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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林高校应用化学专业发展定位准确与否关系到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好坏,关系到农林高校“产品”

是否适销对路。根据农林高校的实际和新农村建设的需要,“理农结合,服务‘三农’”应作为农林高校应用化学

专业的发展定位。为了实现这一定位,提出了一系列教学改革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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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内开办应用化学专业的高校有200余

所,主要涉及理、工、农林等院校,其中农林类高校近

20所,约占10%。大部分综合性及理工科院校的应

用化学专业从开办历史、师资力量、办学水平等方面

普遍优于农林高校,因为大多数农林高校的应用化

学专业是在基础课部转制为院(系)的过程中开办

的,时间长的十多年,短的才几年。农林高校应用化

学专业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充分认识到自身存

在的问题:专业发展定位大而全、学科方向凝练不

够、办学特色不明显、专业方向和办学模式有照搬国

内综合性大学或理工科大学的痕迹等。这样一来,

农林高校应用化学专业的发展只能总是跟在综合性

及理工科院校后面穷追,很难迎头赶上,从而必将失

去生存空间。因此,重新思考农林高校应用化学专

业发展定位是十分必要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

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的任务不仅仅是建几栋新房子、修几条新

公路,而主要是使教育、科技、文化、医疗、经济等各

项事业齐头并进、共同发展,要走内涵发展的道路,
要有可持续性[1]。因此,作为农林高校应用化学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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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将大有可为,将专业建

设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对促进专业的发展和加快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林高校应用化学专业的发展
定位

  1.联系实际、准确定位

应用化学专业是介于理科和工科之间的一个专

业,是一种应用型理科,落脚点是培养“用”化学的人

才。然而不同类型的高校侧重点不一样,实际上这

个侧重点就是所谓的专业发展定位。北京大学、南
京大学、武汉大学等综合性大学的应用化学专业偏

理科,主要侧重于解决工科中的理论问题;华东理工

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理工科大学的

应用化学专业偏工科,主要侧重于解决化工工程和

工艺等问题。作为农林高校,应该从自身实际出发,
立足于农科优势学科,并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的实际需要,寻找学科建设的生长点,要在“农”字上

下工夫,将应用化学专业这个应用型理科与大农科

相结合,以服务农业、服务农村、服务农民为宗旨,将
专业发展定位为“理农结合,服务‘三农’”,为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培养高素质的化学应用型人才。

2.确立方向、形成特色

专业发展定位了,专业的发展方向也要跟着确

定;专业的发展方向确定了,专业的特色也就形成

了;有了专业特色,专业发展定位才能落到实处。服

务“三农”就是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此农林

高校应用化学专业应确立“农药学”、“农产品分析与

检测”、“天然产物化学”、“化学生物学”等专业方向,
这样既体现了与农林高校优势学科的结合,又体现

了为“三农”服务的思想。需要说明的是,“理农结

合,服务‘三农’”只是一个基本定位,具体发展方向

应该与本校本专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体现本校的

特色。如中国农业大学侧重于农药合成和环境化

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侧重于精细化工和生物资源

化学,华南农业大学侧重于热带天然产物化学,东北

农业大学侧重于天然药物和食品化学,等等。总之,
都是与本校的优势学科相结合,专业特色较明显。

  二、实现农林高校应用化学专业发
展定位的措施

  为了实现“理农结合、服务‘三农’”这一专业发

展定位,农林高校应用化学专业必须在课程设置、教
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价方法、实践教学等方面进行

改革。当然,我们不需要面面俱到,但在改革中要有

所侧重,将与化学有关的新农村建设的内容纳入教

学体系,为服务“三农”培养专门人才。

1.改革课程设置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综合性的工

程,需要方方面面的知识和人才,而农林高校应用化

学专业正适逢其时,然而如何培养适销对路的新农

村建设人才是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2]。
教学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课程设置的改革,只有合理

的课程设置,才能构建面向“三农”、适应新农村建设

需要的知识体系。
如何改革传统的应用化学专业课程设置,体现

“理农结合,服务‘三农’”的专业定位? 如在“农药

学”方向设置“农药合成与加工”、“农药残留分析”、
“农药环境毒理”、“农药分子设计”等选修课程;在
“农产品分析与检测”方向设置“现代分离技术”、“食
品安全检测技术”、“有毒有害生物检测原理与方法”
等选修课程;在“天然产物化学”方向设置“天然高分

子化学”、“药物化学”等课程;在“化学生物学”方向

设置“生命化学导论”、“化学植物学”等课程。必修

课程除“四大化学”外,在“农药学”方向设置“农药化

学”等课程,在“农产品分析与检测”方向设置“农产

品分析与检测”等课程,在“天然产物化学”方向设置

“天然产物利用与开发”等课程,在“化学生物学”方
向设置“化学生物学概论”等课程。这样,既丰富了

课程设置,体现了新农村建设的实际需要,又充分体

现了“重视基础、反映现代、融入前沿、综合交叉”的
精神,从而有利于培养能力强、素质高的适应新农村

建设需要的应用化学专业人才。

2.改革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体现专业发展特色的重要载体,因
此,将新农村建设的内容融入其中是十分必要的。
如在“农药学”、“农产品分析与检测”和“化学生物

学”方向均开设“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基础”等课

程;在“天然产物化学”方向课程中增加利用淀粉、魔
芋、大豆蛋白等改性合成及有效成分的分离、分析等

内容,使学生对天然产物有一定的认识,如油菜籽

油、大豆油、乌桕籽油等油脂是我国大宗的油脂产

品,通过与甲醇等低碳醇发生酯交换反应而制得生

物柴油,使学生了解利用农业资源缓解能源紧张的

方法,并通过参观我校生物柴油的中试设备加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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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在“天然产物农药”课程中增加天然产物中有效

成分的提取、分析、鉴定和合成等内容;在“现代分离

技术”、“化学发光分析”等课程中增加动物、植物目

标成分的分离与提纯的方法,增加利用化学发光技

术对动植物有毒有害成分进行快速检测的内容,使
学生了解农产品快速分析的方法;在“环境化学”、
“农业资源利用与开发”等选修课程中增加沼气等新

能源的开发及其综合利用等教学内容,因为《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普及农村沼气,积极发

展适合农村特点的清洁能源”,把发展农村沼气作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切入点,是“炊事革命”、
“有机肥革命”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措施,深受广

大干部群众的欢迎。因此,将上述内容纳入教学体

系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改革教学方法

采取研究性、探索性的教学方法,在加强基础的

同时,有目的、有计划地与新农村建设相联系。采取

课内课外相结合的方法,利用讲座、多媒体演示等形

式,生动地介绍相关的知识。采取以课程论文、文献

综述的形式,引导学生自学相关的知识,充分发挥学

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还可以采取案例教学法,激
发学生探索未知的欲望,如“魔芋的综合利用”可以

作为一个很好的案例,除了大家熟知的能做食品外,
还可以进行哪些开发? 可以通过改性做成环保薄膜

用于食品包装等,可以通过接枝合成高吸水性材料

和保水材料用于婴儿尿布、园林绿化、沙漠改良等,
还可以制备成絮凝剂用于污水处理等等,这种教学

方法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思维,激发了学生求知和

创造的热情。

4.改革评价方法

在学生成绩评价方面,采用多元化的开放式的

考核评价方法,注重平时成绩和创新能力的考核,开
卷与闭卷相结合。将课程论文、实践创新及获得的

成果等都纳入成绩考核之中,突出能力这一核心,全
面考核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通过以考核为导向,
促进学生知识、素质、能力的协调发展。

5.强化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

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新农村建设需要具备多

种能力的创新型人才,特别是具有较强动手能力、能
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人才[3]。因此,实践教学

将在这一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实践教学包括

实验课程、课程实习、参观学习和社会实践等方面。

其中实验课程的教学更为重要,因为它是培养学生

基本动手能力的主要途径。为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

要,实验课程中应体现相关的内容,如我们开设了

《生物资源化学实验》课程,内容基本是与农产品开

发与利用相关,开设的《综合化学实验》课程中有生

物农药、除草剂的合成与应用、牛奶中有效成分的分

离和提纯、以淀粉等天然产物合成有机高分子等实

验;同时,还开设了大学生综合创新实验,设立创新

学分,较好地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为新农村建设

培养有用之才。另外,对于选修类课程,以课程实习

等形式让学生进行开放式实验,以培养学生的合作

精神与创新能力。同时,加强针对性的社会实践活

动,到农村去,到工厂去,了解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和

方法,并进行一定时间的生产实习,使学生在实践中

加强感性认识,以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6.营造良好的专业氛围

所谓专业氛围包括育人环境、人文环境、教风学

风、学生风貌等因素。一个良好的专业氛围,是专业

人才培养的沃土,是专业发展的源动力。为此,我们

必须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加强专业特色建设、加强教

风学风建设,教育学生热爱社会主义新农村,能够献

身农村基层建设事业。只有这样,我们的专业定位,
才能得到教师、学生的认可,我们的专业人文精神、
师资素质,才能得到提高,学生的学风和精神风貌,
才能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态势,从而才能形成良好的

专业氛围。如此一来,我们培养的人才不仅能够在

工厂、企事业、学校等单位工作,而且有大量的人才

到农村去服务“三农”,从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事

业,从而实现我们专业定位的意义。

  三、结语

综上所述,从发展的观点看,农林高校应用化学

专业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将大有可为。为此,
提前着手专业建设,配套进行教学改革,突出“理农

结合,服务‘三农’”的专业特色,为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培养大批人才,将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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