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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科背景下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与实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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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实现卓越农林人才培养目标,针对西南大学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经费投入不足、校内实习基地基础设施功

能单一、校外实践基地数量偏少等问题,构建了“学校+政府+科研院所+企业”四位一体的实践教学协同育人平

台,采取了增加基地建设经费投入、改造校内实习实训基地、拓展校外实践基地、加强“双优”教师队伍建设等措

施,取得了良好的建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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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cultivateexcellentagricultureandforestrytalents,theproblemssuchasinsufficient

investmentintheconstructionofpracticalteachingbase,poorinfrastructureandsinglefunctionofcampus

practicebase,andlowproportionoff-campuspracticebasewereintroduced.Furthermore,apractical

teachingcollaborativeeducationplatformof“school+localgovernment+researchinstitute+enterprise”

wasbuilt.Ithasachievedgoodresultsinbaseconstructionthroughincreasingtheconstructioninvestment,

reformingcampuspracticebaseandcarryingout“doubleexcellent”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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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人才培养计划”是列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重要内容,该

计划是从国家战略高度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同时也是高校自身适应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已在

工程、医学、法学、教师教育等领域探索实践[1].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2013年底,教育部、

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关于实施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西南大学(本文简称“我校”)动

物科学、动物医学、动物药学3个专业进入该计划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项目,确立了坚持以

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动物健康养殖为方向,主动适应现代畜牧业发展需求,

培养21世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展所需要的具备扎实动物科学、动物医学、动物药学理论知识,

较强实践能力,富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优化现代畜牧业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方

案,按照综合化与个性化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思路,按“1.5+1.5+1”(前1.5年主要开设通识教育课程和学

科基础核心课程,突出学生的综合素质、大类核心的基础知识和学习习惯的培养;中间1.5年主要开设学

科基础课程和专业发展必修课程,突出学生的专业知识、学习能力、探究能力的培养;最后1年主要开设

专业发展选修课程和个性化课程,突出学生的多样化培养、社会适应和特长发展)框架设置教学课程,实行

课程的“两通两特”(通识教育课程全校打通、学科基础课程按专业大类打通;专业发展课程、实践教学环节

开出特色)、“两同两优”(通识教育课程、学科基础课程学时学分相同;专业发展课程、实践教学环节优质

精练)和“两化”(通识教育选修课程模块化、专业发展选修课程方向化),增加实践环节学时学分(占总学时

学分的40%以上),将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纳入培养方案.设计课堂实践教学、专业技能大赛、校内体验式实

践、企业生产实践4个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的实践训练环节,逐级、分层培养学生的“基础技能、专业技能、

综合技能、职业技能”4个层次的技能,提高学生职业发展的综合实践能力.加强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积

极开展国家级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建设,为现代畜牧业发展培养未来领军人才.为全面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教育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农科教结合实施卓

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提出:“高等农林教育要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培养服务“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卓越农林人才.构建

“专业+产业”“专业+行业”“专业+企业”协同创新育人新模式,推进专业与行业对接,强化高校与企业联

系,推进学、研、产协同育人[2].2019年,我国新农科建设奏响了“三部曲”,“安吉共识”提出了“四个面向”

的新理念,“北大仓行动”推出了深化高等农林教育改革的“八大行动”新举措,“北京指南”将实施新农科研

究与改革实践的新项目.新农科建设要面向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新生态,要面向山、水、林、田、湖、

草、沙,培养未来的新农科人才[3].注重学生创新精神、创造力、学习和科研兴趣培养,强化自学能力、归

纳总结能力和表达能力[4].构建新农科特色“双方向”人才培养体系,坚持价值引领,构建全员协同“三全育

人”人才培养模式,坚持以学为本,构建“产、学、研”一体化课程主脉络,坚持需求引领,培养适应新农科

产业需求人才[5].我校秉承“特立西南、学行天下”的大学精神,坚持“以人为本,学术立校”的办学理念,坚

持为“三农”服务的改革方向,立足知农爱农新型人才培养,确立了强烈社会责任感、深厚人文底蕴、扎实

专业知识、宽广国际视野、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卓越农林人才培养目标,坚持产学研紧密结合办学

特色,注重内涵式发展,积极开展“博学、创新、实践、精训”人才培养改革.

1 存在的问题

实践教学又叫实践性教学,是相对于理论教学的各种教学活动的总称.包括实验、实习、设计、工程测

绘和社会调查等,旨在使学生获得感性知识,掌握技能、技巧,养成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和独立工作能力.
实践教学通常在实验室、实习场所等一定的职业活动情景下进行,作业是按专业或工种的需要设计[6].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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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教学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是理论与生产实际相结合的重要途径.完善农林人才实践能力培养模式是

一个系统工程,需从强化实践育人理念、完善培养方案、构建实践能力培养课程体系、强化实践师资队伍

建设与资源培育整合、加强产学研与实践育人融合等多方面共同着手[7].基于“三农”发展前瞻、科学技术

前沿、农业实际问题,不断拓展实践环节、更新教学内容,建立与前沿技术紧密结合的实践教学体系[8].为

了培养学生的基本技能、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我校不断深化实践教学改革,构建了实验教

学、实习实训和社会实践相通统一的三维实践教学体系[9],创新实验教学模式,开展协同育人的实践教学

平台建设,包括国家、重庆市级、校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各类实验室、教育部直属高校农林实践基地及校

内实习实训基地(动物暂养区、饲料加工实训区、牧渔业科教实训区、创新创业区、养殖废弃物无害化处理

区、中药本草园、动物医院、动物疾病快速诊断中心等),还拥有以学校为主体、由重庆澳龙生物制品有限

公司、方通动物药业、川牧饲料总厂等现代企业参与的“1+8”校企联合体等,在正大、希望、大北农、通

威、挑战、特驱、铁骑力士、巨星等大中型企业建立了数十个校外实践教学基地.这些校内外基地对于保障

课程实验、教学生产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社会实践、创新创业活动等实践教学发挥了重要

作用.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和现代养殖业的标准化、规模化和智能化发展,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而我校在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方面尚存在不足.一是我校地处西部,还存在基地建设经费投入不足

的问题;二是现有校内实习基地基础设施较差、功能单一,与现代养殖业差距大;三是校外实践基地存在

数量偏少等问题,不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及卓越农林人才培养需要.实践教学基地作为教育资源性要素,

既是学生把知识转化为能力与素质,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场所,也是教师教育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的

重要阵地,因此加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对于基地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创

新精神和综合素质,培养卓越农林人才,提高教师的实践教育教学能力、专业素质都具有重要意义.

2 采取的措施

瞄准现代健康养殖业发展趋势,整合校内外资源,合理规划布局,校内实习实训基地坚持标准化、智

能化和生态环境友好建设原则,校外实践基地坚持规模化、专业化建设原则,以高水平农科教合作人才培

养基地、养殖科技示范与职业培训基地、创新创业实践平台、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及应用推广平台为建设

目标,积极为卓越农林人才培养提供良好的实践教学资源.

2.1 改造校内实习实训基地,夯实实践教学条件

积极争取政府、社会资源等建设经费,将现有的牧渔业科教实训区、创新创业区进行基础性改造和功

能升级,提升实践教学服务能力水平.增加现代牧渔业养殖设施设备,改造动物精确营养代谢试验区、SPF
级动物实验室、养殖创新创业区,建设了室内水族箱实验区、钢架大棚水产试验区、水产创业实践区、池塘

及工厂化养殖繁育区、水产品展示区等,夯实了课程实验、教学生产实习、养殖科技示范、农民技能培训、

专业实践技能大赛、创新创业体验等实践教学条件.

2.2 拓展校外实践基地,强化协同育人机制

以学校为主体,深入推进与以全国畜牧兽医基层典范的荣昌区畜牧兽医局为代表的校地合作、与以重

庆市畜牧科学院为代表的校院(所)合作、与以正大集团为代表的校企合作,积极拓展以希望等现代化程度

高的企业为主的校外实践基地.明确学校主体责任,拟订实习实训大纲、计划,提供相应政策和经费保障

等.校外基地提供实习实训岗位任务、场地等,共同开展实习实训过程管理、考核与成绩评定,建立协同育

人机制,强化学生知农爱农品行、专业实践技能及综合素质的培养,积极为国家、行业企业提供人才资源.

2.3 加强“双优”教师队伍建设,保障实践教学师资资源

教师作为教育活动中的主体,通常被认为是受社会的委托,履行教育教学职责,承担教书育人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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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社会建设者,提高国民素质的专业人员[10].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坚持把教师

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并提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要求,教师

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

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及“高校教师要努力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更好担起

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这些重要讲话对教师队伍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建设政治素质过硬、

育人水平高超和业务能力精湛的教师队伍是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基础性工作[11].认真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提升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强化教书育人、科研、社会服务的有机结合,

积极支持校内教师参加教学、科研、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不断吸取新知识、新技术,追踪学术科研前沿,投

身经济社会建设主战场,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能力、专业素质和实践技能.吸纳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优秀人

才作为校外指导教师参与实践教学,将教学、产品设计、生产管理、市场营销、创新创业融合一体,培养卓

越农林人才.打造一支理论教学优、实践教学经验丰富的“双优”校内外高素质教师队伍,提供良好的师资

资源保障.

3 收到的成效

3.1 强化实践显特色,学以致用展风采

通过对牧渔业科教实训区的改造升级,我校建成了一个安全、健康、生态的现代动物养殖科教实训基

地,一次性能容纳200多人进行猪、鸡、牛、羊、兔、鸭、鹅及特禽等多畜禽品种的标准化养殖实习实训及

科技示范活动,学生实习实训教学条件明显改善,实践机会显著增多.也能满足200多人开展圈舍设计、动

物品种选择、动物饲养、饲料加工、疾病防控、粪污处理、产品营销等科研及创新创业实践.经过创新创业

实践的学生,提高了创新创业意识,积累了创新创业经验.
每年开展动物科学、动物医学、动物药学、水产科学、水族科学与技术等专业实践技能大赛,参与学生

达1000多人次,通过初赛、复赛、决赛等,以竞赛为平台,培养学生专业实践技能、创新精神、沟通交流

及团队合作精神,营造了学练专业实践技能的浓厚氛围,促进了学生早日成才.学生参加全国动物科学技

能大赛、全国“生泰尔杯”兽医技能大赛、全国水族造景大赛,获得了特等奖、一等奖等奖项.

3.2 产学研紧密结合,协同创新育英才

我校每年有300余名学生参与地方畜牧兽医局、重庆市畜牧科学院以及正大、希望等数十个现代饲料、

兽药企业等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毕业实习、顶岗实习、产品生产、技术研发、市场营销等实践环节,产学研

紧密结合,培养行业英才.
充分依托位于学校所在地的“以农牧科技为特色的国家高新区”“国家现代畜牧业示范核心区”“中国畜

牧科技城”等有利资源,组织学生参与中国畜牧科技论坛等实践活动,学习了解畜牧科技新技术、新产品、

新项目,拓宽视野,熟悉行业发展动态,强化知农爱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对专业的学习兴趣,提高学

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依托重庆市高校“养殖+”众创空间,开展项目大赛(路演)、创新创业教育培训、创客沙

龙等,创新与创业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孵化与投资相结合,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业素质.

3.3 科技创新作支撑,社会服务显成效

发挥在特色养殖中的引领作用,我校承担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和科技部星火计划重大项目等提升

了三峡库区草食畜牧业生产优势特色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形成了以“三峡库区(涵盖重庆、湖北、贵州、四

川等相关省市)名优水产产业带”,促进了农民增收,企业增效,行业规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文明

进步.
其次,发挥好科教实训与职业培训作用,先后通过举办“重庆市林下养殖高级研修班”“黔江基层畜牧

兽医人员培训班”、各类畜禽疾病防治培训班、移民致富带头人肉牛健康养殖技术培训班、全国“创新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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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动物重大疫病防控对策及措施”报告会等,为养殖户、养殖企业、饲料兽药企业、畜牧业事业单

位、地方政府培训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另外,还发挥在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体系及治疗中的作用.我校动物疾病快速诊断与防治中心及动物医

院,每年开展动物疾病的实验室诊断、抗体检测以及临床敏感药物筛选等8000余例,门诊治疗动物疾病

约4000例,为养殖户、相关企业挽回了较大的经济损失.
总之,通过农林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探索实践,构建了“学校+地方+科研院所+企业”四位一体的实

践教学协同育人平台,拓展了实践教学资源,为卓越农林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支撑了“以农牧科

技为特色的国家高新区”“国家现代畜牧业示范核心区”“国家畜牧科技城”建设发展,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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