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6卷第 4期
2006 年 8 月

水土保持通报
Bulletin of So 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Vol. 26, No. 4
Aug. , 2006

收稿日期: 2005-11-26

资助项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学改革项目

作者简介:吴发启( 1957 ) ,男(汉族) ,陕西省黄陵县人, 教授,博导,主要从事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的教学与研究。E-mail: wufaqi@

263. net。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课程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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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体系的建立是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教学改革的核心。在回顾和总结了教学改革的历

史和学科特色的基础上, 依据课程间的关系及社会需求,给出了课程体系的基本框架, 提出了 16 门基础

课、5 门专业基础课、2 门专业课和 12 门方向选修课可作为该体系构建的基本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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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New Course Framework for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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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course framework is the kernel of the teaching reform for the major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 ion and Desert if icat ion Control. In this paper, a history of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character-

ist ics of the major w as review ed. A framework of the course system was presented according to the relat ionships

between the courses and the needs of societ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course framework should include 16 basic

courses, 5 lower and 2 upper level major courses, and 12 option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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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科的孕育、形成与发展来看, 水土保持与荒

漠化防治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边缘交叉学科。

在 20世纪 50年代, 全国第一次水土保持会议上, 还

出现了水土保持是农、林、水多部门协作的一项工作?

还是一门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议,又有自身理论支撑的

一门科学的争论。几十年来, 在政府的扶持和广大科

教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水土保持从机构设置、研究、生

产与教育等方面均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为国民经

济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且应用前景非常广阔。但

就高等教育中该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等,到目前为至

还未达成较大范围的共识[ 1]。这在一定程度上, 既

影响到教学质量的提高、人才培养规格的定位, 及教

学模式的改革等, 又减缓了学科的发展速度。为此,

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改项目 水土保持学科新教学

体系构建研究 支助下,就该专业本科课程体系建设

的有关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供业内人士参考。

1 水土保持教学及改革现状

在我国, 水土保持单门课程的讲授始于 20世纪

30年代的金陵大学。系统性的课程设置及讲授则是

1958 年原北京林学院成立水土保持专业以后的事

情。1960年原内蒙古林学院成立了沙漠治理专业,

从此,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 2大基本课程体系

已初步建立。但至 1980 年左右,原课程体系虽有调

整,可变动不大。1980年后, 在近 10余所高等院校

设立了水土保持专业和沙漠治理专业,课程体系设置

才出现了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的局面。随之, 各院

校也根据自己的办学特征, 开展了一些教学改革, 对

水土保持教学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这一时期, 水

土保持的教学展现了如下特征。( 1) 骨干课程已成

雏型[ 2]。如水土保持原理、水土保持林学、水土保持

工程学、水土保持农业技术和水土保持规划等。1994

年水利部水土保持教学指导组在多次交流讨论的基

础上确定了 9门课程为该专业的重点课程,即土壤侵

蚀学(或水土保持原理)、流域水文学、水土保持工程

学、水土保持林学、水土保持农学、水土保持规划学、

水土保持经济植物栽培学、水土保持经济学和水土保

持监督管理。( 2) 课程体系中增加了新技术与人文

学科的选修课, 如遥感技术与应用, 计算机知识等。

( 3) 压缩了理论教学学时。20世纪80年代该专业的



理论授课学时大都在 3 100学时左右, 90年代后缩减

到2 800 学时左右。( 4) 课程体系展现出了多种特

征。如以生物学为主的水土保持教学课程体系(像原

北京林学院、原内蒙古林学院和原西北林学院等) ;以

工程为主的课程体系(像原西北农业学院、华北水电

学院和山西农业大学) ,和以农业为主的课程体系(像

西南农业大学等)。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水土保持

的教学改革也在不断地深入。

1998年,依据国民经济建设的需求, 高等院校的

专业进行了合并调整。原水土保持专业和沙漠治理

专业合并为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并对业务培

养目标、业务培养要求、主干学科、主要课程、主要实

践性教学环节、主要专业实验、修业年限、授予学位和

相近专业等均作了说明和规定
[ 3]
。

针对这一新的情况, 1996年 8 月由北京林业大

学牵头,开展了 高等农林院校环境生态类本科人才

培养方案及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工作,获得了国家教改成果壹等奖
[ 4]
。该项目的主

要创新点有 3方面: ( 1) 总教学时数压缩到 2 500学

时。( 2) 形成了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课程体

系、结构与层次,即课程体系结构为必修课,选修课和

实践课。必修课中又分为公共基础课、基础课、专业

基础课和专业课。选修课包括了专业选修课和人文

学科选修课。( 3) 出版和规范了一些教材名称,如林

业生态工程学、荒漠化防治工程学等, 为今后的深化

研究奠定了基础。

进入新世纪后, 教育部出台了 新世纪高等教育

教学改革工程 , 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

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 和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

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 等系列文件与通知, 又

一次掀起了教育改革的热潮。2005 年 7 月 6日 9

日,中国水土保持学会和北京林业大学在北京举办了

水土保持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 研讨会,会上各位专

家畅谈了自己的观点, 归纳起来有: ( 1) 水土保持与

荒漠化防治专业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 2) 教学改革应

以学科为整体, 但重点是本科教育; ( 3) 专业教育必

须与我国水土保持形势与实际相结合; ( 4) 注重学生

知识、素质和能力的培养等, 为该专业的教学改革指

明了方向。

2 课程体系的建立

课程体系的建立是教学改革的核心。其目的是

要达到培养 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 的国民

经济建设的各类人才。结合该专业的服务对象、部门

和特征,前人对专业课程体系的研究均有建树。如模

块式结构, 即课程体系由基础模块、工程模块、生物模

块、管理模块和素质教育模块等组成[ 5]。但总体来

看,还是对该专业的基础理论课和知识核心课缺乏深

入的研究和分析,致使课程的设置往往是 机械地堆

积 [ 6]。因此, 课程体系的建立应是在学科特色分析

的基础上进行的。

2. 1 水土保持学科的特色

我国水土保持学科的特色可从人们对水土保持

事业不断的认识过程中窥视而得。1961年, 由农业

出版社出版的 水土保持学 一书中指出, 水土保持

学是研究水土流失原因和发展过程,以及运用综合性

技术措施, 防治水土流失等自然灾害从而保障生产

(尤其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一门新的自然科学 [ 7]。

1982年, 农业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水土保持概论 一

书中指出, 水土保持学是在劳动人民防治水土流失

灾害, 发展农业生产的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门

科学,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地表水土流失的形式, 发

生和发展规律与控制水土流失的基本原理、治理规

划、技术措施及其效益等, 以达到合理利用水土资源,

为发展农业生产、治理江河与风沙、保护生态环境服

务
[ 8]
。1987年出版的 中国大百科全书 水利 一书

中指出, 水土保持学是一门研究水土流失规律和水

土保持综合措施,防治水土流失,保护、改良与合理利

用山丘区和风沙区水土资源,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

以利于充分发挥水土资源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的应用技术学科 [ 9]。2004年出版的 中国水利

百科全书 水土保持分册 一书中指出, 水土保持学

是研究水土流失形式、发生原因和规律、水土保持基

本原理, 据以制定规划和运用综合措施, 防治水土流

失、治理江河与风沙, 保护、改良和合理利用水土资

源,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建

立良好的生态环境的应用科学
[ 10]
。

从以上认识过程和概念中不难看出,水土保持学

科还正处在不断地完善过程之中。由是一门科学逐

步发展到自然科学、应用技术学科、应用科学。但也

理出了该学科的主线, 即以水土流失成因为基础, 以

水土保持措施设计、布局为手段,实现防治水土流失、

提高水土资源利用效率,最终达到建立良好生态环境

的目的。因此,水土保持学科具有以下 3个方面的基

本特点。

2. 1. 1 高度的综合性 水土流失是各种自然因素和

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其防治也应是

多种措施的系统工程。而水土资源的高效利用与评

价又涉及到多个学科,故水土保持学科是多学科相渗

透、相互影响和相互吸收的综合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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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2 预防管理的科学性 水土流失,除人为治理

外,预防、监督又是其另一特征。而预防、监督既与专

业知识有关,又与法律条文密切联系,故预防、监督是

以专业知识为基础, 以法律为准绳的科学事业。

2. 1. 3 鲜明的效益性 水土保持不仅注重生态效

益、社会效益,而且也强调经济效益,只有三者协调,

才能使水土流失区的广大人民群众脱贫致富,实现整

个社会的持续发展。

2. 2 课程间的内在关系

课程是课程体系的基本单元。前人研究证实,作

为一个专业,其课程可大致划分为政治素质课、人文

素质课、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等 5大类[ 11, 4]。

其核心是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确定。

由该学科的发展和特色可知, 水土保持原理、水

土保持工程学、林业生态工程学、农业生态工程学、荒

漠化防治工程学、水土保持规划和水土资源利用与管

理等 7门课程应为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的核

心或骨干课程。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 1所示。

从图 1中可以看出, 这 7门课程互为因果,相互

支撑、相互交叉,共同组成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

业的知识核心。但它们也是在学习了其它的基础课

的基础上而获得的新知识点, 其关系如图 2所示。

由图 2可知,气象学、水文学、水力学、土壤学、地

质地貌学、树木学、植物学、生态学、数学、物理学、化

学、4D技术、GIS、计算机技术等均与骨干课程有着

密切的关系,故可作为基础课。另外考虑到水土保持

工程的特殊性,也可将土力学和工程力学也纳入到基

础课的系列。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可建立水土保持

与荒漠化防治专业课程体系,见表 1。

图 1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骨干课间的关系

表 1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课程体系结构

必 修 课

公共基础课 基础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课
选修课

军事理论 气象学、水文学 水土保持原理 水土保持规划 风沙物理学

法律学基础 水力学、土壤学 水土保持工程学 土资源利用与管理 沙漠化

政治理论与道德 地质地貌学、生态学 林业生态工程学 景观生态学

修养课系列 树木学(附植物学) 农业生态工程学 水资源概论

程序设计基础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荒漠化防治工程学 地图学

计算机文化 线性代数、工程力学 水土保持监测

大学英语 简明物理学教程 有机化学

体 育 无机及分析化学 人文社科类课程

高等数学 4D技术与应用

GIS 原理、土力学

注: 可依据学校的情况而定

表 1仅提供了该专业应设课程的基本框架。也

就是说,作为该业一名合格本科毕业生应具备的基本

专业知识。但当今对一名合格毕业生还要求达到强

技能, 即能很快地适应生产建设的要求,故在表 1的

基础上,也应开设方向选修课,以实现此目的。按该

专业的服务对象及进一步深造的要求, 可大致分为林

草生态方向、水土保持工程方向和荒漠化防治方向,

其课程结构见表 2。

表 2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方向课结构

林草生态方向 水土保持工程方向 荒漠化防治方向

水土保持经济植

物栽培学

水土保持工程的

估算
草场经营学

草场经营学
钢筋混凝土及砌

体结构
牧草栽培学

农林复合技术 建筑材料 恢复生态学

园林规划设计 水土保持工程监理 沙产业技术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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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专业骨干课与基础课间的关系

图中带* 内容可作为相应课程的部分内容进行讲授

(下转第 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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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论

坡地改造是通过改变山体的坡度, 改善土壤结构

和肥力,增加土壤的通透性,能接纳较多的降水,使其

就地入渗, 蓄存于土壤中,使土不下坡, 水不下沟, 改

变土壤水肥气热状况,通过营造适宜的乡土灌木树种

混交林,每年都有部分枯枝落叶进入土壤,经微生物

腐解后形成较多腐殖质, 使土壤有机质增加, 并将大

气中的氮素固定, 导入土壤, 使土壤质量不断提高。

其中, 旱生的草本和半灌木在较好的水分条件下, 生

长旺盛,枯枝落叶丰富,对土壤肥力质量的提高效果

非常明显。

林木、杂草生长、根际微生物活动及有机残体腐

解等会形成大量的有机酸、酚类物质和无机酸, 其能

加速难溶性磷、钾转化为速效磷和速效钾,使土壤中

的速效磷、速效钾含量有所增加。特别是黄土高原半

干旱退化山区土壤富含磷酸钙,造林后林木、杂草的

凋落物分解能形成有机酸、酚类物质, 根系和微生物

也分泌有机酸, 同时释放出一定量的 CO2, 促进 Ca-

CO3+ CO2+ H2O= Ca( HCO3) 2 平衡右移, 使难溶性

磷酸钙转化为溶解性较高的磷酸一钙和磷酸二钙,所

以土壤中速效磷含量会有所增加。在黄土高原半干

旱退化山区人工整地后营造混交林,进行生态环境建

设,能使土壤肥力质量有所改善和提高,产生明显的

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但不同的造林树种配置方

式,对造林地土壤肥力质量的提高有一定差异, 山桃

沙棘混交林土壤质量的提高效果好于山桃纯林。

通过本项研究可以看出,在黄土高原半干旱退化

山区,对荒山造林和坡耕地退耕, 实施营造混交林能

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质、增强土壤透气性和腐殖化作

用,促进土壤有机质的形成、发育,显著提高土壤中林

木根系活动层有机质含量水平, 增加速效养分的数

量,改善土壤肥力状况。经过混交林的营造, 使 40

60 cm 土壤有机质增量高于纯林,在黄土高原半干旱

退化山区的植被恢复中, 通过造林整地, 选择适宜的

造林树种,可以充分利用有效的天然降水, 起到就地

拦蓄的集水效益。

在该地区的生态建设中,应先种植一些耐旱灌木

和草本植物, 逐步改善土壤的理化性质, 增加土壤肥

力质量,草本和低矮灌木植物应该作为黄土高原水土

保持与生态建设的先锋树种,待其发展到一定阶段,

土壤质量得到明显改善时, 再进行植树造林, 用乔木

林代替灌草丛,使人工植被建设符合自然植被演替规

律,提高其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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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应

用型学科, 其课程体系的构建既要考虑本学科的特

色,又应注意吸纳相邻学科的知识, 还应注意课程间

的关系和学生的培养目标。除其它课程外,本文提出

了 16门基础课、5门专业基础课、2门专业课和 12门

方向课可作为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的基本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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