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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研究生大规模的扩招袁 我国每年研究生入学人数
呈现梯度上升趋势袁由于野 三农冶问题以及人们野 绿色消费冶
意识的增强袁社会对农学毕业生的需求量大幅增长遥由共青
团中央学校部尧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联合发布的野 2006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冶显示袁农学毕业生的就业率达
78.38 %袁比第 2名的管理学高出 20个百分点遥 同时袁由于
农学研究生的入学分数在全国一直属较低分数线袁 其招生
数量较其他专业人数就更多了遥 笔者就农学研究生教育中
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探讨遥
1 主要问题

1.1 重前沿而轻基础 农学各专业所研究的应是与本专

业结合紧密尧实用性强袁与农业生产实践紧密相关的课题袁
但现在农学研究生教育中袁 真正对基础农业有益的课题很
少遥研究中袁一味强调前沿袁向微观领域发展袁使得导师在申
请课题时袁只能放弃基础袁从各方面向前沿靠拢袁就出现了
全校上下的课题都在向一个方向野 靠冶的局面遥 学生从进校
开始袁就手拿微量移液器做 PCR尧ELISA等实验袁毕业时也
因为做的课题比较前沿袁顺利毕业袁甚至因此而考取博士或
出国袁但真正应用到基础农业中却没有多大作用遥国家投入
大量的资金发展农业袁但如果大家都在搞分子生物学课题袁
都在搞前沿课题袁 对现阶段基础农业的发展又能起到多大
的作用呢钥
1.2 重理论而轻实践 目前有些院校已经对都向前沿

野 靠冶的培养模式有所改革袁开始走实用型的道路袁但在执行
过程中却又出现了另一种情况袁即重理论轻实践袁只看重理
论研究而忽视实践应用袁通俗地说就是走不出去遥我国农学
研究生大多都是在实验室里埋头做实验袁其效果也较明显院
例如培育粮食新品种袁 每年都有很多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里
会提到袁 培育出了某某新品种袁 年产量比旧品种翻几倍等
等遥 如果按这种理论推算袁光每年利用这些新品种种植袁我
国粮食年产量会翻几番袁但粮食并没有取得这样高的产量遥
又如一个临床兽医专业的研究生袁 每天只是在实验室做实
验研究直到顺利毕业袁但临床医学注重的是实践袁在实验室
里如何临床实践呢钥当真正面对临床时该如何下手呢钥这种
方式培养出的研究生,充其量只能算是个野 高级实验员冶遥
1.3 重论文而轻质量 现在国家院校对研究生毕业都有

很多要求袁其中之一就是对发表论文的要求袁即研究生在毕
业前必须要在公开刊物上发表 1耀2篇研究性论文袁 有的还
规定必须是核心期刊遥 一些院校规定博士研究生必须要在

SCI上发表 1篇研究性论文袁发表论文几乎成了研究生取得
学位的野 通行证冶遥我国研究生学制一般是 3年袁有的院校硕
士研究生学制已改为 2年遥以 3年制为例袁第 1年基本是学
习课程阶段袁第 2年才开始进入实验室袁而第 3年又开始为
考博尧撰写毕业论文和找工作做准备袁做课题的时间也就 1
年左右遥 在这 1年中袁一个免疫期尧饲养期或作物生长期又
是好几个月袁这种情况袁是所有农学研究生都面临的遥试问袁
这种时间紧张情况下袁要发表一篇高水平的文章谈何容易钥
而对博士研究生来说发表 SCI就更难了袁除了时间关系袁还
有课题关系袁所做课题基本都是自己导师申请的袁侧重点不
一样袁一些课题对农业发展的前景非常好尧非常实用袁但可
能不符合 SCI的收录要求曰一些课题虽符合收录要求袁但时
间太紧张袁在短短的一年多内不可能做完袁有可能会需要连
续几个博士来做遥这样袁发表一篇有水平的论文的难度可想
而知遥
1.4 重野 专冶而轻野 博冶 农学研究生基本都是由本专业或相

近专业考入的袁在专业方面都有自己的一技之长袁但由于各
种原因所致袁在专业以外的领域却出现了知识的匮乏袁出现
了野 硕士不通尧博士不博冶的现象遥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生只精
于学位论文选题所涉及的狭窄范围内的东西袁 这严重局限
了研究生的思维袁妨碍了身心的成长遥目前各种学科向着既
分化又综合的方向发展袁 许多交叉学科尧 边缘学科方兴未
艾袁各类学科间的联系也在紧密加强袁而相当一部分研究生
依然固守原有的学科分类并只钻研自己看重的一个方面遥
这在研究生论文选题时表现得更明显遥 研究生关注一个研
究领域是必要的袁 但狭窄的学术视野会妨碍研究成果的推
广袁很难发现具有先进性尧前沿性尧创新性的课题袁同时袁更不
利于合格人才的培养遥
2 建议

由以上所提出的野 四重四轻冶不难看出袁这些问题的根
源在于农学研究生的培养模式遥因此袁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
是否完备袁培养模式是关键遥 向来宣称学术自由尧大学自治
的美国袁在学校的规格层次方面袁尤其是在研究生教育方面
对不同大学有不同的要求袁 这使得美国十分注重大学的分
类发展袁从而保证了各类大学在资源分配尧任务承担等方面
各得其所袁形成了既有世界影响又有独自个性的大学系统遥
美国教育的培养模式是多层次发展的袁 正是由于这种多层
次地发展袁 使得美国教育居于世界领先袁 而美国之所以发
达袁与其教育体系的合理性是分不开的遥世界一流大学成功
经验各自不同袁 但它们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袁 就是强调特
色袁野 有所为袁有所不为冶袁通俗地说袁就是其培养模式的多元
化遥针对农学研究生教育中出现的野 四重四轻冶现象袁笔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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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农学研究生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袁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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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遥 通过以上训练袁培养了学生独立思考尧分析判断的能
力袁提高了学生参与实验的主观能动性遥
4 考核方法

采用平时成绩与考核成绩有机结合的方法遥 作为一门
专业基础课而独立开设的植物生理学实验课袁 它具有不同
于理论教学课的特点和内在的规律性遥 实验课程要求对学
生进行基本知识尧方法和技能的训练袁既体现在有关实验原
理的掌握上袁更集中反映在实验思路尧方法尧设计尧仪器操作
和使用袁实验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尧数据处理及结果分析等多
环节的综合能力上遥为此袁笔者打破常规采用的一次性考试
作为实验课总成绩的考试方法袁 而将学生的平时实验成绩
纳入实验总成绩袁并占总成绩的 30 豫袁以检查学生每次实
验的预习情况尧实验过程中的态度尧实验中的创新能力尧综
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实验报告的写作能力等遥
5 小结

在植物生理实验教学中袁 发现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非常重要遥通过 1年的教学实践袁训练和培养了学生严谨求
实的科学态度袁加强了对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袁锻炼了学生
独立操作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袁 为他们以后的考研或参
加工作打下基础遥由于课时有限袁这 1年的实践教学虽然比
以往有所改进袁也取得了初步的效果袁但仍感学生的创新能
力尧对问题的综合分析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袁以后可
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院 淤还应在教学内容选择中适当增
加综合应用内容训练袁部分开放植物生理实验室袁增设学生
自选实验袁以提高学生综合分析能力遥于室内与室外实验穿
插进行遥 一般来说袁植物生理实验绝大部分在实验室内做袁
这种一成不变的环境使学生对实验很少有新鲜感袁 往往表
现出厌烦情绪遥因此袁可以把一些实验搬到实验实习基地去
做遥 学生一到开阔的实验室袁兴趣随即大增袁思维也活跃起
来袁创新灵感油然而生遥 盂在制定实验教学计划时,尽可能
地把教师的科研工作与实验教学结合起来袁 不断更新实验
内容,改进实验方法,紧跟学科发展方向袁以提高实验教学的
科学性袁使学生学到最前沿的科学知识遥

出以下几点建议遥
2.1 培养模式多元化 根据我国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

我国农业的实际需求袁大力发展高层次应用型人才袁培养大
批适应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应用型人才是有必要的遥 对于农
学研究生的培养模式袁不妨学习一下国外的经验袁走研究型
和应用型道路袁即对于不同的学科尧专业采取不同的培养模
式遥例如预防兽医专业的研究生应该成为研究型的人才袁社
会需要大量的研究人员去研究突发的各类疾病袁 利用分子
生物学技术去预防和诊治袁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成效曰而临床
兽医专业的研究生就有必要扎根于临床实践袁 研究临床的
各类疾病袁找寻更新尧更快的诊治方法袁服务于社会遥 反之袁
如果临床专业与预防专业的研究生一块去研究分子生物

学袁因为所学专业不同袁不可能在同一个起点上袁所研究的
结果也不会在同一个水平袁 这是对人才和资金的浪费遥 因
此袁采取多元化的培养模式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遥
2.2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只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知识才

是有用的知识袁对于农学研究生来说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尤
为重要遥农业需要的是生产实践袁只有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
才能发展农业遥而我国农学研究生教育正如上面所说袁基本
都是在实验里做课题袁真正走到实践中的很少袁以致于造成
了野 学临床的不会看病尧学栽培的不会种地冶的现象袁而这种
现象在我国农业院校普遍存在遥

我国是农业大国而不是农业强国袁 国家投入大量的资
金发展农业教育袁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遥 发展农业袁只有
立足在实践的基础上才是唯一途径遥 这就要求农业教育要
走出去袁将理论应用于生产实践中去遥 因此袁我国农学研究
生的教育不能只停留在实验室里袁 要将理论运用到农业生
产实践中去袁反过来再从农业生产实践中去学习深造袁真正
做到学以致用遥 学校和导师也应该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实
践空间袁多创造机会袁从而培养出对社会尧对农业发展真正
有用的合格人才遥
2.3 制定全面尧系统尧合理的考核机制 要求研究生毕业前

发表论文的规定是有一定的可取之处袁 这不仅促进了研究
生自我素质的提高袁 同时也是对研究生研究成果的一种肯
定遥 但把发表论文做为毕业的一种硬性条件袁值得去深思遥
因此袁制定全面尧系统尧合理的研究生培养考核机制迫在眉
睫遥 对于发表论文来说袁 应该建立研究生发表论文奖励机
制袁即把发表论文作为一种激励方式袁在评优尧奖励尧毕业等
方面予以突出袁 使研究生把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结合起
来袁这不但对研究生自身是一种激励袁同时论文的质量水平
也会有所提高袁而且也是对不正之风的一种打击遥可喜的是
现在有少数院校已经取消了研究生毕业必须发表论文的规

定袁这不仅是一个学校的举措袁也是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的
一个好的开端遥
2.4 野 专尧博冶并进 重野 专冶轻野 博冶现象不仅仅只存在于农
学研究生中袁在我国所有的研究生中都普遍存在遥一个合格
的研究生袁应该野 精而博冶袁精即精通自己的专业袁博即有广
博的知识袁 只有这样才会有利于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
养遥我国老一辈学者渊博的知识储备和野 一艺精尧数艺通冶的
修养袁正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所在遥 因此袁研究生除学好本专
业知识以外袁 还应该多接触专业以外的知识袁 既要做野 专
家冶袁也要做野 杂家冶袁用丰富的知识来武装自己曰而学校和导
师也应该为研究生提供更广阔的学习空间袁不拘泥于本专业
知识袁使之成为专业过硬尧知识广博尧勇于创新的合格人才遥
3 结语

农学研究生的培养袁既有其共性的一面袁又有其特殊的
一面袁以上提到的仅仅是一小部分袁相关的问题还很多袁这
就需要不断地发现问题尧解决问题袁使我国农学研究生教育
体系更加完善尧合理袁为农学研究生的全面发展提供强大尧
有力而又持久的动力袁 从而为国家培养出更多有利于农业
发展的合格研究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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