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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面向21 世纪淡水渔业专业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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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主 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
,

它 不 可逆转地推动社会结构的相应变化和转型
;

推动高等教育结构的相应变化而导致与之相适应的高等教育新体制 的形成
。

随着当代科技的飞速发展 和急

剧变革
,

使农业科学技术和新兴
、

交叉学科不断涌现
,

这些都迫切要求我国的水产高等教育要转变教育思想
,

更新教育观念
,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

拓宽专业 口径
,

调整学生的知识
、

能力结构
,

注重对学生素质和 创新能力的

培养
,

其核心是进行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
。

1 国内外同类工作的现状与问题

自十九世纪下半叶始
,

世界上一些 主要渔业国家
,

如 日本
、

前苏联
、

美国等先后 建立了高等渔业院校或专

业进行渔业高等教育
,

并形成 了各具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及相应的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
。

随着现代科技
、

经

济
、

社会的发展
,

这些国家的渔业高等教育也处在不断变革和改进之中
,

主要体现在除 了使学生具有厚实 的知

识基础外
,

更具备能独立地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科研与生产实践中问题的能力及创造性的个性等
。

这与

上述国家为适应现代科技发展的不断分化和不断综合
,

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的加速
,

以及市场经济多元化
、

个

性化的发展所进行的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密切相关
。

因此
,

这些国家培养的渔业高级人才
,

在综合素质
,

人才个

性
,

能力等方面基本能适应各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和社会需求变化等要求
。

我国渔业高等教育始于本世纪五十年代初
,

至今已形成沿海
、

内地的教育网络
,

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

水产科技人才
,

但教育体系基本上保持着前苏联的模式
。

近年来
,

为适应社会发 展和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变革
,

虽然在专业设置
,

人 才培养层次与规格
,

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等方面进行 了不同程度的改革
、

调整
、

丰富与更

新
,

取得了一定成绩
,

但与我国整个高等教育一样
,

面向二十一世纪
,

也面临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两大方面的挑战
。

这是因为科技与生产的紧密结合
,

缩短 了新的科技成果在生产中运用 的周期
,

使科学技术成为直接的生

产力
。

各个科学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加强了
,

复杂的间题需要多种学科进行综合性研究
。

而随着科学技术 日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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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化
,

专业化的程度越来越细
,

为了解释复杂的现象
,

跨学科的
、

综合的研究就显得更加重要
,

要求培养出来

的高级科技人才具有渊博的基础理论知识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 立
,

这是我国在体制 方面的重大变革
,

经济是基础
,

经济基础决定属 于上层建筑范畴的高等教育
,

因此渔业高等教育不仅要遵循教育规律
,

科学发展

规律
,

而且还要 主动适应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 与社会发 展需要
,

否则学校将难以发展
,

甚至将无法生存 而

作为渔业高等教育的现状还基本处 于社会 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下所形成的办学模式
,

其表现 为
:

人才培养模式

单一化
,

专业结构不合理
;
教学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不够

,

教材缺乏先进性和时代感
;
实践教学 因资金投入不足

等原因导致 日益削弱 ;课程体系内容重复脱节现象普遍存在
;
教学方法上 只是知识灌输而缺少教与学的信息

双向传递
;
教学手段还相当落后

;

考评方法单 一
,

缺乏 科学性等等
。

这些问题集中反映了我国现行的淡水渔业

人 才培养方案
,

教学内容和 课程体系 已不适应现代科技发展和我国社会
、

经济发展引起的产 业结构变化
、

就业

岗位更新以及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与多样性特征日益 突出的要求
。

所以
,

有必要 以面 向二 十一世纪为目标
,

借

鉴 国外高等教育
,

尤其是渔业高等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
,

对我国淡水渔业高等教育进行人才培养目标
,

教学内

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

2 关于淡水渔业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设想

从 目前科技
、

经济
、

社会发展的趋势可以预见二十一世纪从事渔业生产
,

研究和管理的专门人才
,

将是
“

通

才
”

和
“

专才
”

在更高程度上结合的复合型人才
。

为适应二 l一世纪对淡水渔业人才规格的多样化需求
,

拟定通

过广泛地调查研究
,

在全面掌握国内外现有渔业高等教育各专业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
,

系统分析 已有

经验和存在间题
,

科学地预测二十一世纪对淡水渔业人才规格的要求
,

合理地划分设置专业
,

着重对教学内容

和课程体系进行改革研究与实践
,

选择现有专业进行边研究
、

边实践
、

边改革
、

边建设
,

在此基础上形成面 向二

十一世纪的淡水渔业本科人才培养规格要求及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新力
一

案
。

2
.

1 淡水渔专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研究的主要内容
2

.

1
.

1 二十一世纪 淡水 渔 业科技 发展趋势
、

特 点及 对本科人 才培养的要求

预测二十一世纪渔业科技发展趋势
、

特点
,

对淡水渔业本科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调查与预测
,

对本科人才

素质
、

知识结构
、

能力结构的 要求等内容的研究
。

2
.

1
.

2 国外淡水渔 业本科 人才培养现状及改革趋 势

淡水渔业各 专业培养 [J 标
,

教学 内容和课程体系设置现状
,

以及改革的趋势等
。

2
.

1
.

3 我国淡水渔 业 本科人 才培养现状及存在问题 的研 究

现有各专业教学内容
、

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的经验及 存在问题的分析等
。

2
.

1
.

4 面 向二十一世纪 淡 水渔 业本科人 才培养的对策研 究

专业划分
,

不同专 业人才培养 目标
、

培养方案和不同 规格的要求等研究
,

以及各专业教学计划及教学大纲

的编订等
。

2
.

1
.

5 淡水渔业各专 业课 程结构与 内容体 来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必修课 (各专业的基础课
、

公共课
、

专 业基础课
、

技术基础及专业主 卜课 )与选修课 (各专业选修课的设置

与组合
,

并充实社会学
、

管理学
、

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指定选修课 )课程结构 与内容体系改革研究与实践
。

2
.

1
.

6 淡水渔 业 各专 业 实验 室 和 实 习基地建设 方案的研 究

实验课的设置与学时分配
,

实践教学环 节的设置
,

实验室和校内外实习基地的建设方案与标准等研究
。

2
.

1
.

7 淡水渔 业各专 业 的教材建设 与管理制度 的研 究

系列教材与参考教材以及电教教材的建设和管理制度等研究
。

2
.

1
.

8 淡水渔业教 学方 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与实践

各种新的教学方法
、

教学手段 (如多媒体
、
C A I 等 ) 在淡水渔业教学中的应 用与实践研究

,

以 及淡水渔业

各专业方向试题库构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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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

9 面 向二十一世 纪淡水 渔 业师 资队伍的规划与建设研 究

教师
、

教管和教辅人 员素质培养规划与培训制度建设
,

教师队伍的年龄
、

知识
、

能 力结构等优化模式研究
。

2
.

2 调整淡水渔业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从本科生毕业后的去向来看
, 一少部分人走 1二研究生培养的道路

,

通过继续深造
,

成为更高层次的人才而

基本上被研究机关
、

政府部门
、

高校录用
;
绝大部分本科毕业生则步入社 会后一般被基层组织 和单位接收

,

他

们在各处所发挥的作用应是技术研究和业务管理方面的
“

将才
”
或

“

帅才
” ,

而不是一般的技术员或技师
。

从淡水渔业专业与综合性大学生物类专业进行比较
,

培养目标不能按照 一个培养模式
,

而要有淡水渔业

专业的
“
专业特色

” 。

否则将
“

扬短避长
” ,

造成学生自主择业没有行业的优势而难以就业
,

也失去了淡水渔业专

业的特点和意义
。

因此淡水渔业专业人 才培养目标还必 须立足水产学科这个主体 为主
,

在此基础上来考虑 以厚基础
、

宽 口

径
、

高素质为宗旨
,

以培养的人才有适应科技
、

经济
、

社会发展和人 的创造性发展需要为目的的人才素质与拓

宽知识面
,

真正做到
“
扬长补短

” 。

2
.

3 跨学科开展科研与教学

从科学技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发展趋势来看
:

传统学科各自开展研究与教学 到跨学科地开展研究与教

学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

学科的相互渗透和 交叉使之更加复杂化
,

传统的系和室 已难以包容综合科研

项目
、

学科发展等所需人力
、

物力和财力
,

因此必须

2
.

3
.

1 实行校 内相近 学科或专 业之 问的协作

实践证明其结果既保证了中心任务的完成
,

又使各有关学科各自得到发展
;
不仅开创了新科学

,

而且开创

了新的科学组织体制和新的教学组织体制
,

对大学的研究与教学产生深远的影 响
。

2
.

3
.

2 破除旧 的习惯 和传统系
、

学科的界线

从方针政策上
、

规章制度上鼓励教师跨系跨学科搞科研
、

兼课
、

兼职
。

要做到这 一点对于开展跨系跨学科

研究 已有较久历史的一些美国著名大学也不是轻而易举的
。

这是因为
,

过去的传统的学科
,

每个教授都有 自己

的实验室
、

研究班子和课题
,

都有 自己的独立王国
。

美国加州大学的霍浦金教授说他们感到最 困难的事
,

也是

精力花得最多的
, 一 直是如何使各个系的教授不各自只搞 自己的研究

,

不搞互相重复的研究
。

一定要用极大的

力量打破各传统系
、

室之 间的壁垒和被狭窄的专业所束缚的不敢擅越雷池一步的这种人为的界限和框框
。

否

则是很难发展和提高的
。

2
.

3
.

3 办好传统 系和 学科

办好传统系和学科是办好边缘学科的基础
。

在建设与发展跨系跨学科组织的同时
,

必须保持和发展各传

统系而不是削弱这些传统系
。

因为边缘学科都是从传统学科发展而来的
,

这两者的关系为传统系是发展边缘

学科的生命线和基础
,

边缘学科 又能反过来对传统系的发展提高起促进作用
。

因此
,

保持传统系与跨系跨学科

组织之 间的血肉联系是十分必要的
。

教师在传统系和跨学科组织兼职是一种很好的形式
,

可以在坚实宽广的

学科基础 上发展各种跨学科的研究与研究 生教学
。

发展跨学科组织 比较好的办法是先开展科学研究
,

建设实验基地
,

培养研究生
,

也就是培养师资队伍
,

积

蓄了充足力量
,

然后再根据需要由这些新生力量建系建室招本科生
。

这样传统系不仅不会削减
,

还会由于开展

了跨学科的研究而得到发展
,

而跨学科组织可以得到较多的新生力量
。

过去一些大学为了办跨学科的新系
、

新

专业时不是经由培养研究生来培养师资
,

而是过多地从一些传统系和基础课教研室抽调教师改行
,

并在条件

还不具备的时候就过早地招收本科生
,

名曰
: “

边学边办
” 。

结果不仅专业和新系上去很困难
,

更主要是削弱了

基础课和传统系
, “

欲速则不达
” 。

2
.

4 开门办学
,

争取学校与社会的双向参与
,

实行
“

三多
”

的联合办学

随着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

从高等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
,

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更加多样化和综

合化的趋势来看
,

学校要争取社会参与
,

在学校与社会之间建立相互渗透
,

相互协作
,

相互支持
,

相互促进的合

作关系
,

实行多种渠道
、

多种形式
、

多种层次的联合办学
。

在合作中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

建立教育
、

科研
、

生产

联合体
。

学校接受联合办学单位的委托培养生
、

定向生或岗位培训
,

担任技术顾问等
,

使学校成为联合办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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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人才培养基地和科学技术开发中心
。

联合办学单位为学校提供稳定的生 产实习和社会实践基地
,

其专家

和科技工作者为学生进行专题讲座
,

介绍 国内外渔业科技最新发展和动态
,

及专项技术
,

为学校提供各种支持

等
,

在社会上形成对学校办学的强有力的支撑网络
。

总之
,

通过面向二十一世纪淡水渔业专业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

保证教学内容能充分体现科学性
、

先

进性
、

综合性和适用性
,

保证课程体系合理
、

完整和优化
。

《上海水产大学学报 ))( 季刊 )征稿简则

一
、

本刊为上海水产大学主办
、

以水产科学技术为主的综合性学术刊物

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
,

贯彻
“

百花齐放
、

百家争鸣
”
和

“

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
”

的方针
,

为

水产教育和 实现渔业现代化服务
。

主要反映本校各学科科研成果
,

促进学术与教学研究的交流与繁

荣
。

主要刊载渔业资源
、

水产养殖与增殖
、

水产捕捞
、

水产品保鲜与综合利用
、

渔业水域环保
、

渔船
、

渔业机械与仪器
、

渔业经济与技术管理以及水产基础研究
、

水产教学经验等的论文
、

调查报告
、

研究

简报
、

综述或评述
、

简讯等
,

并酌登学术动态与重要书刊评介
。

二
、

来稿注意事项

1
.

来稿为可以公开发表者
,

不接受 已发表过的文章
。

作者要遵守著作权法和科研道德规范
,

发

扬优良的文风和学风
。

如曾在专业会议上宣读并以摘要的形式发表过
,

请加说明
。

引用他人成果
、

协

作关系等均应列明
。

2
.

文章应简明扼要
,

文字精练
。

重在作者的新观点
、

新方法
、

新成果
;
材料 方法

、

华本原理
、

公式

推导等从简
。

3
.

论文和调查报告最多不超过 8干字
;
评述或综述不超过 7千字

;

余者
,

最多为4千字
。

4
.

来稿文责自负
。

本刊对来稿有删改权
,

必要时退作者修改或清稿
。

未刊用稿一般不退
。

本刊不

接受复印稿件
。

5
.

文章
一

经刊登
,

将酌致薄酬
,

并按每份稿件赠送当期本刊二册
。

同时向作者收取版面费
。

6
.

校内外来稿请交本校科研处或寄
“
上海军工路 33 4号 38 信箱 ” 上海水产大学学报 》编辑部

。

三
、

对稿件的编辑出版要求

1
.

论文应有 200 字以 内的文前提要和关键词
。

英文摘要 (宽行打字稿一式两份 ) 则较详细
,

应扼

要反 映全文面貌和 内容
,

单词在 50 0个左右
。

来稿应有关键词和与之一
一对 应的 K e y w or d

S
。

2
.

作者撰稿时请按《中国高等学校 自然 科学学报编排规 范 ))( 试行稿 ) 要求编写
。

其中
:

( 1) 作者

姓名汉语拼音采 用如 Z h
e n g G u o 一 x in g (郑国兴 )

,

而不写成 Zh e n g G u o x i n g ;
( 2 )参考文献采用

“

著

者
、

出版年
”

体系
。

每条文献中的篇名或书名等不可省略
。

文献中不列入非公 开发行的书刊 (如确属

必要
,

则置于文中相应页面的脚注部位 ) ; ( 3) 文中引证列入 参考文献的各条文献时
,

一律用标准化

的〔作者
,

年份〕形式表达
,

不再采用角码标注
。

3
.

稿件用常规有格稿纸誊写
,

字迹端正 且无杜撰的简化字
。

插图和照 片清晰
,

要符合出版的技

术要求
。

4
.

论文
、

调查报告
、

研究简报
、

综述内的所有图
、

表题 目均需汉
、

英对照
。

5
.

文中均采用 国家审定的学术名词
、

名称或术语
。

度量衡制统 一采用国际标准制及 国家计量法

规定的计量标准
。

面积单位为
“

米
2 ” 、 “

公顷
”
或

“

公 里
2 ”

等而不是
“
亩

” 。

的`曰日白的
孟

曰的
.

匀

,八 ) 悠倪 ) 巴倪 色气泛左
,巴 气戍倪

卜
么佗 之 孟之气屯勺 5 砚补丘佗八公

巴 公
巴` 心个芝` 之分 悠

,
竺` 沁 沐

`

屯心` 之` 心?
么。 色 孟之 二之 ` 海` 海 ?

么
。 巴?

之卜` 之 j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