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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优化设计

刘佳丽, 欧阳菊根, 程洪, 李 凤, 欧阳毅
(南昌水利水电高等专科学校 环境工程系, 江西 南昌 330029)

摘　要: 针对现阶段水土保持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缺限和教育相对滞后于我国经济及城市化快速发展的

实践, 提出了水土保持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思路和优化设计方法, 以及优化设计后的人才培养方案实

施。如此培养出来的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专业人才, 将更能适应行业的市场需求、适应社会的岗位需求。因

此, 该方案的优化设计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水土保持; 生态建设; 人才培养; 优化设计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0—288X( 2004) 01—0076—03 　 　中图分类号: T V 698. 2+ 4; T V 42

Optimizational Design at Talent Education on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Field

LIU Jia-li, OU YANG Ju-gen, CHENG Hong , LI Feng , OUYANG Yi

( N anchang W ater Conser vancy and Hydrop ow er College, N anchang 330029, J iangx i Prov ince, China)

Abstract: Some pr oblems and sho rtcom ing in talent educat ion are analyzed both in soil and w ater co nserv a-

tio n science f ield and its pract ice, w hich lags behind the currient econo mical and urbanizat ional dev elo pment

in China. Based on this situation, the refo rming thinking and its optim izat ional design in talent educat io n on

so il and w ater conservat ion science and ecolo gical const ruct ion are put fo rth. As the personnel t raining

schem e of optim um design is implem ented, the per sonnel in soil and w ater conservat io n f ield w ould be t rained

out w ith the qualified know ledge and techniqueo f eco logical const ruction, and can meet the market dem and of

the present econom y, society and new er a. So, the opt im um desig n of the scheme has cer tain direct ive g uid-

ing and r ealistic sig nif icance.

Keywords: soil and wation conservation;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talent education; optimizational design

　　21世纪世界经济、科研、综合国力的竞争,其根

本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培养是否符合新时期岗位

群的需求,给作为人才培养的高等院校带来了新的挑

战,是高等教育改革必须研究的新课题。对于水土保

持与生态建设专业的人才培养, 必须树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教育思想观念和思维方法, 建立适应市场经

济需要、行业需求的人才培养方案。南昌水利水电高

等专科学校承担教育部“新世纪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

养模式和教学内容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的子课题

“高职高专教育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的研究与实践”,在水土保持专业长期改革和实践

的基础上,着重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优化设计。

1　水保人才培养方案中存在的不足

1. 1　课程设置与行业发展和社会岗位需求不相适应

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行业人才岗位群主要分布

在 5大方面: ( 1) 水土保持生态建设项目前期工作,

岗位群分布在各级水利水电的设计院(室) , 水土保持

科研所和水土保持站; ( 2) 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工作,

岗位群分布在各级水土保持监测站(点) ; ( 3) 开发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岗位群分布在不同行业

具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资质的单位; ( 4)

水土保持行政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人员,岗位群分布

在各级水土保持行政单位、水土保持监督站和水政监

察队; ( 5) 水土保持行政管理、水土保持科研、水土

保持宣传、培训等,岗位群分布在各级水土保持行政

单位和水土保持科研所、水土保持技术推广站等。据

调查, 在农林、计划、监理部门也有部分岗位需求[ 2]。

原方案在水土保持监测、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工程概

算和监理等方面课程设置存在不足和欠缺, 不能满足

行业岗位群的需要
[ 3]
。

1. 2　素质教育方面存在问题

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工作性质决定它是一个艰

苦行业, 其艰苦性不亚于地矿行业,但不享受外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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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待遇。因此, 需求的人才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

识,更重要的是具备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

具有奉献、敬业、吃苦耐劳、热爱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

行业的精神, 原培养方案在这方面教育存在不足。原

培养方案侧重对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实践,忽视了

“先成人后成材”的教育理念, 在学生的道德素质、综

合素质和团队观念培养上存在不足。一些学生不懂得

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关系,不

能适应时代对人才的要求。

2　优化设计的人才培养方案

2. 1　优化设计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思想

据行业发展趋势与社会需求, 拓宽专业范围,调

整知识结构, 加强学科渗透,改革教学方法,加大高科

技课程,强化技能训练,培养复合型应用性人才。

2. 2　优化设计人才培养方案的思路

根据行业发展趋势与社会需求调查,不断调整专

业培养目标; 依据培养目标,确定人才培养规格与能

力要求;依据能力要求,构建知识能力结构;依据知识

能力结构,优化理论、实践、素质 3 大教学体系; 依据

3大教学体系制定科学合理的教学计划。

3　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

3. 1　人才培养方案离散为不同的知识模块

据知识能力结构, 将人才培养方案离散为基础、

工程、生物、管理、素质教育等知识模块。

基础模块—→

思想品德、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和“三个代表”理论、体育、高

等数学、土壤侵蚀与沙漠化防治原理、应用

遥感( RS)、工程力学、水文水利学、地质地

貌、土壤学、计算机文化基础。

工程模块—→

水土保持制图( CAD )、工程测量 ( G PS )、土

力学与地质基础、水土保持工程学、水土保

持实验小区设计、水土流失监测技术、工程

概预算和施工管理、水土保持方案设计。

生物模块—→
植物学、树木学、林业生态工程、人工生态

恢复技术、城市绿化与城市水土保持。

管理模块—→

水土保持信息系统( GIS )、水土保持行政执

法、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和管理、水土保持生

态建设前期工作、流域管理学。

素质教育模块—→

党的基本理论知识、哲学、公共关系

学、大学语文与写作、3D M A X、环境管

理学、法律法规基础知识、中国文化概

论、美学原理、景观生态学等。

3. 2　强化基本技能与新技术应用

新的培养方案中,保留了原有的基础实验教学和

实习,增加实践教学的课时和新技术, 3S 的操作实践

环节,同时按照实践教学大纲的要求重新调整实践教

学内容,删除陈旧的、过时的内容,并把综合性实验、

设计性实验以及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行业需要的新

技术和新方法贯穿整个实践教学过程中。这样的实践

教学,有利于学生基本技能、实际操作、综合实训能力

的培养,有利于学生新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 学生毕

业后能迅速满足行业岗位群的需要,克服以往学生毕

业后必须经过一段适应期, 才能独立上岗, 增加学生

就业的竞争力。

3. 3　课程配置和课时分配的优化

对传统课程进行了改革、优化重组,避免课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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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生态学”、原有的水土保持规划拓

宽优化成与国际接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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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教学内容更加系统和贯通,有效地避免了

课程内容重复过多和缺乏衔接性。总课时减少, 学习

松紧度降低,选修课学时增加, 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自

主学习、参与科研的时间;为学生提供自主选择课程,

因材施教和发挥学生个性的机会
[ 4]
。

3. 4　加大了行业紧缺人才的培养内容

国家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方针政策的变化和行

业的发展,人才需求也有所改变。调查水土保持与生

态建设行业发展趋势,行业急需掌握 3S 技术的水土

流失监测专业人才, 需要掌握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水

土保持工程概预算和监理的专业人才等。因此, 课程

设置根据人才培养需求进行了多次调整,加强了水土

保持监测的基础知识( 3S 技术) ; 强化了水土保持行

政执法课程的内容;增设了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

案编制和水土保持项目概预算课程;调整了小流域水

土保持规划课程, 以与《水土保持建设项目前期工作

暂行规定》相适应, 拓宽水土保持工程课程内容, 增加

水土保持工程监理课程。

3. 5　设置专家专题讲座

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行业与国家政策和经济发

展紧密相关,项目的立项、设计和实施与投入紧密相

关。为此,在人才培养方案中,针对学生不同时期的知

识需要, 聘请知名教授、研究专家和行政专员,进行不

同的知识讲座,增加学生对本专业学习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激发学生对专业的兴趣,使学生能有目标、有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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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有方向地学习。同时,让即将毕业的学生把握行业

最新动态,尽快适应岗位需要。

3. 6　重视学生科研和实践的参与

积极鼓励学生选导师,选课题进行毕业设计,毕

业设计与科研、生产相结合。开放本专业教师的科研

和设计项目, 让学有余力的学生参与科研和设计,接

触专业前沿, 学会科研和设计方法。开放实验室,鼓励

学生自主立题进行科研,并安排教师指导。利用暑假

社会实践活动,对当地的水土保持、生态环境进行调

查研究,根据所学专业知识,向教师提交专题报告。学

生科研与实践的参与, 对加强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

培养起了很大的作用。

3. 7　扩大选课的范围

培养方案中选修课设置分 2大部分:专业选修课

18 门和全校公选课 20多门, 必须修满规定的学分。

专业选修课和全校公选课程范围的拓宽,有利于充分

尊重学生特长,正确引导个性发展, 增强专业方向选

择和素质的培养。鼓励学生跨专业、跨学科选课,选修

水利水电工程建筑、计算机网络技术等第 2 专业,让

学生依据自己的个性成为有用之才。

我国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高等教育主要分布在

农业、林业、水利 3类高等院校,从课程设置来看无统

一的教学要求,农业院校侧重农业技术措施, 林业院

校侧重林草措施,水利院校侧重工程措施。优化设计

的人才培养方案,强调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

的协调统一理论体系,突出高科技在水土保持与生态

建设中的应用,紧跟行业发展趋势增加管理类课程,

根据行业特殊性进行素质教育。优化设计的人才培养

具有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的专业特色、具有高职高专

教育特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培养出来的人才一

定能适应行业市场需要,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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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弘扬黄河文化,发展生态旅游

黄河水利防洪工程是发展生态旅游,弘扬黄河文

化的基础。在水利建设中一定要打破“单纯水利”的传

统模式,体现水环境建设的自然性、文化性和亲水性。

工程造型要与环境美化相协调, 防洪大堤的表层要用

土质, 河滨形成亲水绿化带,河岸的防护也应首选天

然材质或生物措施, 以利于水生动植物,特别是底栖

水生动物的生长,并在迎水坡设置人行道和台阶,使

人们便于走近河道, 接近大自然; 钢筋混凝土和砌石

墙面可采用藤本植物进行绿化美化, 来弥补防洪高墙

阻断人们亲近河滩的缺陷;所有设计的景点, 包括古

韵园、寻根园、文化园、抗洪园等, 一定要体现自然风

情,特别是芦苇沼泽荒地的野趣,尽量少建或不建亭、

廊、台、馆、所,以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黄河流

域是中华民族 4 000 a 余光辉灿烂文化的发祥地,这

里曾经有茂密的森林和丰足的水草, 而如今由于盲目

开发, 森林破坏, 黄河流域 4. 00×10
5

km
2
多的土地

水土流失严重。在黄河流域的生态旅游中要让人们认

识自然规律, 记住这个历史的教训, 从生态文化的角

度深层次的思考环境问题。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与人

类文化的发展,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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