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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从我 国水 上保持行业 发展 J力史及现状出发
,

分析了现阶段我 国水土保持教 育现状及存在问题
,

对

比分析 J’ 高职高专 `j 本科水土保持 专业教学 计划与课程体系
,

分析预测 了水土保持行业发展对相关人 才

的需求 以 南昌水 专为例
,

提 出 厂高职 高 专水土保持生态类专业教学改革 的方向及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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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水专水 t 保持 专业创建于 l , 8 0 年
,

受水利

部委托举办水利部水土保持干训班
,

为南方各省培训

水 卜保持行业的技术骨干力量
。

1 9 8 3 年开始招收三

年制在职干部 大 专班
,

1 9吕5 年正式向我 国南方 11 省

(区 )招收水土保持 专业学生
,

培养水上保持工程师初

步训练的高等工程应用性 人才
。

经过 l()
。
多发展

.

师

资技术力量
、

教材
、

实验手段
、

实习场地等均有长足的

发展
.

共培养 三年制专科毕业生 5 4 3 人
,

培 训水保在

职 人 员 2 () 余期共计 1 5 l() 人次
,

函授生 16 8 人次
,

为

我国南方水蚀 为主因的土壤侵蚀区域小流域农村经

济 发展 和生态 工程的恢复与治理做出 J’ 极大贡献
。

在

人才培养过程中也逐步摸索 出一 条符合我 国南方水

上保持 专业方向发展具有一定特色的高等 专科层 次

的力
、

学机制和 产学研办学的途径
,

在科研
、

教学中也

取得 J
`

一 些骄人的成绩
,

如 1 9 91 年贵溪水 仁保持科

教 基地评为江西省高校优秀教学成果 二等奖
.

在全 国

当时都具有很大的影响 ; 1 9 9 2 年被水利部授予全国

水土保持先进单位 ; 1 9 9 4 年
、

19 9 6 年分别列人国家教

委教学改革试点专业和水利部重点学科
。

南昌水专水

上保持专业从初始期逐渐进入到 全国仍有影响力 的

水土保持专业建设行列
。

回顾南昌水专水土保持专业

的力
、

学发展过程
,

展望未来
,

为我 国高职高专类教育

发展提高及为水土保持专业的发展和改革更好地进

行奠定坚实的基础
。

1 水土保持行业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我国是水土流失严重的国家之一
,

也是世界上开

展水土保持具有悠久历史和具有丰富经验的国家
。

我

国以 占 7%耕地养育 了占世界 22 % 的人口 ;我国历代

人 民与水土流失作 斗争可 追溯到商代 (公元前 16
-

11 世纪 )利用了防止耕坡地水土流失的区 田法
,

西汉

时期 (公元前 2 0 6 2 4 年 ) 山区出现了梯 田雏形
.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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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春仍存有 80 0 多年历史的水稻梯田
,

汾河流域修梯

田有 30 0一 4 o o a 历史
。

秦始皇时期陕西农 民引洪漫

地
。

明代山西吕 良地区沟道里筑坝淤地
。

历代学者及

官吏总结一些水土保持理论
。

如公元前 95 6 年西周

《 吕刑 i)) 己载
“

平治水土
” ,

东汉 《论衡 》总结
“

地性生草
,

地性生木
”

的合理利用 土地
,

明朝著名水利学家徐贞

明提出
“

治水是活源
”

的理论等
,

因此水土保持源 自于

社会生产实践
,

自古有之 ; 但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则

是近 70 年的事
,

按时间顺序划分为 4 个主要阶段
。

1
.

1 启象探索阶段 (2 0 一 4 0 年代 )

先后在 甘肃天 水
.

福建长汀
,

陕西长安等地建立

了水土保持实验区对水土流失的规律进行 了初步探

索
,

为开展典型治理提供 了依据
。

1
.

2 示范推广
、

发展阶段 ( 5 0 一 7 0 年代 )

新 中国成立以来
.

水土保持工作进行到示范推广

的发展阶段
,

19 5 2 年国家确定黄河 中游为全国水土

保持重点
,

召开过全国水土保持 工作会议
,

制定方针

政策和组织活动
。

19 57 年邓子恢副总理强调水土保

持是发展山 区生产的生命线并成立国务院水土保持

委员会和专职办公室
.

由水利部代管并颁布了 《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暂行纲要 》
。

1
.

3 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综合治理
,

生态效益和经

济效益紧密结合的阶段 ( 19 7 9 一 19 8 9 年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强了水

土保持工作
,

水利部在各大流域开展了一大批小流域

综合治理
。

全国水土保持工作进人 了以小流域为单元

综合治理的新阶段 由防护型治理转向开发型治理
。

1 9 8 3 年开始 开展 了 7 大流域水土保持工程建设
。

国

务院颁布了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 召开了全国第 4 次

水土保持工作会议
。

1
.

4 以预防为主
,

依法防治水土流失和深化水土保

持改革
,

发展小流域经济的阶段 ( 1 9 9 0 年起 )

1 9 91 年 6 月 2 9 日 我国第一部《水土保持法 》颁

布
,

将水土保持工作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

标志着水

土保持工作进入稳定发展的法制化阶段 ;小流域综合

治理进入治理与开发
一

体化 ; 发展产业化
、

发展小流

域经济的新阶段
.

将小流域治理开发推向市场
。

19 9 2

年召开第 5 次全 国水土保持工作会议
,

1 9 9 3 年国务

院 又 出台了 《关于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的通知 》
、

1 9 9 7

年颁发 《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 》《全国水土保持建设

规划 》实施科教兴水保的建设战略
,

sI
a 内治理 区综

合治理初见成效
,

3() a 大见成效
。

s o a 基本实现山川

秀美
,

江湖清澈的目标
。

纵观水 土保持 的 发展历程
,

特别是 改革开放 以

来
,

水土保持取得了可喜进展
。

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

的水土保持路子
.

即以大流域重点治理为依托
,

以小

流域单元
、

村户为基础
、

以经济效益为中心
、

以预防为

主的综合防治路 子
。

走上 了有法可依
,

政府职能管理

协调
,

科研院所人才培养及科学技术为支持
,

地方群

众努力实施综合治理
,

特别是生态建设规划纲要的落

实和实施
,

以达到我国整体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实现山

川秀美 目标
。

2 我国水土保持教育现状及存在问题

2
.

1 水土保持教育发展现状

新 中国成立 以 来
,

对水 土保持工作非 常重视
。

19 5 4 年 国家 确定 黄河 中游 为水 土保持 工作 重点
。

1 9 5 8 在中国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上首次设立 了水土保

持专业
.

这一专业是在北京林学院
“

森林改 良土壤学
”

课程基础上演变发展起来的
。

1 9 80 年在原水土保持

专业的基础上北京林业大学设立了水土保持系
,

水利

部在南昌水利专科学校设立 了南方水土保持干部培

训班
。

1 98 3 年以后为了满足水土保持事业人才培养

需求
,

相继在西北林学院
、

南昌水利专科学校
、

内蒙古

林学院
、

西北农大
、

山西农大
、

内蒙古农学院
、

沈 阳农

大
、

福建林学院成立 了水土保持专业
。

在教育部专业

目录中水土保持专 业列为重点支持发展学科
。

1 9 9 7

年教育部在本科 专业改革中将水土保持专业与沙漠

治理专业合并建立新的
“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

业
”

培养水土保持高级技术人才
。

南昌水专
、

黄河水利

职工大学
、

内蒙古水利职工大学等设立 了 2 ~ 3 a 制

水土保持专业
,

培养从事水土 保持工作的在职和大专

技术人才 ; 黄河水校
、

陕西水校等中专也设置了水土

保持专业
,

培养水土保持中等技术人才
。

由于各院校

设置专业基础和隶属部门的不同
.

形成各 自不同的办

学特点
.

并表现在各 自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 置中
,

但

都体现 了水土保持多学科高度综合的特点
,

目前我国

培养水土保持专业人才的院校
、

研究所见表 1
。

表 1 水土保持正规教育和在职培训院校与研究所概况

教育层 次 院校
、

研究所

大学
、

大学

以 L

北 京林 大
、

西北农林 大
、

甘肃农大
、

西南农大
、

内

蒙 占林学 院
、

沈阳 农大
、

福建农 大
、

北 京 师大
、

浙

江大学
、

江西农大

大专

中 专

研究所

南 昌水 专
、

黄河水 利职工 大学
、

山西水利职工 大

学
、

内蒙占水利职工大学

黄河 水校
、

郑州水 校
、

黑 龙江水 校
、

山东水 校
、

山

西水 校
、

陕西水校
、

甘肃水校
、

广东梅州 市水校

西北水 七保持研究 所
、

南京土壤 所
、

北京地理所
、

成都山地研 究所
、

中国农科院
、

江西水 土保持研

究所
、

浙往大学水土研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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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土保持教育存在的 问题

( 1) 水土保持科技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是
..

教育理论不足
.

实践总结不够
”

虽经 十几年的发展
,

纵观水土保持科技理论
.

属 f 来 自实践 的应 用科学
。

因此在水七保持科学中普遍存在理论落后于实践的

现象
、

先存在然后再研究存在的现象
,

如梯田的应用

很普遍
.

但梯田的理沦研究还不够深人
、

J
`

泛
,

水 上保

持科技理沦尚需不断完善与总结
。

(助 水土保持科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I 少
、
才培养 目标需重新明确

。

自改革开放以来
,

我 国子L会经济制度有 了很大的变化
.

由计划经济为 仁

体发展为市场经济丰〔杆调控
.

水上保持专业属公益性

事业范畴
.

在市场经济中水
一

[ 保持专业人才对市场经

济存在就业范围狭窄
,

应变能力弱
,

因此在新形式 卜
.

要拓宽水上保持 专业的适应范围
,

要由单纯适应水上

保持行业
_

[ 作过渡到适应整 个生态建设行业需要的

宽 「l径的人 才培养
.

这种现象在本科院校
,

如北 京林

人
.

专科学校
,

如南昌水专都普遍存在
。

因此对现行的

水 卜保持专业人才培养 目标需重新审定和完善
。

沙教学计划
’
j 课程体 系需重新审定 和完善

.

以适

j赶人才 日标的培养和市场要求
,

拓宽专业覆盖面 由

于水 卜保持专业具有综合性强
、

专业知识涉 及面广 的

特点
.

既需要宽厚的生物学和地球科学的知识基础
,

义要有 L几程科学
、 ’
卜态经济学和系统工程学的基本知

识和技能
。

因此
.

在人才培养计划中必须贯彻厚 基础
、

宽 工J径
、

门类多
、

学时少的原则
,

重点培养学生 的 专业

基 本素质和基本技能
,

有利 于学生把握社会需求 和个

人志向转换职业
,

井为学生在毕业后在实际 「作中继

续深造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
。

我国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有 r 长足 的发展
.

人

民
`

仁活水平正向小康社会迈进
.

在这 个社会发展阶段

中
.

方面人均收人和生活水平 大幅度提高
.

另
。

方

而典塑农村的范围越来越小
,

并呈现农村的城镇化
.

我 }阅落后的农村正逐渐走向城 市化道路 在这个翻大

覆地的 变 革中
.

水 上保持工作兼顾两 头 头是与农

村经济水平的提高及 落后的农村的生态保护 紧密相

关
;

另
1

失是农村城 市化过程中人为水 卜流失相关的

城 f[J 水 卜保持任务紧迫
,

同时 又要求城 市美化
.

亮化

及繁重电建 L 作
〕

为实现 卜六大江总 书记提出中国进

入小康社会的奋 斗目标
,

中国水土保持 工作 重点很明

显集中 J
l :

城市水 卜保持 工作基本 卜围绕着城市园林

化 和生态 重建 ;农村水上保持 〔作继续延续现在的水

士
_

保持 L
一

作
.

治理小流域
.

保护水 上资源不破坏和建

设恢复农村生 态环境
,

同时农村经济又 明 撇改 善和提

高
.

达到山川秀美的 目标
。

正因为中国社会经济发生 了根本变革
,

过去沿袭

厂来的水土保持技术和理论需重新补充和完善
,

水土

保持专业教育课程体系需增添许 多新知识
,

新技术
,

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
,

使对环境调查
,

监测控

制手段的提高
,

数据采取和分析处理 的快捷
,

极大地

促进和形成数字地球
.

数字流域 的可能
,

大大加快了

水土保持
,

依法行政
,

依法管理和治理的进程
。

因此需

要增添城市水土保持
,

城市园林绿化
,

3 5 技术应用
,

流域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

流域治理和监测评价
,

水土

保持执法与行政管理等相关知识内容
。

③课程设置问题需要重新考虑
,

做出科学合理性

评价
。

一些学校由于历史原因
、

教学师资的原因以及

力
、

学条件的原因在课程设置上各有所偏重
,

或偏生物

措施或偏工程技术
,

形成各 自办学风格和特色
,

但 由

于课程的安排上存在主观性
,

因此不能说都是完全科

学合理的
,

而对这种设置 (包括内容安排
,

学时安排
,

理论和实践 内容的安排
,

先后顺序的安排等 ) 一般学

校也没有做出科学性评价
。

对课程与课程之间的关系

也研究得不够
,

因此在进行教学改革时需要考虑这方

面的内容
。

3 我国水土保持生态建设行业中远期

社会规划发展对高职高专人才的需

求预测
19 91 年 6 月 29 日我 国第一部 《水土保持法 》颁

布
,

将水土保持工作以法律的形式 固定下来
.

标志着

水土保持工作进人稳定发展的法制化阶段
。

这个阶段

由 于我国经济
,

科技水平的迅速提高
,

城市化过程迅

速加强
,

城乡之间的基础 建设 国家投资很多并成为拉

动内需 的一个重要环节
。

因此
,

城 乡之间环境破坏与

生态重建问题处理的好坏也直接关系到我国未来经

济健康稳定发展
,

典型 乡村由于经济落后由国家财

政
,

地方集体财政和个人出工出力 三方合作进行小流

域综合治理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加 以推广
,

小流域综合

治理后进人产业化发展
,

流域经济水 平的提高与可持

续发展成功模式加快 了流域治理开发
.

加快了向市场

的推进
。

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
.

中国城乡间的水土

保持工作非常艰巨
。

( ” 水上保持治理任务十分繁

重
,

全国有将近 2
.

0 0 只 10 6
k m

Z

水土流失面积需要治

理 ; ( 2) 水土保持发展趋势上水 仁流失严重
、

生态环

境恶化的局面未得到根本遏制
,

中国现代化
,

城市化
,

西北大开发以及人 口 的增长将对生态环境构成很大

的压力 ; (3 ) 一些地区 由于水上 流失导致土地退化
,

沙化
.

土地资源更为短缺
,

人地矛盾 卜分突出
,

防治水

十流失
,

保护水土资源
,

改善生态环境 已成为 一 项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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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药职 高专水 七保持 类 专业的教学改吊 与建设力

一

略

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进人 2 1 世纪
.

个球各国政府致

力于经济与自然协调发展
.

我国已将水 [ 保持生态建

设确定为 21 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一

项重要基础工

程
,

明确 了水土保持生态建没的战略目标和任务
。

近期 目标 ( 2 0 ( ) ( ) 2 ( ) 1 ( ) 年 ) ;

每年治理 5
.

( ) 火 l ( )
`

k m
竺 。

2 0 10 年新增治理面积达 5
.

5
办

l()
乃
k m

Z .

7 大流

域治理初见成效
,

森林覆 盖率达 17 %
,

建立全 国水七

保持预防监督体系和监测 网络
,

法规进 一 步完善
,

基

本遏制水土流失和生态恶劣趋势

中期目标 ( 2 01 1
一

2() 加 年 ) :

全国 60 %适宜治理

区得到治理
,

生态环境初现 良性循环
,

森林覆盖率达

2 0% 以上
,

全面制止 各种新的人为水 卜流失
。

远期 目标 ( 2 ()3 l 2() 刘 年 ) :

全面建立适应社会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生态系统
,

适宜治理地 区得到

整治
.

水土流失及沙漠化基本控制
,

坡耕地梯田化
.

宜

林地 全绿化
, ’ .

三化
”

草地恢 复
,

全国生态系统明显 改

善
.

人 为水 L 流失得到根治
,

全国基本实现山川秀美
。

因此
,

如此巨大的水 上流失面积及其工作的艰巨
J

性
.

迫 切需要培养水 卜保持科技人才
。

目前 全国从事

水上保持
_

L 作的专业 /
、
员约 1 8 0 00 人

,

远远满 足 不

了 水 七流失治理
、

流域管理
、

科学实验的要求
,

随着水

上保持事业蓬勃发展
,

对水土保持专门人才数量和质

量提出愈来愈高的要求
。

未来水土保持工作对人才需

求情况 ( 见表 2 )

表 2 未来水土保持专业人才需要情况

21 世纪 目标
新增 治理 面积

/

1 (
、 ’

k
r : l 二

新增专业人 数 新增 专业人数 新增 专业人数 每年新增 专业人数
(按 l 人 厂

k
n l 才

计 ) ( 按 1 人 l 一) k
n亡 计 ) (按 1 }\ 2 ( ) k r: 、了

计 ) (按 l 人 / k m
业

需求计算 )

ù

近期 2 0 0 0一 2 0 1 ( )

中期 2 0 1 1一 2 0 3 0

远期 2 0 3 1一 2 0 5 0

l ( ) ( -

l (川

1 0 0 0 0 0

1 0 ( ) ( ) UO

汤s t ) (川

1 0 (川 ( )

l ( ) (川 ( )

:{…{
5 0 0 ()

5 0 0 U

5 0 0 0

表 2 显示按每年我国新增 弓川
( )只 1侧 km

Z

的治

理速度进行水土流失的治理
.

全国每年新增水土保持

专业人数达 5
.

00 x ol
’

人
.

其中高职 比率按 50 % 计
,

我国高职高专水土保持 专业人才的培养规模要达到

2
.

5 0 火 1少 人
,

而 目前水 仁保持人才培养单位也非常

有限
. ,

无法满足将来行业发展的需要
。

4 高职高专水土保持专业教学存在问

题与本科层次比较

4
.

1 人才培养目标的拓宽问题

据教育部颁发的新科学 目录
,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

防治本科专业规范中确定的 业 务培 养目标
“

本专业

培养能在水土保持
、

林业
、

农业
、

水利
、

环境保护
、

土地

管理等行政事业部门从事水 上保持 与荒漠化防治规

划
,

设计
、

施工和管理 以 及国土环境整治与资源合理

开发利用的高级工程技 术人才
”

。

专科层次的水土保

持人才培养 目标应比本科 专业适应性 更广
,

因此高职

高专三年制水保专业人才培 养目标可基本明确为
“

本

专业培养能在水土保持
、

林业
、

农业
、

水利
、

环境保护
、

土地管理等行政
、

事业
、

企业部门从事农村水土保持
、

城市园林绿化及城市水 上保持与生态建设的规划
、

设

计
、

施工 和管理以 及国 上环境
、

生态整治与资源合理

开发利用的一线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

。

4
.

2 教学计划与课程体 系设置问题更趋合理完善

4
.

2
.

1 本科层次 与专科层次课程安排及松 紧度情况

比较及存在问题 本科层次的北京林业大学水土保

持 专业教学 i卜划拟 i丁总学时数 2 30 5 ( 100 % )
,

公共课

7 0 2 ( 3 (〕 5 9 性石 )
,

基础课 3 9 ( ) ( 16 9 2% )
,

专业基础 3 7 ( )

( 1 6
.

()5 火
) )

,

专业课 l 冲 ) ( 7
.

8 % )
,

必修 课 累 计 1 64 5

( 71
.

3科节 )
.

而其他选修课 6 60 ( 28
.

6 3 % )
。

因此专科

层次学生学习 只有 3 : , .

学习课时不应超过本科层次

2 3 (〕 5 学时 (折算 日均学时 3
.

8 )
。

表 4 数据 比较结 果显示南 昌水专水 土保持 3 a

教学计划分析如下
。

( l ) 总学时 已 达到本科层次的课时量
,

这一 方面

说明南昌水专水保 专业学生 3 a 学习达到本科 4 a 才

能学习 的知识内容 学习 紧凑效率高
,

另一力
一

面说明

南 昌水专水保专业教学中松紧度 高
,

学生学习 太紧

张
,

业 余时间太少
。

( 2 ) 公共课 比本科 专业学时少 10 % ~ 15 %
,

基础

课 较本 科学校 2 倍 多
,

专 业 基 础专 业课 为本科 的

7 2 %
.

少 2 8%
。

表 3 南昌水专水土保持专业近两轮教学计划 实行情况

一

水土保持专业

第 5 轮教学计划 ( 1 9
〔) 8 2川 2 )

第 3 轮教学计划 ( 2 ( )U Z )

总
、

学时 公共课 基础课 专业基础
,

专业 课 选修课 日均 课时 峨

1 9 9 ( )

2 7 6几

1 5 6 ( 2 (〕
.

1 9 )

6 28 ( 2 2
.

7 0 少
一

〕

只 1 ( ) ( l 几

9 t 6 ( 3 1
.

7 0
’

爪 )2 ( 2几
.

9 2
{

9 7 9 ( 3 6
.

2 (*

1 9 2 ( 7
.

6 6 少

1 9 2 ( 7
.

〔)0 梦

3
.

3

1
.

6

之L
:

松紧度 ~ 总学时
/
总学习 天 故

.

即 日均 l 课实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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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选修课程安排太少
,

必修课 占 97 %
,

因此学

生学习缺乏 自由选择
,

学校教学计划安排缺少弹性
。

( 4 ) 南 昌水专教学松 紧度不能太 高
,

3
.

5 一 4
.

。

之间较好
,

即总学时最多不超过 2 4 2 。 学时
.

即在 2

12 。一 2 4 2 0 之间
。

以留出一部分时间让学生复习
、

自

习
、

锻炼身体和留出学生 自我调整发展的时间
。

4
.

2
.

2 本科层次 与专科层次课程数量安排比较及存

在 问题 ( 见表 5) 表 5 数据显示高职高专水土 保持

专业总课程门数为本科 80 %
,

公共课 门数相同
,

基础

课门数为本科度的 30 0%
,

专业基础和专业课门数为

本科层次 1 00 %左右
,

可见必修课程门数已超出本科

层次
,

但选修课门数为本科层次 21
.

6%
,

说明专业层

次水土保持学生学习 自由度很低
,

另一方面
,

由于专

科层次只有本科层次时间的 3 4/ 都完成了本科层次

课程门数的 80 %
,

必修学时 1 00 % 一 1 25 %
,

因此在让

学生 自由学习方面和个性培养不够
。

表 4 1 9 9 8 一 2 0 0 2 年本科与专科层次课程安排 及松 紧度情况 比较

层次 院校名称 总学时 松紧度 公共课 基础课
专业 基础

+ 专业课
合计

占总学

时数
选修课 比率

2 9
.

7 0

2 0
.

3 2

1 6
.

0 4

2 1
.

9 2

1 2
.

7 1

2 0
.

1 0

2 8
.

6 3

7
.

6 6

7
.

0 0

7
.

3 3

日们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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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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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j八bo
月

注
盆

花q凸洲qé亡刁0八乃八乃1
工OC

.

……
nnn乃1八n几乃njQú

本科

3 8 0十 2 3 0

7 7 0 + 3 0 0

8 9 7 + 3 1 2

7 8 2 + 1 5 0

7 3 0 + 5 8 0

7 1 2 + 3 1 4

3 7 0 + 1 8 0

高职

高专

北京林业大学

西北林学院

内蒙古林学院

西北农业大学

山西农业大学

平 均

北京林业大学改革后

南昌水专 1

南昌水专 2

平 均

2 5 8 0

2 8 5 4

3 2 0 5

2 6 7 5

2 6 7 5

2 7 9 7

2 3 0 5

1 9 9 0

2 7 6 5

2 3 7 7

3
.

3 0

4
.

6 0

3
.

9 5

4 5 6

6 2 8

5 4 2

5 0 2

9 7 9

7 4 0

1 8 3 0

2 2 7 4

2 6 9 1

2 0 3 0

2 3 3 5

1 7 4 7

1 6 4 5

1 7 9 8

2 5 7 3

2 1 8 5

8 7
.

2 7

7 9
.

9 0

7 1
.

3 7

9 2
.

3 4

9 3
.

0 0

9 2
.

6 7

表 5 本科层次与专科层次水土保持专业课程数 t 安排 比较

层次 院校名称 课程 门数 公共 课 基础课 专业基础 专业课 总计 占总学时

3 2
.

2 6%

6 9
.

6 5%

5 9
.

3 2%

3 7
.

9 7 %

6 3
.

4 9 %

5 0
.

4 2 %

9 3
.

0 0 %

6
.

0 0 %

8
.

0 0 洲

公选合计 占总学时数

6 3

l 3

.

…
月/OJnj7
.

八j力任9自gJ

000
八日0

ùU00.

…
néOJō卜é门曰q乃O白八jJQ

本科

北京林业大学

西北林学院

内蒙古林学院

西北农业大学

山西农业大学

平 均

南昌水 专 1

南昌水专 2

平 均

9 3

4 2

7 3

7 9

6 3

7 O

5 6

5 6

5 6

9
.

0

5
.

0

5
.

5
.

()000.

…
O讨7
护Qú0

1.11.1

9
.

0

9
.

4

8
.

0

1 1
.

0

1 4
.

0

1 2
.

0

1 3
.

0

1 1
.

6

专科

8
.

0 1 5
.

0

1 1
.

0 2 2
.

0

9
.

5 18
.

5

1 2
.

0

1 7
.

0

2 0
.

0

4
.

0

6
.

0

5
.

0

3
.

0

1 4
.

0

6
.

4

1 1
.

0

5 0
.

0

4 8
.

0

4 0
.

0 0

3 3
.

0 0

4 6
.

0 0

9 2
.

6 7

9 2
.

8 4

O O

0 O

0 O

O O

O O

0 O

10
.

0 0

7 3 0

7
.

1 5

67
.

74 %

3 0
.

9 5 %

5 0
.

6 8 %

6 2
.

0 3 %

3 6
.

5 1%

4 9
.

5 8 %

7
.

0 0 %

5 高职高专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类专业

教学改革与建设方向

5
.

1 高职高专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类专业人才培养目

标的 , 新确立

本专业培养能在水土保持
、

林业
、

农业
、

水利
、

环

境保护
、

土地管理等行政
、

事业
、

企业部门从事农村水

土保持
、

城市绿化
、

城市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的规划

设计
.

施工与管理以及 国土环境
,

生态整治与资源合

理开发利用的一线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

5
.

2 高职高专水保生态类专业教学计划与课程体系

由于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建设类专业人才培养

目标的改革和重新确立
,

教学体系中需要增加新课程

和课程整改
,

原有的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必需进行全

面改革
.

形成新的学科框架
。

( 1) 三年制高职高专本专业学时的框架

如果办学松 紧度选择为 3
,

则 3 a 总学时为
:

3 X 5 d 火 1 2 0 周 = 1 8 0 0 学时

办学松紧度选择为 4
,

则 4
a

乙 D 一 4 只 5 火 2 2 。一 2 4 0 0 学时

根据水土保持专业课程多
,

涉及面广 比较综合的

特点
,

乙 D 一 1 8 00 则太 少
,

难以满 足专业 的讲授
,

拟选择艺 D 一 : 4。。 学时 以下为总学时框架
。

( 2) 水土保持专业公 共课
,

基础课
,

专业基础及

专业课教学计划课程深化体系框架 (见表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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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职高专水土保持类专业的教学 改革与建设方略

公共课 ( 9一 1 0 门 )
:

思想品德
、

马克思主义哲学

原理
、

毛泽东思想概论
、

邓小平理论概论
、

法律
、

体育
、

英语
、

计算机应用基础
、

计算机编程基础
,

共计 5 50

学时
; 基础课 ( 10 一 1 2 门 )

:

高数
、

数理统计学
、

大地

测量
、

地质基础
、

土壤学
、

农业气象学
、

工程力学
、

植物

学
、

树木学
、

生态经济学
、

水利工程制图
、

地理信息与

遥感
,

共计 6 80 学时 ; 专业基础 ( 9一 10 门 )
:

土壤侵

蚀与沙漠化原理
、

林业生态工程
、

灌溉工程
、

水文水利

学
、

园林概论 水土保持经济 草业科学管理 社会经济

可持续发展理论
、

果业工程共计 5 30 学时 ;
专业课 (

5一 8 门 )
:

水土保持工程
、

流域治理学
、

城镇规划学
、

水土保持执法与行政
、

人工生态恢 复技术
、

城市绿化

与城市水 土保持
、

3 5 技术在水保 中的应用共计 35 。

学时 ; 选修课 ( 2 0 门中选 1 2 门 )
:
A u t o C A D

、

水土保持

英语
、

应用文写作
、

公关
、

实验小区设计
、

农作保土
、

病

虫害防治
、

景观生态学
、

流域管理信息系统
、

沙漠化治

理与应用
、

中国文化概论
、

音乐欣赏
、

美学原理
、

生态

恢复技术
、

城市规划学
、

防护林学
、

土地资源学
、

水土

保持规划学
、

水土保持林草
、

流域经济学等
。

表 6 南 昌水专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类专业教学计划概况

专 业 学时 课程门数 占总学时数 占必修课时

总学时数 2 4 0 0
.

0 0 5 0 1 0 0
.

0 0 一

公共课 5 5 0
.

0 0 1 0 2 2
.

9 0 2 6
.

0 6

基础课 6 8 0
.

0 0 1 2 2 8
.

3 0 3 2
.

2 3

专业基础课 5 3 0
.

0 0 9 2 2
.

0 8 2 5
.

1 1

专业课 3 5 0
.

0 0 7 1 4
.

5 8 1 6
.

5 8

合 计 2 1 1 0
,

0 0 3 8 8 7
.

9 0 1 0 0
.

0 0

选修课 2 9 0
.

0 0 1 2 1 2
.

4 0 一

( 3) 新拟教学计划课程体系具有如下特点
。

①总学时数 明显减少
。

建议新拟教学计划总课

时数 2 4 0 0 比 2 0 0 2 年水土保持专业 2 7 6 5 减 少 3 6 5

学时
。

减少率 1 3
.

2 % 总课时数的减少
,

学习松紧度由

4
.

6 降低到 4
.

0 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自主学习时间
。

②选修课学时数增加
。

选修课 由原来 1 92 学时增

加到 2 9 0 学时
。

比例 由 7
.

3%上升到 12
.

1%
,

选修课

时数增加为学生提供 了自主选择课程
、

因材施教和发

挥学生个性的机会
。

③基础课有所调整
、

基础面进一步加宽
、

巩固
。

将

生态学调整为生态经济学并增添地理信息部分内容
。

并要求大多数基础课增加 实验
、

实习
、

设计等实践环

节进一步加深巩固
、

加强基础课为学生进行专业学习

奠定良好 的素质基础
。

①专业 口径大幅度拓宽
。

在原有水土保持专业基

础上拓宽 了专业 口径
,

增加 了城市绿化
、

城市规划
、

人

工生态恢复技术
、

草业科学
、

社会经济 可持续发展

理论
,

突破了原有水土保持专业教学计划窄 口径弊端

使水土保持学生不仅适应城乡水土保持
、

流域治理
、

规划设计
、

施工与管理
、

而且可以适应农林单位
、

国土

环境整治与资源合理开发生产应用第一线工作岗位
,

有利于培养学生多方面技能
,

拓宽了择业渠道
。

⑤课程内容优化配置
。

对传统课程中进行改革
、

优化重组
,

避免了课程内容重复
,

如将水土保持林学
、

农 田防护林学等相关课程优化组合成
“

林业生态工程

学
” ,

原有水土保持规划拓宽优化成与国际学术界接

轨的的
“

流域治理学
” ,

水文水资源学与水利学部分重

组形成
“

水文水利学
” ,

水土保持原理与沙漠化防治重

组为
“

土壤侵蚀与沙漠化防治原理
” ,

城市园林与城市

水土保持重组为城市绿化与城市水土保持
,

水土保持

监测监理与执法
。

行政合并为水土保持执法与行政
。

使教学内容更加系统和贯通
,

有效地避免了以往课程

内容重复过多和缺乏衔接性
。

⑧突出了素质培养
,

针对性
,

适用性
,

实践能力培

养进一步加强
,

学生 自主学习性提高
。

增加了人文科

学
、

有利于学生思想素质和情操的培养的课程
。

如选

修课增加 了中国文化概论和音乐欣赏
,

美学原理等
。

同时加强 了相关专业渗透
,

如增加了园林概论
,

城市

规划
,

果业工程
,

草业科学管理
,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理论
,

人工 生态恢复技术
,

土地 资源学
,

流域信息 管

理
,

沙漠化治理与利用
,

流域经济学
,

s3 技术应用等
。

此外还强化 了数理化中文
,

外语
,

计算机相关课程内

容
,

对专业课有关技能和实践性内容在学时上也进行

规定
,

提高教学质量和突出素质培养在教学计划中突

出体现
,

提高学生 自主学习的时间
,

空间和 自由程度
。

5
.

3 高职高专水土保持类课程体 系与主干课程

课程体系中公共课
,

基础课
,

专业基础和专业课

四类
。

所设课程门数 50 门
,

其中必修课 38 门
,

选修课

1 2 门
,

分别 占课程数量 87
.

9%
,

1 2
,

1%
,

必修课中公

共课 10 门
,

基础课 12 门
,

专业基础课 9 门
,

专业课 7

门
,

其比例分别为 1
.

4 3 : 1
.

7一 1
.

2 8 : 一(见表 6 )
。

`

主干课程为
:

土壤侵蚀与沙漠化防治原理
,

流域

治理学
,

林业生态工程
,

水土保持工程学
,

水土保持执

法与行政
,

城市绿化与城市水土保持
,

人工生态恢复

技术
,

3 5 技术在水土保持中的应用
。

5
.

4 高职高专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类专业教材要不断

完善和抓紧编写

在教学 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基础上
,

为了专业

教材建设
,

由我系教师主编了一批高质量具有特色的

专业教材和实践教学指导书
,

形成 了针对性强的教材

体系
,

如 已正式 出版了 《水土保持规划 》
、

《水土保持



水土保持通报 第 23 卷

原理 》
、

《水土保持工程 》
、

《水土保持系统工程 》
、

《水土

保持水文 》
、

《水土保持应用化学 》
、

《水土保持技术经

济 》
、

《水土保持经济林 》
,

约 2 40 万字
,

另还有几十本

校内讲义与实验
、

实习指导书等基础上要重新组织有

关教师
、

专家对相关整和课程进行教材编写以达到和

形成高职高专水土保持专业理论教学体系与实践教

学体系的教材系列化
,

保证了水土保持专业教学改革

的顺利进行
。

这些教材的共同特点
:

充分反映了培养

目标和岗位职责对基础理论的要求
;
体现专业面向

南方
、

面向基层
、

面向小流域
、

面向城市化进程 中环境

生态重建及依法行政等多方面综合特色
。

5
.

5 高职高专水保生态建设类专业教学基地的建设

近十年 内
,

学校先后投人 20 0 多万元改建
、

新建

一批实验室与基地
,

基本实现了
“
三室一中心四基地

”

的十年建设计划
。

在校内
,

建立
“
三室一 中心

” ,

投人

15 万元改建土化实验室
、

植 物实验室
、

树木学 实验

室
。

投人 75 万元新建遥感室
、

计算机制图室
、

测量实

验室
,

将其组建成科技含量教高的 3 5 中心
。

在校外
,

创建
“
三个实习基地

、

一个科教基地
” 。

兴

国实习基地从 1 9 8 0 年开始
,

成为我校永久性校外实

习基地
。

该基地的主要功能是
:

提供小流域综合治理

的模式 (长江水土保持局试点的塘背河小流域 ) ; 紫色

岩系的治理开发模式 (龙岗小流域 ) ;水土保持行政执

法
,

提供一系列水土保持行政执法的文书文稿
、

案例

分析等
;小流域出 口 断面径流泥沙测定等

。

泰和县水

土保持实习基地是江西省一个教完整的水土保持实

验站
,

面积约 3 k m
Z ,

具有水土保持实验研究和开发

治理相结合综合功能
。

该基地的主要功能是
:

提供径

流小区实习场地
,

使学生了解小区设计的标准
、

技术

规范
、

测定方法
、

实验方法
、

实验数据分析应用等
;小

流域综合治理
、

承包经营制的做法
、

效果等
。

深圳市实

习基地
,

随着我 国城市化速度的加快
,

城市化过程中

的大规模基建开发已导致新的城市水土流失
。

为了使

学生能更多的接受新知识
,

从 1 9 9 6 年开始
,

深圳市

作为水土保持专业实习的又一个校外基地
,

收到了很

好的效果
。

该基地的主要功能是
:

城市水土流失发生

的规律和危害
。

城市水土保持措施
。

城市水资源保护
。

城市水土保持与城市功能等
。

贵溪水土保持科教基地

是为了培养复合型
、

应用 型人才
,

加强学生的实践工

作能力
,

科研能力
,

创新能力
。

5
,

6 高职高专水保生态建设类专业队伍的优化建设

我校水土保持教研室教授 1 人
,

副教授 4 人
,

讲

师 1 人
,

已形成教学研究梯 队
,

但 由于偏重生物措施

知识结构
,

因此
,

需要调整原有教师队伍在水土保持

工程
、

水土保持行政执法
、

水土保持经济
、

水土保持

信息系统及 3 5 技术应用等方面进行优化配置和重点

建设
,

以克服同位竞争的现象
,

做到人才尽用
、

各司其

职其能
。

第二届全 国信 息获取 与处 理 李术套认征 文 通知

第二届 全 国信息获取与 处理 学术会议将 于 2 0 0 4 年 8 月召 开 (具体时间
,

地点 另行通知 )
,

本

次会议 由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主办
,

沈阳 市仪器仪表与 自动化学会承 办
。

本次会议顾 问委员会 由

王大晰
、

杨 家碎
、

庄松林
、

金国藩
、

张钟华
、

卢佩章
、

王 立鼎
、

黄尚廉
、

王威琪等 9 位院 士组成
。

征文范围
:

( 1) 各种测量
、

计量
、

检测
、

监测
、

探测
、

测试
、

实验
、

试验 ( 以 下 统称 测 量 )等方 法研

究 ; ( 2) 各类传感器
、

敏感元件
、

仪器仪表
、

测 量装置 的新原理
、

新技术
、

新元件
、

新 材料
、

新 工 艺的

研 究 ; ( 3) 测 量过程 中的信号传输 (如现 场总线技术等 ) ; (4 ) 模式识别 ( 图像
、

语音
、

生 物特征识

别等 ) ; ( 5) 数据处理 ; ( 6) 化学分析方 法与仪器 ; ( 7) 环境监测技术 ; ( 8) 天体
、

大地
、

海洋测 量 ;

( 9) 地质矿产勘探
,

地热
、

地震
、

火 山
、

地磁
、

地 电
、

水文观测
,

大气探测
,

矿 山安全检测 ; ( 10 ) 临床

医学影像检查
、

实验室检验 ; ( 1 1) 金属材料与金属腐蚀试验
、

实验应 力分析 ; ( 1 2) 生产过程 自动

化 ; (1 3) 其它
。

会议相 关信息和进一步要求
,

请浏览《沈 阳测控信息网 》的相 关 内容
,

网址 ht 印
:

/ /

w w w
.

S y i
a S

.

o r g
.

e n
。

联 系人 贾冬娜
。

投稿地址
:

沈阳市铁西 区南十三路 1 号 29 信箱沈阳市仪器仪表与 自动化学会

邮政编码
: 1 1 0 0 2 3 电话

: 0 2 4一 2 5 6 9 14 1 7 2 5 4 15 3 2 0 传真
:
0 2 4一 2 5 4 1 5 3 2 0

电子信箱
: w e b m a s t e r

@ m e e t i n g
.

o r g
.

e n 或 w e b m a s t e r
@

s y i a s
·

o r g
·

e 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