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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雪龙”号在黄海海域航行，学习海洋调查、海洋安全应急演练基本知

识，分组进行仪器实操，体验先进海洋科考设施……近日，上海交通大学海

洋学院 80 余名师生在“雪龙”号上开启了为期一周的“海上实践”课程科教

融合教学航次，这也是上海交通大学联手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中国极地研究

所），开启的“雪龙”号科教融合教学航次。

“海上实践”课程是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在 2018 年面向全院学生开

设的专业必修特色课程。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是教育部与自然资源部认

定的首批“科教融合共建平台”，今年学院首次将该课程开到了“雪龙”号上。

“雪龙”号是我国最大的极地考察破冰船，足迹遍布五大洋，创下了中国

航海史上多项纪录。这次实践课将涵盖物理、化学、生物、地质、技术、战略六

大海洋研究方向。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院长周朦担任本航次首席科学家，

该校海洋学院80余名师生及极地中心10余名专业人员参与本次海上实践。

登船前，上海交通大学组织了两天的线上理论教学，包括各学科方向教

学和安全课堂教育，通过在线笔试考察了学生的理论掌握水平。上海交通

大学海洋学院学生段泳浒介绍，这次科考同学们会采集一些反映海水物理、

化学、生物性质的数据，回来后再进行综合分析，“我希望能在欣赏大海美景

的同时圆满完成科考任务，给自己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段泳浒说。

日前，“雪龙”号试航暨科教融合教学航次启航仪式结束。中国极地研

究中心（中国极地研究所）主任刘顺林以“中国的南北极观监测：进展与展

望”为主题，开启课程“第一讲”。介绍了该中心聚焦极地特色开展的工作，

如针对极地冰川研究冰雪与气候的变化；针对极地微生物研究生命过程与

生态环境；针对极区大气和环境等研究南极天文和空间科学等。

“太酷了！”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学生王艳琳虽然从小就向往海洋，但

她从没想过自己这么快就能成为“雪龙”号上的一员。“我特别崇拜参加海洋

科考的科学家们，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和‘雪龙’号‘并肩战斗’。”

上海交通大学师生登船后，开展了弃船演习、消防演习等应急演练，并

再次开展作业安全教育，提高海上安全意识。海上实习期间，在上海交通大

学和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中国极地研究所）专业教师的带领下，学生们将分

组进行海上走航观测，作业内容包括浮游生物垂直拖网、艉部箱式和多管沉

积物采样等。

“海洋科学学科具有自身特殊性，既要求学生有追逐蓝色梦想的行业情

怀，更需要学生具有在海上艰苦作业、获取一手资料的实践能力，同时还需

要具备爱护海洋的意识和责任。”课程负责人、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副教

授钟贻森表示，该学院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非常重视海上科考实践，带队教师

把课堂设在蔚蓝大海上，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国际航次科考，学生参与航次航

迹遍布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以及太平洋、大西洋、北冰洋。

据介绍，2021年 4月，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被教育部与自然资源部认

定为全国首批科教融合共建平台。同年 6 月，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极地研

究中心（中国极地研究所）举行合作共建签约仪式。在自然资源部的大力支

持下，本航次首次利用“雪龙”号考察船，开展面向上海交通大学学生的海上

实践活动，是科教融合背景下一次全新的尝试。

上海交大在“雪龙”号上开课

3 名“95 后”农学研究生进了村，一年后，村

里搭起了水肥一体化的新大棚；过去滞销的白萝

卜变成了经济价值高的水果萝卜；村集体收入翻

了 3 倍……这样的变化发生在北京市通州区永

乐店镇西槐庄村，也发生在全国 300余个科技小

院进驻的村庄里。

日前，教育部、农业农村部、中国科协印发《关

于支持建设一批科技小院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经研究生培养单位自愿申请，省级教育部门、

农业农村行政部门和科协联合推荐，专家咨询，确

定对68个单位的780个科技小院予以支持建设。

2009 年，时任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

院院长、现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福锁，和同事们在

河北曲周县白寨乡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创建了第

一个科技小院，从这里开始，许许多多的农业专

家和农科学子，走出实验室、走出校园，把论文写

在乡间地头。

科技小院是一种集人才培养、科技创新、

社会服务于一体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

生培养单位把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长期派驻

到农业生产一线，在完成理论知识学习的基础

上，重点研究解决农业农村生产实践中的实际

问题，着力培养知农、爱农、兴农的农业高层次

应用型人才。

“这种培养模式，实现了教书与育人、田间与

课堂、理论与实践、科研与推广、创新与服务的紧

密结合，辐射带动全国涉农高校深化研究生培养

模式改革，生动诠释了研究生教育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重大命题。”教育部研

究生司负责人说。

目前，全国已有 30 余所涉农高校陆续建立

了 300 多个科技小院，覆盖广西、四川、云南、内

蒙古等 29 个省（区、市），涵盖了粮食作物、经济

作物、养殖业、林业、食品加工等 9 类产业中的

135个农产品类型。

“10 多年的实践中，科技小院逐渐成了一个

政府、企业、农民、科技四位一体的平台，不断创

新、不断应用。”张福锁介绍。

10 多年来，先后有 800 余名校内外导师和

1500 多名研究生参与到科技小院的建设和运行

中，制定技术规程 113 套，创新单项技术 284 项，

制作农民培训材料 276套，宣传展板 600余幅，田

间观摩辐射 8万余人，累计线下培训农民 20余万

人。一大批科技小院发展势头良好，为应用型人

才培养探索了有益经验。

把研究生派驻到农业生产一线

科技小院建设有哪些优势？与传统高校专

业型研究生培养模式相比，科技小院拥有哪些值

得借鉴的经验？

教育部研究生司负责人介绍，一方面，科技

小院解决了高校教师教学、科研任务繁重，难以

深入一线的问题。传统高校农业科技服务一般

多以教师为主体，如采用科研教学水平较高的专

家组作为主要服务力量。而科技小院则是以学

生（主要是专业硕士研究生）作为农业科技创新

服务的核心力量。学生驻村后发现问题，再由教

师指导，通过整合校内外多方科研资源，最终形

成可落地的技术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科技小院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

合，创新了农业人才的培养方式。当前，学生实

践能力不足、非农领域就业率高成为我国农业类

高校发展的痛点。为此，科技小院以学生为主

体，将研究生培养从学校转向农村，使学生在“做

中学”“学中做”。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西

槐庄村的科技小院的 3名主要成员表示，与在象

牙塔的学生们相比，他们度过了两年完全不一样

的青春时光——驻村生活在改变、重塑着这群年

轻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科技小院增强了学生

理论实践相结合实现“做中学”“学中做”
教育部研究生司负责人介绍，教育部、农业

农村部、中国科协将进一步加大对科技小院支持

力度，更好地发挥科技小院在人才培养、科技创

新、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示范作用。

首先，扩大支持范围。按照服务需求、改革

示范、质量为先、公平公正原则，将支持范围由原

先的 300 多个扩展到 780 个，实现 31 个省份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对地处国家重点帮扶

县、聚焦县域特色农产品的科技小院特别予以倾

斜支持，涉及 34个全国重点帮扶县。

其次，强化协同培养。巩固政府、社会组织、

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协同合作的政产学研一体

化人才培养模式，加强组织协调和条件建设，推

动涉农研究生教育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与社会

需求紧密结合、与农业农村发展紧密结合，引导

广大涉农研究生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

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

时代脉搏，把对祖国血浓于水、与人民同呼吸共

命运的情感贯穿学业全过程、融汇在事业追求

中，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

再次，加强条件保障。通过增量倾斜和存量

调整，优先满足科技小院农业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的招生计划需求，在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教育教

学改革方面给予相应支持，将科技小院纳入当地

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和农民培训体系，支持科技小

院面向“三农”做好科技服务和科普培训宣传。

多部门加大对科技小院的支持力度

让年轻人到村里让年轻人到村里““读研读研””
科技小院培养知农科技小院培养知农、、惠农惠农、、兴农人才兴农人才

的实践能力，让他们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将理论基础与技术能力融会贯通，实现涉农

高校将科研、服务、就业等相结合的培养目标。

此外，科技小院还可以为其他学科的专业

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做出示范。“越来越多的涉

农高校强化实践导向、应用导向的人才培养，

鼓励学生将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让实验室里

的科研成果在广袤的田野上落地生根，有着借

鉴推广科技小院模式的积极性。”教育部研究

生司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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