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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

科研
、

生产三结合

— 应用科学 (水产养殖 )教学改革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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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蓬勃发展和深入改革的高等教育
,

面对 21 世纪的挑战
,

应用性很强的高等水产院校
,

只有抓住机遇
,

不断探索与完善
,

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行之有效的教学新机制
,

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
,

满足

社会需求
,

才能求得生 存与发展
,

以适应我 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

否则综将被淘汰
。

为此
,

我院水产养殖专业

进行了教学
、

科研
、

生产三结合的尝试
,

并获可喜成绩
,

为水产养殖专业的教改提供了一条路子
。

1 教学
、

科研
、

生产三结合的必要性

水产养殖等专业是应用科学
,

实行教学
、

科研
、

生产三结合是提高教学质量和保证学生质量的必由之路
。

首先
,

实践教学是专业教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培养合格的水产高级技术人才的必要手段
。

理论知识

固然重要
,

但让学生参加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
,

有利 于提高学生解决生产中出现 问题的实际能力
,

初步掌握科

学研究的手段和方法
,

找到 自己知识结构的缺陷
,

明确努力奋斗的方 向
。

从 目前学 生中较为普遍存在着
“

骄
、

娇
”

两气
、

动手能力较差情况来看
,

参加
“

三结合
”

更是应用性学科的学生成 长的必 要途径
,

并 且
_

实践教学还 须

进一步的加强
。

其次
,

专业教师业务水平和 L 作能力的提高
,

也需要通过教学
、

科研
、

生产三结合途径来达到

的
,

特别是对
“
书生 型

”

的年青教师的成长更为重要
,

对办校规模相对较小
,

科研经费紧缺
,

国家重点科研项 目

不容易争取到 的学校
,

通过
“

三结合
”
对促进科研工作也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再之
,

我们的科研成果要转变

为生产力
,

发挥经济效益
,

同样必 须通过试验
、

试产
、

推广
,

最后由生产 单位来实现
。

所 以
,

教学
、

科研离不 开生

产实践
,

而生产实践也是对教学
、

科研的重要检验
,

三者应有机地结合起来
,

不可分割
。

2 教学
、

科研
、

生产三结合基地建设模式

实行教学
、

科研
、

生产三结合的前提是要具有符合要求的
“

三结合
”

基地
,

否则
,

只能是纸
_

L谈兵
。

但随着市

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

企业经营体制的转换
,

对
“
三结合

”

基地建设提出 了新问题和增加了难度
。

实行承包体制

后的企业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
,

接受学 生生产实 习有可能对企业带来干扰和 负担
。

企业 又为了追求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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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效益重点搞
“

短
、

平
、

快
”
项目

,

对长期合作无暇顾及
。

然而
,

目前
“

三高农业
”

方兴未艾
,

海洋开发
、

水产养殖 业

迅猛发展
,

经营者迫切渴望高新技术
。

这对高校十分有利
,

只要把握契机
,

扬长避短
,

建设好
“

三结合
”

还是有可

能的
。

从我院的实际 出发
,

水产养殖专业
“

三结合
”
基地建设模式为

:

① 由学院独资建设
; ②由学院负责生产单

位的技术咨询
,

以建立长期的
“

三结合
”

基地
,

学校不再从中获利
;

③由学院适当投资和提供技术
,

与生产单位

共建
“
三结合

”

基地
;

④由学校 以技术入股
,

生产单位以场地资金入股共建
“

三结合
”

基地
。

宜 以几种模式并举
,

但不论哪一种
,

都应以具备
“
三结合

”
条件为前提

。

实践证明以上几种模式都是切实要行的
。

3 教学
、

科研
、

生产三结合的效果

( 1) 充实专业课教学内容和加强教材建设
。

专业课教学内容必须随着水产养殖的飞跃发展
,

及时更新
,

否

则捧着陈旧过时的教材
,

照本宣科势必造成裹足不前
,

和当今科技和教育发展相悖的局面
,

而
“

三结合
”
也是丰

富和充实专业教材的重要途径
。

老师们在
“

三结合
”
中不断探讨和模索

,

反复实践和论证
,

将教材在原有的基础

上作了大量修改和补充
,

有的陆续编进实用性强
、

理论水平高和技术观点新的内容
。

如 《虾蟹养殖学 》
、

《虾蟹生

物学 》
、

《经济动物养殖 》
、

《鱼病学 》
、

《虾蟹高产养殖技术 》
、

《鳍鱼养殖 》
、

《原生鱼病 》等
,

都是专业教师根据 自己

的科研成果
,

生产经验
,

教学心得
,

在积累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

(2 )拓宽了科研路子
,

提高了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
。

从根本讲高等学校既要提高教学质量
,

又要提高学术

水平和办学水平
。

目前高等院校在科研经费紧缺的情况下
,

单靠上级拨款承担科研项目是行不通的
。

《三结合

可以拓宽科研路子
,

也是目前市场经济下高校科研的必由之路
。

在高科技指导下进行开发性研究是科技领域

中的一种探索和应用行为
。

近年来
,

我院水产养殖专业通过
“
三结合

”

在科研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

先后 已完成

科研项目 30 多项
,

发表论文近 30 篇
,

其中两项科研成果分别获湛江市科技进步二
、

三等奖
。

( 3) 有利于 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
。

目前
,

有相当一部分青年专业教师
,

虽有一定的理论基础
,

但缺乏 生产

实践
,

上课难以举出生动的生产实例
,

对学生提及有关生产性问题心有余悸
。

通过
“

三结合
” ,

他们开 阔了眼界
,

更新了知识
,

活跃了思维
,

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

丰富了讲课内容
,

大大提高了教师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间题的

综合能力
。

现在水产养殖专业的青年教师
,

都能熟练掌握生产技术和指导生产
,

有的 已被有关企业单位公认为

技术权威
。

有的分别被评为学院
、

省
、

全 国优秀教师
。

( 4 )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
、

提高教学质量
。 “
三结合

”
基地的建立

,

不仅为本
、

专科生的生产实习
、

毕业论文

提供了稳定的实习场地
,

而且把学生的专业实习与试验场的科研
、

生产结合起来
,

让学生参与进去
,

自己动手
。

明确有关工作必须由学生独立完成
,

老师仅起指导和启发作用
。

由此而 切实地提高了学生的素质和解决间题

的能力
,

出了一批质量较高的毕业论文
,

分别在院学报或其他刊物上发表
。

毕业生到了用人单也受到欢迎
。

( 5) 通过
“

三结合
” ,

为多媒体教学创造条件
。

多媒体教学是现代化教学 手段
,

利用基地的方便
,

制作大量

的标本
、

投影
、

幻灯片和录像等
。

目前
,

水产养殖专业有关课程都有教学录像带
,

这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
,

促进

了课程建设
。

《海产经济动物增养殖学 》被评为广东省省级重点课程
,

经省专家组评议
,

获得 了
“

该课程教学效

果好
,

科研成果多
,

多媒体教学好
,

对发展海洋经济具有战略意 义
”

的高度评价
。

该课程组 已获得学院95 年度优

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

学院已将该成果申请省级优秀教学成果奖
。

4 结论

为了适应 21 世纪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
,

培养高质量的农林科技人才
,

国家教

委 已决定对高等农林教育进行面向21 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
。

其核心是进行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

改革
,

目的是更新教育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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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有些教学内容陈旧
,

削弱实践训练
,

应引起重视
。

教学
、

科研
、

生产三结合是加强实践教

学的最有效保证
。

从我院水产养殖专业儿年来
“
三结合

”
的实践看

,

效果相当显著
,

应是有关专业和专业课的改

革方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