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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延长培养时间，还要

对专硕的师资力量、培养模式、

过程管理以及过程评价等进行

优化，让专硕培养与行业产业

真正对接，培养社会所需要的

高质量人才。

储朝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图说教育图说教育K

炎天暑月，坐落于福建省西南崇山峻岭间的南靖县和溪镇，用

一年里最盛情的阳光，“款待”又一季如约而至的厦门大学师生。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厦门大学生物系的学生每年夏天都会奔赴

和溪镇，以大自然为课堂，研习一门名为“生物学野外实习”的必修

课。70 年来，他们跋山涉水、求索自然，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以

青春描绘绿水青山，不断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

以自然为师

“全副武装”穿上长袖，背上背包，带上干粮，81 位参加 2023

年“生物学野外实习”课程的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21 级本科

生开启了暑期雨林调查，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和溪镇乐土村六

斗山上的一片南亚热带雨林——乐土雨林。

每天徒步翻山越岭 10 余公里，入雨林、攀高树、涉浅滩，被烈

日炙烤、被暴雨突袭、被蚊虫叮咬……参加野外实习的厦门大学

师生需要忍受艰苦的条件，但这些阻挡不住他们走进这个天然

实验室的步伐。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学生贾宇园跟着老师一

路学习、一路探索，她说：“我们带着好奇心出发，观察自然，看到

现象并尝试解释现象，这一过程让我们学习了重要的科学研究

范式。”

在野外实习中，青年学生先后开展了不同林型的蛾类物种多

样性比较、不同生长状态的植物丛枝菌根真菌侵染率差异探究

等生物多样性相关课题研究；通过对和溪地区几种植物农药杀

虫功效的探究学习，采集夹竹桃制备环保无污染的生物农药，为

和溪镇橙带蓝尺蛾虫害频发的难题提供解决方案；积极参与社

会活动，为景区游览者、当地小学生开展科普讲解。

“没有哪门课像‘生物学野外实习’这样，让你敞开心扉、拥

抱自然，让你惊叹于生命原来如此美丽！”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副教授侯学良说，开课 70 年来，“生物学野外实习”一直是深受

学生追捧的一门课程。课程通过观察、触摸、记录，让学生们领

悟自然、解读自然、保护自然。

通过“生物学野外实习”课程，厦门大学师生走进雨林、研究

雨林，迄今已发表论文 27 篇、出版教学专著 2 部、采集植物标本

5000 多号，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他们之中就有厦门大学第一

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红树林之父”林鹏等著名生态学家。

他们为生态保护倾注毕生心血，激励一代代师生“像对待生命一

样对待生态环境”。

促学科发展

一直以来，厦门大学的野外实习课程不断呼应时代需求，与时

俱进、改革创新。近年来，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战略部署，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对野外实习课程内容进行

“升级”，在植物学、动物学、生态学等传统教学内容基础上，新增了

植物生理学、生态环境与人文关系调查等 7 项教学模块。

为培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

之才，该学院积极探索实践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课程理念，

跨学科、跨专业组建教学指导团队，在野外实习过程中，联合体

育教学部开设攀树、野外生存等户外体育课程，使学生习得运动

技能，增强勇气和意志力；联合创意与创新学院师生对采集的标

本进行美化设计，使学生感受科学与艺术融合之美。

在教育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厦门大学建设的生物学课程野外

实习虚拟教研室获批全国首批虚拟教研室，实现优势数字资源库

的共建共享，推动生物学科高质量发展，培养生态环境保护人才。

从鹭江之滨到和溪之畔，一代代厦门大学师生辗转奔波、深

入雨林。时代在变、环境在变，但他们对科研的热忱不变，对自

然的热爱不变，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追求也不变。截至目前，

厦门大学已有 3000 多名师生走进乐土雨林，在野外实习中锤炼

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不断书写实践育人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

绿色答卷。

厦门大学：

在大自然中锤炼科学精神

8月 27日，云南各小学迎来2023—2024学年开学日。新学期伊
始，位于云南省昆明市的润城学校以“共建无废绿色校园·争做节能
小使者”为主题，通过科普垃圾分类知识、组织参观生物多样性科普
宣传示范基地等活动，为孩子们上了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在孩
子们心中种下生态文明的种子。图为云南省昆明市润城学校的老师
带着学生参观生物多样性科普宣传示范基地。

新华社记者 胡超摄

开学第一课播种环保的种子
近日，多所学校停招学术型硕士的消

息引发了热议。日前，西南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北工业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等多所高校先后宣布，不再

招收部分专业的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

这些专业涵盖了工学、管理学、农学等多

个学科大类。

近年来，学术型硕士即学硕的缩招或

停招十分普遍。许多专业都减少了统招

学硕的数量，甚至只接受推免方式或直博

招生。与此同时，专业型硕士即专硕的招

生比例不断扩大，逐渐成为硕士研究生招

生的主力。

招生规模持续扩大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

2025）》提出，到 2025年，以国家重大战略、

关键领域和社会重大需求为重点，增设一

批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类别，将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到硕士研究生

招生总规模的三分之二左右，并大幅增加

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数量。

2022 年 9 月，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新

闻发布会上提到，我国专业学位硕士研

究生招生比例已超 60%。据中国研究生

招生信息网统计，在 2022 年末举行的全

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当中，全国

共有 474 万名考生报名，其中专硕报考人

数超过 6 成。

供职于北京市昌平区某考研辅导机

构的常东（化名）结合自己对历年考生的

观察表示，学硕和专硕的“此消彼长”不仅

是政策要求的结果，考生的实际需求也成

为推高专硕招生比例的重要因素。

“相当大比例的考生想要攻读硕士学

位，其动机都是以就业为导向的，即通过

获得硕士学位来提高自身在就业市场的

竞争力，而非从事学术研究。对他们来

说，学制更短、教学内容更偏向实际应用、

应试难度更低的专硕相比学硕是更理想

的选择。”常东表示。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认为，专硕扩招体现了社会需求。各个专

业领域急需高级人才，而理论研究已经无

须用“人海战术”来堆砌。在研究生扩招

的过程中，这一需求就体现为学硕缩招，

专硕“做大”。

多方面入手提升培养质量

虽然专硕的招生规模在不断扩大，但

在专硕的培养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

“社会上经常会出现对专硕和学硕不

同的评价和预期，就像在‘普通教育’和

‘职业教育’两者之间，公众依然更推崇普

通教育一样。这个问题还需要各方努力

一同解决。”储朝晖说。

常东表示，目前各高校各专业对专硕

的培养仍未形成规范和共识。例如有些

导师“把专硕当学硕培养”，另一个极端是

“不关心专硕”。而考生对学硕和专硕的

认知也无法统一。

“有些学生想要读博从事学术研究，

但是又担心自己考不上学硕，就问我能

不能考专硕，影不影响读博。更常见的

问题是，专硕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会

不会不如学硕。”常东说，这些问题每年

都会被多次问起，但都无法给出确定的

回答。

储朝晖指出，部分高校师资力量的配

置或教学模式的转型或还未能跟得上研

究生扩招的力度，这是急需解决的现实问

题之一。

专业学位硕士扩大招生规模，主要集

中在工科专业。“尤其是热门的计算机科

学专业，近年专硕比例的提升十分显著。”

常东告诉记者。

“虽然我们常把理科与工科并称为理

工科，但是实际上两者有很大区别。物

理、化学、理论数学等高度理论化的学科

并无直接对应的专硕专业，这些专业的

学术导向十分明显。而机械、化工、统计

等应用型专业有学硕与专硕之分，出现

困惑的考生也大多集中在这些专业。”常

东说。

储朝晖表示，除了延长培养时间，未

来还要对专硕的师资力量、培养模式、过

程管理以及过程评价等进行优化，让专硕

培养与行业产业真正对接，培养社会所需

要的高质量人才。

多所高校缩招停招学硕，专硕渐成招生主力——

“做大做强”专硕需优化培养体系

8 月底，由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中国大

学生体育协会等主办的 2023年全国高等院校健身气功锦

标赛在天津举办，来自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天

津体育学院等国内 180多所高等院校近 900名运动员参加

角逐。这是强化大学体育建设、深化体教融合的一次有

益尝试。

“在大学近现代化转轨进程中，肩负着强健体魄、健

全人格、磨炼意志、激发潜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大学

体育应运而生，并逐步成为大学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组成部分。”日前，在成都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FISU（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世界学术大会现场，教育

部部长怀进鹏发表主旨报告时表示，中国将更加重视大

学体育的发展，积极推动全球大学体育的发展。

当下，我国大学体育发展情况如何？大学体育对学

校设施、课程安排等方面有哪些要求？据此，记者采访了

相关专家。

体育运动的意识有待加强

“与国外相比，我国大学体育发挥的作用更为充分。”

在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副主席、首都体育学院原院长钟

秉枢看来，我国比其他国家更重视体育课程设置。“国外

很多大学并没有将体育列为必修课程。而我国规定，大

学本科一、二年级开设体育必修课，三、四年级开设体育

选修课，且有条件的大学要为研究生开设体育选修课。”

他说。

实际上，我国体育与教育能够深度融合，与大运会在

中国的举办密不可分。

从 2001年北京大运会，到 2011年深圳大运会，再到此

次成都大运会，在 20多年时间里，我国几乎每十年就会举

办一次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而大运火炬的每一次点

燃，都成为中国大学体育发展的重要节点。

2001 年北京大运会后，我国运动员参加世界大学生

（夏季、冬季）运动会的选拔、组队、派出等各项安排，逐步

由国家体育总局“移交”教育部门。“自此，体教结合的理

念在国内体育界、教育界得以更加广泛地倡导。”中国基

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体育学科首席专家、全国

学校体育联盟（教学改革）主席毛振明说。到 2011年深圳

大运会时，体教结合开始向体教融合发展，此次成都大运

会正是在深化体教融合的背景之下举办的。

钟秉枢指出，我国大学体育正让学生逐步养成体育

锻炼的习惯，将体育融入自己的生活。“如果关注我国大

学体育的课程设置、内容安排、学分比例，就会发现，我国

大学体育在德智体美劳‘五育’中所占比重是非常高的。

除体育课外，没有哪门课程要延续两年，即便到了三四年

级还要继续选修。”

然而钟秉枢认为，虽然体育在高校教育中的时间得

以延长，但大多数人对于体育的重要性仍认识不足。

“体育运动使学生树立追求卓越的信念；参与团体运

动，学生还要学会与他人合作，达成共同目标；此外，体育

运动的过程能帮助学生增进心理健康。所以，体育能让

学生动起来、玩起来、跑起来、拼起来、赛起来，使他们思

维敏捷、自信坚定、意志坚韧、进取拼搏、恪守道德。”钟秉

枢表示，体育不仅能让青年强身健体，还能潜移默化地影

响他们的思想品格，大学体育在培养身心健康、人格健

全、富有创新精神的高水平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体育课程设置逐步优化

今年 4月，杭州师范大学一则教师招聘启事引起广泛

关注。该招聘公告中，体育学院教师一栏的应聘要求为

“获得过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对此，许多网友提出疑

问：大学体育教师是否有必要具备如此高水平的专业能

力？

“体育学科的独特性是以身体运动为前提。”钟秉枢

说，此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高校带头对体育学

科的师资标准进行了调整，学历要求由博士降到了硕士，

但是对运动能力的要求更加严格，需要奥运冠军、世界冠

军、亚洲冠军，至少也是全国冠军、运动健将。“这样，体育

教师既拥有科研能力，又满足运动成绩的要求，两者的结

合让体育师资团队更科学合理。”他说。

据了解，当前我国各地大学都在对体育课程安排、课

程实施模式等进行改进。以清华大学为例，该校以必修

加选修的形式进行课程设置。该校明确规定，大一时学

生必须完成游泳、长跑、短跑以及武术中的太极等较简单

的几门课程，此后，学生可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项目进行

学习。“有些学校开设课程项目可达 40 多项，最少的也有

20多项，满足了学生的不同需求。”钟秉枢说。

同时，部分学校还采用俱乐部的形式将课内外体育

课程相结合，即在学校里成立相应运动项目的社团组

织。据钟秉枢介绍，这些学校的学生入学后可选择加入

一个运动项目的俱乐部，并在俱乐部里进行不同等级的

比赛。这样的做法让大学体育课不再局限于原有的行政

班级，而是采用了选项走班的制度，满足学生不同的运动

需求，最终达到教育部提出的目标：毕业时，大学生掌握

一至两项运动技能，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

大学体育课内外有机联动的设计所带来的好处显而

易见。例如，北京大学登山俱乐部能带领学生攀登珠穆

朗玛峰；上海海洋大学把学科建设与帆船、帆板、皮划艇

等运动有机结合，打造出强大的水上运动项目团队；中国

地质大学登山与户外运动俱乐部帮助许多地质专业毕业

学生选入中国登山队，从事职业登山活动。

探索高水平体育人才培养路径

2005 年 8 月，在土耳其伊兹密尔举行的第 23 届世界

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上，来自清华大学的胡凯获得男子百

米决赛冠军。这一消息在当时轰动全国，胡凯不仅创造

了中国田径历史上直道项目的第一个世界大赛冠军，更

因其诞生自学校运动训练体系，成为体现我国高校体育

跨越式发展的杰出代表。至此，我国越来越多的优秀运

动人才从校园孕育而生，成为我国体教融合的重要成果。

2020年 4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完善青少

年体育赛事、加强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和高校高水平运动

队建设等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指导。

钟秉枢表示，《意见》明确，推进国家队、省队建设改

革与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相衔接，并将其纳入竞技体

育后备人才培养序列。由此，国家队和省队正逐步尝试

与各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联合培养体育人才。例如，清华

大学的射击与国家队正有机衔接，北京体育大学的田径

与跆拳道也在跟国家队和一些省市的运动队合作，探索

培养高水平的体育人才。

不仅如此，改革也促使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招生政

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相关规定要求，高校高水平运动

队要为世界大运会、奥运会提供人才支撑，因此，高校高

水平运动队的入学门槛也由二级运动员提到一级运动员

以上。同时，运动员文化水准的要求也在提高，运动员的

文化成绩要达到统考线的 80%才能进入高校学习。选择

专业时，对于专业科目的成绩也有具体要求，并与国外高

校对学生运动员的要求一致。这意味着，我国高校开始

真正介入未来优秀高水平竞技人才的培养工作。

“未来，我国高校的体育工作除了要做到教会、勤练、

常赛之外，还将逐步加强对高水平体育人才的培养。”钟

秉枢说。

以体教融合促人才全面成长以体教融合促人才全面成长

体育不仅能让青年强身

健体，还能潜移默化地影响

他们的思想品格，大学体育

在培养身心健康、人格健全、

富有创新精神的高水平人才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钟秉枢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副主席、首
都体育学院原院长

图为延边大学体育学院学生在练习武术图为延边大学体育学院学生在练习武术。。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雒圆雒圆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