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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高等农业院校大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
`

段 宏 谋

( 西北农业大学科研处 )

摘 要

本 文着重论述 了我国高等农业 院校 大学生科 听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

并运用

大量事例说明 了大学生特别是高年级 学生是 高校科研队伍 中一 支不可忽视的力

量
。

作者还从总结 本校实践经验的角度
,

提 出 了农业高校加 强 大学生科研能力

培养可 采取 的一些 途径和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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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 批出 : “ 要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学科门类比较

齐 全
,

拥有众多教师
、

研究生和高年级大学生的优势
,

使高等学校在发展科学技术方 面

做 出更大贡献
。 ” 教师

、

研究生和高年级大学生是高等学校科学研究的三支重要力量
,

如 何发挥高校的这个优势
,

是当前正在进行的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中值得重视的一

个问题
。

本文仅就高等农业院校大学生科研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

培养的途径及方 式等问

题
,

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

( 一 )

现代教 育应把培养和开发学生的智力放在第一位
。

因此
,

在课堂教学
、

实验
、

社会

调查
、

专业或毕业实习等各个环节上
,

都要始终注意引导学生生动
、

活泼
、

主 动 的 学

习
,

有意识地培养他们的自学能力
、

思维能力
、

研究能力和表达能力
。

为了达到这 个目

标
,

在大学学习期间
,

有计划地组织
、

引导学生参加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活动
,

是十分

必要的
。

当代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都很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

注意对学生 智 力 的 培

养
。

如美国的许多大学
,

都采取多种多样的措施
,

鼓励和促进大学生积极参加科学研究

活动
,

大学生的优秀研究论文 也被积极推荐参加全国甚至国际性的学术报告会
; 同时

,

他们还十分重视开辟第二课堂
,

让学生自己组织起来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
,

如

进行科技咨询服务等
。

在我闪
,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
,

教育
、

科技体制的改革正在兴起
。

高等学校 已经开

本文于 1 9 86年 3月 26 日收到
。

本文在撰写中曾得到陕西省高教局杨致录同志
、

校党委刘宏同志的鼓励 ; 陶乔萍
、

翟绪发同志提供 了许 多宝贵

的意见和资料
,

在此一 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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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改变过去那种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时
、

以传授知识为主的
、

封闭式的传统

教育思想和方法
,

积极探索培养
“ 四化 ”

需要的勇于创省
、

善于思考
、

具有求 实 精 神

的
、

开放式的一代新人灼途径
。

而且已经初步出现了一些可喜灼成绩
,

如南京工学院
、

天津大学
、

深圳大学等校
,

都是在改羊中走在前列的
。

但是
,

对这种新的教育思想和方

法
,

目前不少人还存在着疑虑
。

当今的社会正处于
“ 知识爆炸 ” 的飞跃时期

,

知识更新

的周期大大缩短
。

据科学家们分析
,

大约每十年知识总量就要翻一番
,

一个人一生中的

知识大约 10 % 是靠学校教育给予的
,

而 90 % 的知识则是在以后的工作实践中逐 步 获 得

的
。

因此
,

我们的高等教育如果还按过去的老模式
,

把学生单纯当作储存知识 的
“ 仓

库
,, ,

而忽视对学生自学能力
、

研究能力的培养
,

那就只能培养出只会扣书本 的 书 呆

子
,

而不能培养出符合新时代需要的
,

适应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
,

能担 当起
“ 四化 ” 建

设重担的开拓型人才
。

大学生
,

特别是高年级的大学生
,

他们风华正茂
,

思想活跃
,

朝气蓬勃
,

肯 于 思

索
,

勇于进取 ; 他们敢想敢干
,

敢于向新的科学领域探索
,

是高校科研队伍中最有朝气

的一支新生力量
。

1 9 8 5年 6 月下 旬我校召开了首届青年科学论文报告会
,

全校青年教师

和学生共提交科学论文报告 1 10 篇
,

经各系评选推荐的有 76 篇
,

其中有 27 篇在科学 论 文

报告会上被评为一等奖
。

在这些获奖的优秀论文中
,

高年级大学生撰写的论文 就 有 7

篇
,

占25
.

9 %
。

以上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高年级大学生是有能力参加科学研究活动

的
,

他们是高等院校科研队伍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

( 二 )

通过我校这 几年的实践
,

我们认为
,

农业院校高年级大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
,

可以

考虑通过以下几种途径
:

1
.

组织学生参加 专题考察或社会调查

1 9 8 3年暑假
,

我们结合农枚渔业部给我校下达的科研任务
,

组织了农学
、

农化
、

农

经和农机等系三年级的学生 4 0余人
,

在老师们的率领和指导下
,

参加了 《 西北黄土高原

综合治理定西试验区 》 的综合考察活动
。

历时一个多月
,

共提交专题调查报告 40 余篇
,

不少报告内容
,

已被综考报告所吸收
。

1 9 8 3年寒假
,

我校还结合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给我们的任务
,

组织了近50 名高年级同学参加了《农业技术改造问题 》的专题调查活动
。

同

学们结合寒假回乡探亲之便
,

分赴陕西关中
、

陕南
、

陕北
,

以及甘肃
、

宁夏
、

青海
、

新

疆等西北广大农村
、

乡镇
,

最后写出了 30 余篇专题调查报告
。 `

其中有 7 一 8 篇质量较高

的报告
,

被选入 《 农业技术改造 》 专题调查报告文集
。

1 9 8 4年寒假
,

我校 团委
、

学生会

组织了一千余名大学生
,

利用寒假进行了 《 农村与改革 》 的社会调查活动
。

同学们的足

迹遍布西北
、

华北的数百个城镇和乡村
,

写出调查报告 4 00 多篇
。

其中有 18 篇报告 被 评

为本次调查的优秀论文
,

为此特意在校刊上开辞专栏
,

予以发表
,

并进行了表 彰 和 奖

励
。

通过这些实践活动
,

使同学 l[’J 有机会深入社会
,

了解社会
,

并学会运用已学的专业

知识
,

调查
、

了解和解决当前农业生产和休制改革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
。

同时
,

通过

这些社会实践 也有助于股炼
、

墙养和提高同学们分析问题
、

解决问题和独立工 作 的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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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让他们承担一定的科学研究任务

近几年来
,

我们结合生产实习
、

毕业实习
、

毕业 设计或毕业论文
,

让高年级学生在

专业老师的街导下参加一定的
一

拜学研究
,

承担部分研充 任务
。

示上他 的在科研 实 践 中学

会做科学研究工作
,

提高科研动手能力
。

比如
,

我校农经系了9级蔡世忠等十名同学
,

在

包纪祥
、

张襄英老师的指导下
1

参加了陕西省兴平县农业区划工牛中的农业经 济 调 查工

作
,

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

他们对
一

i亥县上原区农牧业生产结构问题
,

运 用线性规划

的方法
,

进行了全面的论证分析
,

提 出了上原区农枚业生产结构的 优 化 方 案
。

这一研

究成果已被该县所采 纳
,

并受到赞扬
。

再扣
,

我校 音仪系结合毕业实习
,

让 8 1级王 建华

等 5 名同学参加了 《 陕西句邑县种羊场天然草地资源评价及万亩人工草地建设 》科研项

目的枚草栽培试验研究和牧草品质分析及资源评价的部分试验研究工作
。

{也们在卢得仁

副教授的指导下
,

较好地完成了预定的任务
,

受到了句邑县种羊场的好评
。

同学们通过

参加这些实际工作
,

既提高了独立工作能力
,

学到了许多进行社会调查和进行科学研究

的本领
,

也帮助老师 们完成了一定的科学研完任务
。

{司时
,

也解决了目前高校 中
、

老年

教师进行科学研究助手不足的困难
。

3
.

开展大学生科技咨询服务和科研小组活动

这 也是锻炼学生
、

.

嗜长才干
、

培养提高科研能力的一种 {不之有效的途径
。

随着科技

市场的兴起
,

科技咨向活动日益为人们所重视
。

近一
、

二年来
,

我校 各专业的高年级大

学生经常利用节假 日
,

走 出校门
,

热情 为 “ 两户一体 ” 和广 大农民服务
。

他们及时地向

附近的农 民宣传我校科研的新成果
,

向群众介招科学致富的好经验
,

提供新的 科 技 信

息
,

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

比如
, 1 9 8 5

一

甲 2 月陕西省首届农村科技市场洽 谈

会在杨陵农科城召开之后
,

我校不 同专业的二十余名高年级同学
,

自行组织起来
,

利用

寒假到岐山县开展农业科技咨询服务
,

接待群众 1 2 0 0多人次
,

散发科技资料 1 3 。。多
。

份

此后
,

由农学系学生发起和 成立了农业技术 洁空
、

服务部
,

并创办了 《 农业科 技 信 息 》

油印刊物
,

为
“ 两户一体 ” 和广大农民服务

。

畜牧系的大学生与研究生也联合成立了畜

牧科技咨询小组
,

专门为农柯
一

畜禽词 抖专业 )
、 “

或词养场开展科技咨询服务活动
。

同学们

还根据市场的需求以及 “ 两户一体 ” 迫 叨需要农副产品加工技术
,

提高农晶
!{产品利用价

值的愿望
,

结合专业课的学习
,

利用课余时间
,

自愿组织起许多科研小组
。

比如
,

夕化

系学生结合农业微生物课的学习
,

组织起 含用菌科研小组
; 畜枚系学生结合 畜产品加工

课的学习
,

成立了变蛋科研小组
,

等等
。

这些科研小组在专业 i果老师们的热心扶植和指

导下
,

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

.4 定期举办青年科学论文报告会

举办青年科学论文报告会
,

是激励大学生乡加耳斗研活动
,

活跃学校学术空气
,

培养

人才
,

发现科学新秀的一种好形式
。

过去
,

高等院校 虽然经常举 行科学报告会
,

但多是

中老年教师的事
,

青年人很准得到发表白己论 文的机会
, :几学生更 i炎不上登上讲台宣读

论文了
,

为了鼓励青年教师和人学生参加科研活动的积极性
,

在 1 9 8 5年 6 月下旬我校召开

的首属青年科学报告会上
,

有 2 2名青年敦师
、

研究生和大学生在报告会上宣读了论文
,

纂中大学生有 7 名
,

约占3 2 %
。

从这些大学生的优秀论文来看
,

内容丰富
,

涉及面广
,

耽有综合性论文
,

又有应用成果报告
; 从微观的神经细胞分析

,

到宏观的农业结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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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讨
;
许多论文都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

,

对当前的农业生产建设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比如
,

农学系 83 级贾凯峰
、

董景平两位同学合写的 (( 白水县农业结构改革 ( 合理充分利

用土地资源 ) 》 一文
,

他们根据农业生态学的观点
,

对该县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及农业生

产发展缓慢的原 因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

得 出该县农业发展缓慢的原 因是整个生产结

构比例失调 ( 重农轻牧忽视林 )
,

土地资源利用极不合理
,

是限制其农业生态系统功能

发挥的关键 因素的结论
,

并提 出了建立合理农业结构
,

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的方案
。

这篇

论文宣读后受到与会代表较高的评价
。

通过这次活动
,

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启发
,

即在高

等院校定期地举办青年科学论文报告会
,

创造一个使人才脱颖而出的 良好环境和条件
,

鼓励广大青年教师
、

特别是大学生积极参加科研活动
,

活跃学校的学术思想
,

促进高校

的教学
、

科研工作 的改革
,

造就一代充满朝气
、

具有理想
、

勇于进取的高级建设人才
,

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尝试
。

除以上几点外
,

近年来我们还多次邀请校 内外知名的专家给学生作有关科学报告
,

学校 组织的许多学术活动
,

比如校系两级组织的科学报告会或讨论会
,

国内外专家来校

讲学
,

出国访问或进修回校老师们的专题报告或汇报
,

等等
,

我们都尽可能地 创 造 条

件
,

让高年级大学生参加
,

以扩大他们的知识面
,

激发他们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和提高他

们的科学素养
。

我们认为这些活动对于培养大学生的科研能力也是不可缺少的
。

( 三 )

从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科研能力的目的出发
,

积极组织和引导他们参加科研活动的实

践
,

对我们高等农业院校有些什么启示呢 ? 这里提出几点看法
,

与同志们商榷
。

1
.

必须提高对培养大学生科研能力问题的认识
。

传统的教育思想和方法
, “

是

一种封闭型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
,

它至今还或多或少的影响着我们的教育工作
。

用这

种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培养出来的人才
,

只能是
`

唯书
, 、 `

唯上 , ,

必然缺乏创 造性

和进取精神
, ”
不利于发现人才

,

造就人才
。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教育
、

科
一

技体制的改革
,

必须考虑培养人才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 “

教育总是为未来培养人才
,

它所要培养的人

才应该适合于未来的需要
。 ”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要

“
三个面向

” ,

即面向现代化
、

面向世界
、

面向未来
,

向我们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衡量一个高等学校教学质量

的高低
,

不在于给学生开设了多少门课程
,

而在于学生是否具备了用所学的知识去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

以及毕业后适应科技发展需要的能力
。

因此
,

能力的培养
,

尤其是大

科研能力的培养学生十分重要
,

这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一个重要方面
。

要加强对大学

生科研能力的培养
,

我们现在农业院校的课程设置
、

教学安排及教学方法等
,

都需要按

这种要求进行深入 的改革
。

2
.

大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应该 是全面的
,

而且从低年级就要抓起
。

科学 的 思 维

能力
、

实验能力
、

计算能力
、

写作能力等
,

都必须大力加强
。

从课堂教学到田间实习
;

从室 内实验到社会调查
,

都应该把学生能力的培养放在首位
。

对学生要从严要求
,

在学

校学 习期间就要养成良好的科学态度
,

养成严谨的作风
。

知识的传授是重要的
,

但能力

和品质的培养同等重要
。

那种一味追求考分
,

而忽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 只重视理论教

学
,

而忽视实践环节的佩观点
,

是不利于创造型
.

人才
、

开拓型人才的成长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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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应把大学生的科研活动
,

纳入高校科研的渠道
。

学校应该允许学 习成绩 优 异

的大学生申请参加一定的科研课题
,

承担一定的科研任务
,

学校要为他们参加各种科学

研究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
,

如在经费和实验手段等方面给他们以积极的支持
。

大学生的

科研成果 ( 包括创造发明 )
,

也应得到法律的保护
。

优秀的科研成果和科学论文
,

也应

该允许申报
,

给予奖励
。

4
.

建议高等农业院校尽快开设
“ 科技文献检索

” 、 “
科技写作

” 等课程
,

以 提

高大学生的文献检索能力
、

文字表达能力和撰写科学论文的技巧
。

作者认为这些都是作

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应该掌握的基本功
,

也是科技工作者必须具备的科学素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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