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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科教育培养目标是完成本科教育过程的纲。分析了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教育培养目标

的优点与不足,从科学确定人才培养定位, 正确处理供求关系, 把握专业与学科的关系和相对稳定的服务

对象等 4个方面对其进行了分析与完善,并初步确定了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新的培养目标, 即培养

掌握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具备生物学、地理学、水利工程、环境科学

与工程、农学、农业资源利用、畜牧学、林学、管理学和法学的相关知识, 能继续深造和在水行政及相关部门

从事水土保持研究、教学、规划、设计、施工、预防、监测和管理的较高素质的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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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graduate Training Objective of Soil & Water Conservation and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Major

WU Fa-qi

( College of Resour ces and Envir onment, Nor thwest Univer sit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 y , Yangling , Shaanx i 712100, China)

Abstract: Undergraduate t raining object ive is key to undergraduate educat ion.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for the ad-

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current undergraduate educat ion objectives of the soil & w ater conservat ion and desert-i

f icat ion control major, four aspects about scientific personnel t raining orientation, supply and demand relat ionship,

professional and discipline relat ionship, and relat ively stable clientele are discussed and improved subsequently. The

new training object ives are initially identified. With the new training objectives, the students graduated from the ma-

jor can master the basic theo ries, know ledge, and skil ls of soil and w ater conservat ion and desert ificat ion con-

tro l, possess the related know ledge of bio logy, g eog raphy, w ater conserv ancy engineering ,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g ronomy, ag ricultural resources ut ilizat ion, animal science, forest ry , management

and law , and have the so lid backgr ound for continuat ion educat ion or become the specialized personnel capa-

ble of wo rking on the research, teaching, planning , design, constr uction, cont rolling, monitoring, and man-

agement of soil and w ater conserv at 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w ater adm inist rat ion and r elated departments.

Keywords: soi l & water conservation;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raining objective。

  通常,目标是指/人们想通过行动而达到的目的,指

称由此而出现的任务,也指称发生在行动之后并且作为

终点而表现出来的结果0[ 1]
。而培养目标即是/指根据

一定的教育目的和约束条件,对教育活动的预期结果,

即学生的预期发展状态所作的规定0[ 2]。因此,培养目

标不同,教育形式、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评价也就

出现了相应的差异。故培养目标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处

于很重要的地位,也可以说它是指导完成教育过程的

/纲0。因而,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人们都对教育的

培养目标进行过论述和研究, 但纵观全局这一命题的

研究大多是宏观的国家级研究,而微观的专业水平上

的讨论还甚少。为此,本文结合教育部高等学校水土

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特色专业建设项目的任务, 就该专

业教育培养目标改进的有关问题作以探讨,试图与同

行们达成共知,以便使该专业的本科教育更加完善。

1  我国大陆高等学校水土保持与荒漠
化防治专业现状

  自从 1958 年和 1960年北京林学院和内蒙古林

学院分别设立水土保持、沙漠治理 2个本科专业教育



起,到 1998年两专业合并为/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专业0后, 目前在我国大陆已有 19所高等院校设立了

该本科专业的教学机构[ 3-5]。这些学校对该专业本科

教育培养目标的描述见表 1。

表 1 19所高等院校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本科教育培养目标一览表

学校名称 培养目标 学校定位

北京林业

大学

本专业培养具备生物学、生态学、森林及草场培育学、环境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

本技能,掌握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水土保持与水利工程技术、信息管理技术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和

技能,能在国土资源、水利、农业、林业、环境保护等部门从事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生态环境

工程建设的规划、设计、施工及预防、监测的高级工程技术与管理的人才。

/ 2110大学;

设有硕士点、

博士点学科

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掌握生物学、生态学、林草培育学、环境科学、水土保持工程学、林业

生态工程学、荒漠化防治工程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具有在科研院所、高

等学校、企事业单位和国家行政管理机构中从事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以及与生态环境建设

有关的教学、科研、规划、设计、施工等方面工作能力的广适型科技人才。

/ 9850
/ 2110大学;

设有硕士点、

博士点学科

内蒙古

农业大学

本专业毕业生具备生物学、生态学、森林及草场培育学、环境科学与工程、水利工程等方面的知

识。主要学习生物学、生态学、地学、森林及草场培育学、环境科学及工程、水利工程等方面的基

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受到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生物措施, 工程措施的规划、设计、施工、管理

的基本训练,具有水土流失与荒漠化的监测、防治及森林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的基本能力。

设有硕士点、

博士点学科

福建农林

大学

培养掌握生物学、生态学、森林及草场培育学、环境科学与工程、水利工程、土壤侵蚀、沿海防护

林等方面的基本理论与专业知识,具备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生态和工程措施的规划设计、施

工管理、生态环境建设等技能的复合型高级人才。

设有硕士点、

博士点学科

山西农业

大学

本专业主要培养从事水土保持综合治理与规划、水土保持工程设计、农村小型水利工程、水土保

持监测与监督管理等方面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通过学习可掌握水土流失与荒漠化的发生发

展规律,水土资源与环境资源的综合调查与评价方法,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的规划设计理论,

水土保持监测与监督的法规和方法,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编制技术等。

设有硕士点、

博士点学科

山东农业

大学

培养具备生物学、生态学、森林培育学、环境科学与工程、水利水保工程等方面的知识,能在水利

水保、国土资源、农业、林业、环境保护等部门从事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的规划、设计、施工及

森林生态环境建设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设有硕士点、

博士点学科

甘肃农业

大学

本专业培养具备水土保持学、林学、环境科学、荒漠化防治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能在水利、林业、

环境保护、国土资源等部门从事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的规划、设计、施工及生态环境建设的高

级工程技术人才。

设有硕士点、

博士点学科

南京林业

大学

培养掌握水土保持基本原理,从事水土流失防治、流域管理与规划、生态环境评价和生态工程建

设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

设有硕士点、

博士点学科

西南大学

要求学生掌握水土流失及荒漠化发生发展规律; 水土资源综合调查及评价方法; 水土保持与荒

漠化防治的原理和方法;水土保持工程规划、设计施工方法; 水土流失监测方法及其水土保持监

督管理的程序;具备应用 3S 技术进行水土保持信息管理和分析的能力; 掌握水土保持与荒漠化

防治的理论前沿、应用前景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

/ 2110大学;

设有硕士点

学科

四川农业

大学

本专业主要培养具备生物学、生态学、森林及草场培育学、环境科学与工程、水利工程等方面的

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生物措施、工程措施的规划、设计、施工、管理等基

本技能的高级专业人才。

/ 2110大学;

设有硕士

点学科

贵州大学

本专业培养具备生物学、生态学、森林培育学、水力学、水文及水资源学、土壤侵蚀原理、环境工

程、水利工程、地理信息系统、流域管理等方面的理论知识,能在国土资源、水利、农业、林业、环

境保护等部门从事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的规划、设计、施工、监测、预防、监督及国土整治与资

源合理开发利用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

/ 2110大学;

设有硕士

点学科

西南林

学院

培养具备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能在水土保持、农业、水利、

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行政、企事业单位从事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规划设计, 开发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方案编制,水土保持监测、监理、施工、管理、预防监督以及国土环境整治与资源合理开发

利用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设有硕士

点学科

沈阳农业

大学

本专业培养具备生态学、环境科学与工程、水利工程等方面的知识, 能在国土资源、水利、农业、

林业、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部门从事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的规划、设计、施工、监测、管理及

森林生态环境建设及城市水土保持规划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设有硕士

点学科

辽宁工程

技术大学

本专业培养具备生物学、生态学、森林及草场培育学、环境学、水利与水保工程等方面的知识, 能

在国土资源、水利、农业、林业、环境保护等部门从事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的规划设计、施工及

森林生态环境建设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设有硕士

点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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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1

学校名称 培养目标 学校定位

云南农业

大学

本专业培养适应 21 世纪社会经济需要的,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备环境科学、生态科学、水

利科学、生物学、森林及草场培育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 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的高级专门人才。

设有硕士

点学科

吉林农业

大学

培养具备生物学、生态学、森林及草场培育学、环境科学与工程、水利工程等方面的知识, 能够在

国土资源、水利、农业、林业、环境保护等部门从事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的规划、设计、施工、森

林生态环境建设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黑龙江

大学

本专业培养学生具备生物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农学、水利科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

本技能, 能够在国土资源整治、水利、农业、环境保护、土地资源管理等部门从事水土保持与荒漠化

防治规划、测量、设计、管理、监督及生态环境建设的技术和行政管理等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新疆农业

大学

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具

备水土保持科学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水土保持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南昌工程

学院

掌握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生态防护工程建设等方面的技术理论, 具有较

强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高级技术人才。

  注:表中资料来自各学校网站和参考文献[ 5]。

  从表 1中可以看出, ( 1) 各学校制定的培养目标

虽有差别,但大部分院校首先都注意到了培养什么样

人的问题。例如, /高级工程技术与管理人才0, /广适

型科技人才0, /复合型高级人才0, /高级工程技术人

才0, /高级专业技术人才0, /高级专业人才0和/高级
专门人才0等。( 2) 在培养什么人定位的基础上, 各

学校都注意到了培养的人的规格要求和质量标准。

例如,在培养目标中用到的/具备0、/掌握0、/能0和

/从事0等词语。( 3) 服务对象相对统一。例如, /能

在国土资源、水利水保、农业、林业、环境保护等部门

从事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的工作等0。但同时也存

在着与之相对应的缺陷与不足。例如, 人才规格的正

确定位;学生的学与谋职的关系; 课程、专业与学科的

关系等。另外, 还存在着与大学的性质和作用、大农

业和水土保持学科发展不相适应等问题
[ 4, 6-9]

。

2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本科教
育培养目标的制定依据

2. 1  科学确定人才培养的定位
不同制度的国家, 同一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对

人才的培养和需求各不相同。现阶段, 我国对大学本

科教育人才培养定位的主要依据有以下两个方面。

2. 1. 1  教育方针  自 1949 年建国以来,我国的教育

方针几经修改, 到 1995年颁布的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法6第 5条才作出了相对稳定的规定, 即: / 教育必

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

合,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

者和接班人0。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其进行了全面的

提升,即: /坚持育人为本, 德育为先, 实施素质教育,

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0。这一

方针的核心是/ 社会主义0, 落脚点是/建设者和接班

人0,其次是/全面发展0。把教育方针的这种内涵与

表中本专业人才培养的定位作一一对应分析的话, 人

才培养定位完全符合教育方针精神。

2. 1. 2  高等教育的结构特点  我国的高等教育可划
分为 3 个层次, 即: 专科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

育。研究认为本科教育与专科教育既存在层次关系,

也存在类型关系, 但主要是类型关系;而本科教育与

研究生教育主要为一种层次关系[ 8]。故这种关系决

定了本科教育在人才培养定位中只能完成自己相应

的任务, 而不是全部。正像我国5高等教育法6第十六

条第二款规定的本科学生应该/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需

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 掌握本专业必要的基本技能、

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

作的初步能力0。从这一角度出发, 虽然我国笼统地

将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定位为/高级专门人才0, 但是
本科教育要在 4~ 5 a的时间内完成 10~ 11 a整个高

等教育的任务, 甚至有人大半生的任务是完全不可

能的。

另外,本科教育在高等教育中属于基础教育, 它

强调毕业生要知识面广, 基础扎实,能力强和素质高

等。其目的一是学生具有一定的专业理论知识, 以利

于升入研究生教育进一步深造; 二是学生具有一定专

业理论知识和技能以利于谋生。因此, 本科教育人才

培养的定位不必考虑/高0与/低0的问题, 只要考虑具

有一定素质的/专门0人才即可。
2. 2  正确处理供求关系

大学与社会、国家和学生家长间存在着一种互为

供与求的关系, 这种关系既促进了各自的发展, 又互

为制约。特别是现阶段国家和学生家长对本科毕业

生就业的强烈要求,迫使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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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要使这种关系和谐发展,应从以下两方面加强

认识与理解。

2. 2. 1  大学的性质与功能  什么是大学? 詹姆斯#
杜德斯达在他的521世纪的大学6著作中将其描述为

/一个追求光明,自由和学问的地方0,或者是/一个教

授广博知识的地方0。它除具有育人、学术和服务社
会 3大基本功能外, 已经开始从人力资本开发的社会

机构转变为以发现、加工、传播和应用知识本身为工

作重心的社会机构。因此, /我们决不能将眼光限制

在只通过毕业生的谋生能力或其对社会的贡献来评

价大学这一重要的社会机构0 [ 12]。洪堡也早在 1810

年就指出, /国家决不应该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

益直接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

使命,则不仅为政府眼前任务服务, 还会使大学在学

术上不断提高, 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

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作用0[ 10] 。这就说明

大学有其自身的特点。

2. 2. 2  就业与大学的关系  在社会这个大系统中,

大学的运转经费主要来自于国家和学生家长的投资,

其次为企业、校友和一些慈善家。因此, 大学理应培

养出合格的高质量的学生。但合格的高质量的学生

不等于毕业生的就业率, 或者说就业率与合格毕业生

的数量不成正比, 而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成正比。

因此,提高毕业生就业率应是政府的职责, 不应据此

评价和限制大学的发展。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大学应

该做些什么呢? 前已述及,我国的高等教育具有层次

结构的特点,故各学校应根据自身的实力和水平制定

出与其相符的培养目标, 以帮助学生和国家达到其目

的。即在人才培养定位上专科和一般大学应更加强

调/技能性0人才的培养, 综合性和研究型的大学在人

才培养上既要重视基础理论教育,也要强化专业技能

训练,两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 [ 11-13]。

2. 3  把握专业与学科的关系

我国的大学本科教育可视为专业教育。专业不

等于学科, 但两者互为促进, 可直接反映在培养目标

之中。即在培养目标的表述中既能体现人才培养的

规格要求和质量标准,又能据此指导教学内容的/博0

与/专0 [ 14]
。

对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本科教育培养目

标而言, 表中各学校的表述并不一致。咎其原因有

二。( 1) 受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5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6的影响。在该目录中, 对该专

业培养目标的定位是/本专业培养具备生物学、生态

学、森林及草场培育学、环境科学与工程、水利工程等

方面的知识,能在国土资源、水利、农业、林业、环境保

护等部门从事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的规划、设计、

施工及森林生态环境建设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0 [ 15]。

( 2) 对专业与学科的关系理解不透,主次不清。根据

本科教育的目的和特点,本科学生首先应该掌握本专

业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其次是本学科

的知识, 第三才是相邻学科的知识。

对该专业的本科学生来讲, 首先需要掌握的是水

土保持的基本理论与知识, 如水土流失地带性规律、

水沙平衡原理、生态系统平衡原理、景观生态学原理

和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等
[ 16]

,以及水土保持措

施规划、设计、施工和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效果评价

的基本方法与技能;在此基础上掌握本学科的发展动

态, 生产和科学研究中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和前沿问

题; 最后还需了解相邻学科的有关知识。这一问题比

较复杂, 伸缩性也比较大。因为一是哪些是相邻学

科? 界线很难确定;二是以一级学科为准,还是以二

级学科为对象? 根据以往的经验,建议以一级学科为

钢, 二级学科为主要了解对象,如生物学中的植物学、

生态学,地理学中的自然地理学、地图学与地理信息

系统, 水利工程中的水文学及水资源,环境科学与工

程中的环境科学,农学中的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农业

资源利用中的土壤学,畜牧学中的草业科学,林学中的

森林培育、森林保护学,管理学,法学等,这些学科中的

一些内容在现在的课程体系中已有安排。

2. 4  相对稳定的服务对象

从表 1中可知,在大部分院校都将该专业毕业生

的取向定位为能在国土资源、水利、农业、林业、环境

保护等部门从事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 生态环境工

程建设的规划、设计、施工及预防、监测等工作。在一

定程度上, 这一定位是正确的, 但范围太宽泛, 就业

/靶子0不清,使学生在就业时的自信心受到一定程度

的影响。因此, 需要对本科毕业生的取向加以分析,

才能明晰其相对稳定的服务部门。

本科教育的最终服务对象有二。一是考研; 二是

进入社会机构就业。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近 10 a 的

本科毕业生去向的调研结果来看,大约 40%左右的学

生升学读研, 60%左右的学生就业。读研的学生大部

去向水土保持学科, 少部分去向生态学和其它学科。

除 8. 4%的学生未就业外, 在就业学生中从事党政及

其它非业务管理的学生占到 23. 9%。可见大约 70%

的就业生都在从事本学科与本专业的工作 [ 17]。故可

以考研和就业为依据阐明培养目标中的服务对象, 即

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水行政部门和与水土保持工作

有关的其它部门,这样就会使毕业学生就业去向更为

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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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综上所述, 可将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本科

教育培养目标初步定为: 培养掌握水土保持与荒漠化

防治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生物学、

地理学、水利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农学、农业资源

利用、畜牧学、林学、管理学和法学的相关知识, 能继

续深造和在水行政及相关部门从事水土保持研究、教

学、规划、设计、施工、预防、监测和管理的较高素质的

专门人才。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该培养目标只是宏观

的定位,各学校可根据自己的办学特点进行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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