的教学原则
,

加强素质教育
,

为国家培养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
。

完善

学分制对教学计划和课程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
,

要点是加强基础
,

淡化专业
,

增强能力
。

关于加强基础
,

主要是调整
“
必修课

” ,

进 一步规范化
,

增加课程的深度和系统性
,

培养学生具有宽厚的基

础知识
。

外语
、

数学
、

计算机基础等课程的教学内容和学时可按对理工科学生的要求来确定
;

化学
、

生物等方面

的课程参照生物类专业学生要求进行教学
。

关 于淡化专业
,

是在
“

承认专业
”

、
“
本科学生有专业

”
的前提下

,

适 当压缩专业课 (在指定选修课中 ) 总学

时
,

拓宽面向
,

适当减少门数
,

这就需要进一步改革专业课的教学内容和 课程体系
,

以便更好地适应 21 世纪需

要
。

同时
,

加大任选课在教学计划总学分的比例
,

给学生以更大的选课自由
。

还包括在继续搞好主辅修工作的

基础上
,

逐步实行双学科
、

双学位制
,

使得培养的学生具有较宽的知识面和择业面
。

关于增强能力
,

除应进一步增强外语应用
、

计算机应用能力 (包括加强外语听力
、

口语训练和增加上机时

间 )外
,

在专业教育中着力于使学生多掌握一些从事科研工作的方法和生产技术
。

要建立相对稳定的多品种
、

多功能
、

设备先进齐全和管理水平较高的淡海水养殖实习基地
,

并变单纯生产实习为教学
、

科研和技术服务相

结合的实习
,

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
;
对现有教学实验室加以充实完善

,

并争取建立设备先进

的细胞生物学
、

生态学
、

遗传育种学等新的教学实验室
,

增加实验 内容
,

提高实验课质量
;
增加毕业论文的时间

和深度
,

可选择部分高年级学生作教师的科研助手
,

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和技能
。

2
.

3 师资培养

建立一支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教师队伍是深化改革
、

发展事业
、

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的关键
。

水产养

殖系现有教师 32 人
,

职称组成情况
:

教授 10 名
,

副教授 7名
,

讲师 15 名
。

从年龄结构上看
,

54 岁以上的教师 n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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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教师总数的 43
.

4%
;
03 一 40 岁的 17 名

,

占教师总数的 53
.

1%
;

30 岁以 下的 4名
,

占教师总数的 1 2
.

5 % 教师的

职称组成出现了不正常的梯队图形
,

年龄结构中出现了 41 一 53 岁年龄段之断层
。

近几年的主要工作应是加强

中青年教师的培养
,

以满足教学科研的需要
。

在这方面
,

除努力引进国外留学人才外
,

对现有的中青年教师
,

应加强教学
、

科研方面的锻炼培养
,

逐步让

他们独立承担科研课题和主干课程教学工作
。

此外
,

还需尽量创造条件
,

鼓励他们攻读在职研究生
,

以提高他

们的素质和能力
。

我系现有在职博士生 9名
,

在职硕士生 7名 (包括实验人员 )
。

近几年内
,

中青年教师应全部取

得硕士研究生以上学位
,

其中博士生要占到三分之二
。

2
.

4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

教学方法方面要处理好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
。

既要传授知识又要突出能力培养
;
既要保证教师的

主导作用又能保证学生的主体作用
。

改变过去教师讲学生听的单一教学模式
,

运用讨论
、

辩论
、

讲座等多种方

法
,

推行启发式教学
,

活跃课堂气氛
,

提高教学效果
。

教学手段方面
,

要扩大幻灯
、

投影
、

录像等电化教育的课程覆盖面
,

并利用多媒体技术编制计算机辅助教

学 ( C A D 应用软件
。

以上是我们对深化教学改革的探讨和浅见
。

总之
,

我们要以邓小平同志
“

教育要 面向现代化
、

面向世界
、

面

向未来
”

为指导思想
,

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探索
,

为发展水产教育事业
,

为国家培养跨世纪的合格人才而努力

奋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