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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建设是研究生教育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对于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意义重大.基于对全国２９个

园艺专业研究生培养单位和１０３２名园艺专业在读研究生的实证调查,系统分析了园艺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

课程类型、课程教学和课程组织方式等方面的现状与问题.研究提出,园艺研究生课程建设应从调整人才培

养目标,科学合理设置课程和优化教学内容,改革课程教学模式,加强师资队伍教学能力建设,完善课程教学

质量监控体系等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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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是国

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建设在研究生教

育过程中意义重大,直接关系到研究生培养质量.

２０１４教育部发布的«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课程建

设的意见»中指出,课程建设是当前深化研究生教育

改革的重要和紧迫任务,要高度重视课程学习在研

究生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切实加强课程建设,提高课

程教学质量[１].近年来,我国园艺产业迅猛发展,急
需高校持续输出大量的既具有扎实专业知识和技

能,同时具备人文素养和创新精神的高层次园艺人

才.因此,必须加快推进园艺学科研究生课程建设,
优化课程结构,更新教学内容,综合运用教学方法手

段,强化质量保障.
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园艺学科评议组委

托,课题组于２０１６年３月以来,对全国拥有园艺学

一级学科博士、硕士授权点的４７家培养单位展开了

研究生课程建设调研,实地走访浙江大学、南京农业

大学、四川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

等高校,面向高校发放并回收有效问卷２９份,面向

园艺专业在读研究生发放并回收有效问卷１０３２份,
力求全面摸清园艺学科研究生课程建设的基本情况

和主要问题,提出未来课程改革的方向,以期为全面

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提供依据和政策参考.

一、园艺学科研究生课程建设的现状

英国教育家伯恩斯坦(BasilBernstein)曾对课

程及相关概念的基本属性做出了阐释:“课程规定什

么是有效的知识,教学规定什么是有效知识的传递,
评价规定什么是这些知识的有效实现[２]”.美国著

名教育家拉尔夫泰勒(RalphTyler)在其著作«课
程 与 教 学 的 基 本 原 理 »(Basic Principles of
CurriculumandInstruction)中提出,课程与教学的

根本目的是要对以下核心问题做出回应:“学校应该



试图达到什么教育目标? 学校应提供怎样的教育经

验,从而服务于教育目标? 如何组织教育经验? 如

何有效推进教育目标的实现? 怎样有效组织这些教

育经验? 如何保障确定这些目标正在得以实现?”[３]

因此,当我们研究课程及教学的基本情况时,至少应

包括课程设置、课程结构、课程类型、课程教学过程

及其考核方式等层面.
(一)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人才培养目

标,其内涵通常包括课程结构、课程类型、学时分配

以及各门课程的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等.目前,我
国园艺学科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主要依据果树学,
蔬菜学和茶学３个二级学科设置(部分学校自设二

级学科).本研究分别统计了我国高校园艺专业硕

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现状,表１选取

了部分高校园艺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公共课及必修课

的设置情况.
表１　部分高校园艺专业硕士研究生公共课与必修课统计

序号 院校
公共

课门数

公共课

学分

必修课

门数

必修课

学分

１ 中国农业大学 ４ ７ ７ １１

２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３ ７ ５ １４

３ 华南农业大学 ４ ７ ２ ５

４ 河北农业大学 ３ １０ ２ ６

５ 沈阳农业大学 ４ ９ １４ ４４

６ 安徽农业大学 ３ ９ ９ １６

７ 青岛农业大学 ２ ７ １２ ２４

８ 天津农学院 ３ ９ ４ １０

９ 云南农业大学 ４ ８ ５ １１

１０ 浙江大学 ５ ６ １６ ３２

１１ ２９所高校均值 ３．１ ７．２８ ６．７６ １４．８３

　　注:１．本表数据源自２９所高校园艺专业培养单位的问卷反馈;

２．本表统计的２９个园艺研究生培养单位的样本总体是:中国农业大

学、中国农业科学院、河北农业大学、沈阳农业大学、安徽农业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西南大学、四川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甘肃

农业大学、石河子大学、江西农业大学、青岛农业大学、河南农业大

学、广西大学、海南大学、塔里木大学、天津农学院、东北农业大学、

河南科技学院、河南科技大学、新疆农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北京

农学院、福建农林大学、贵州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农业大学、华中农

业大学;３．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表省略.

２９所高校园艺专业研究生培养单位的相关数

据显示出,园艺研究生课程主要由公共课、必修课、

选修课三大模块构成,在课程设置上反映出以下主

要特点:
第一,公共课与学科必修课占比较大.以硕士

研究生课程为例,表１反映出园艺专业硕士研究生

公共课开课数平均在３门左右,平均学分约为７分,
主要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自然辩

证法和英语组成.从学时、学分分配上看,大多数高

校政治理论相关课程安排了３２－４８课时,极少数高

校在２０学时以内;英语课则安排３２－２００学时不

等,学分在２－６之间,且在学时学分的配比上各校

差异明显.例如,安徽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和天

津农学院英语课程均为６学分,而课时分别是１２０
学时、１８０学时和２００学时.统计数据同时反映出,
公共课与必修课在学时、学分上占据园艺研究生课

程总量的一半以上.
第二,不同高校学科必修课设置差异明显.学

科必修课主要包含与本学科联系紧密的理论、方法

与技能课程,侧重共同知识、技能、素质的养成,同时

强调知识技能的基础性、系统性与完整性.世界各

国课程改革的实践也愈发强调“基础知识”“共同知

识”和 “核心知识”对于学生发展的重要性[４].数

据显示,各校开设的学科必修课在学时学分上差异

明显.表１反映出园艺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必修课开

课数在２－１６门之间,平均学分约为１５分;据统计,
博士研究生的必修课开课数在２－６门之间,平均学

约为６分.另一方面,各校开设的学科必修课在名

称上差异明显,很难通过各门学科必修课的频数统

计,分析提出园艺专业研究生应具备的基础知识和

基本技能.此外,大多数高校没有将实践技能操作

相关课程纳入学科必修课的范围.
第三,专业选修课设置方式相对灵活.专业选

修课在课程体系中的作用无法替代,德里克柯蒂

斯博克(DerekCurtisBok)在«大学与美国前途»
中曾提出:“最完满的课程应该处于完全选修制和

完全必修制之间[５].”在园艺专业研究生课设体系当

中,选修课的开设方式不同于公共课和必修课,许多

高校每学期为专业选修课程辟出专门时间开设,规
定研究生在特定阶段内完成相关学习任务.被访高

校的教学管理者普遍认为,通过相对集中的学习安

排获取专业知识技能,有利于提高课时的有效利用,
同时拓宽研究生的视野、提升教学质量.

(二)课程类型

课程类型往往由不同的设计思想而产生,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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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实用主义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Dewey)依
据教学内容侧重点的不同,将课程类型划分为学科

课程和活动课程,前者专注于知识学习、后者侧重于

生活经验的学习[６].课程类型的发展与分化常常受

到科学发展、知识更迭以及人才培养模式变迁的影

响.表２显示出部分高校园艺专业研究生不同课程

类型的开设情况,其中既包含了研究方法课、研讨课

等在内的传统课程类型,也包括了新兴发展的全英

文课程、合作开发课程等.

表２　部分高校园艺专业研究生的课程类型情况

序号 院校

课程类型

研究

方法类

专题类/

前沿类
跨学科 研讨类 实践类 精品课 全英文 合作开发 模块化 国际合作

１ 中国农业大学 １５．７９％ ２６．３２％ １０．５２％ ２１．０５％ ２６．３２％ — — — —

２ 华中农业大学 ３３．５８％ １１．６８％ ３．６５％ ２４．０９％ ２４．８１％ — ２．１９％ — — —

３ 吉林农业大学 １４．２９％ １４．２９％ ７．１４％ ５７．１４％ ７．１４％ — — — — —

４ 东北农业大学 — ４２．８５％ ２８．５７％ １４．２９％ — １４．２９％ — — —

５ 云南农业大学 ２７．２８％ １８．１８％ １８．１８％ １８．１８％ １８．１８％ — — — — —

６ 河北农业大学 — ３６．３６％ — — ４５．４６％ — １８．１８％ — — —

７ 沈阳农业大学 ２０．００％ ６５．７１％ １１．４３％ ２．８６％ — — — — —

８ 甘肃农业大学 ６８．８５％ ８．２０％ １．６４％ ４．９２％ ８．２０％ １．６４％ １．６４％ １．６４％ ３．２７％ —

９ 福建农林大学 ２８．５７％ ２８．５７％ — １４．２９％ — — ２８．５７％ — — —

１０ 浙江大学 １６．１３％ １９．３５％ １６．１３％ ９．６７％ １２．９０％ １１．３０％ １１．３０％ — — ３．２２％

　　 注:本表统计的２９个园艺研究生培养单位的样本总体与表１相同,此处略.

　　调查表明２９所高校为园艺专业研究生提供的

课程总量为５６４门.其中,研究方法类课程１６３门

课程,占课程总数的２８．９０ ％;专题类/前沿类课程

１３０门,占２３．０５％;实践类课程９２门,占１６．３１％;
研讨类课程７９门,占１４．００％;跨学科课程５１门,占

９．０４％;全英文课程３３门,占５．８５％;精品建设课程

１１门,占１．９５％;模块化课程２门、国际合作课程２
门,占比均为０．３６％;合作开发课程１门,占０．１８％.
数据反映出,研究方法类课程、专题课和研讨课构成

园艺学科研究生课程类型的主体.然而,模块化课

程、在线开放课程、全英文课程、国际合作课程等新

兴的课程类型比较缺乏.从不同类型课程对研究生

的帮助来看,１０３２名在读园艺专业研究生当中,有

１５．６４％的研究生认为讲授理论和专业知识的课程

帮助最大,随后依次是实验和实践技能课程(１４．
７０％)、研究方法类课程(１３．５８％)以及文献阅读相

关课程(１３．５１％).此外,在读研究生认为目前的课

程及教学过程涉及学术规范和科学精神的内容较为

有限.
(三)教师的课程教学水平

教师是学生知识习得过程的领路人,西方近代

教育理论的奠基人夸美纽斯(Comenius)曾形象的

比喻道:“教师的言传身教就是一个源泉,知识的溪

流由此发源并浸润学生,每逢这个源泉开放的时候,
教师的注意力就应成为水槽,并放置于溪流之下,一
点不要让流出的东西漏掉了 ”[７].教师队伍的整体

素质及其教学水平将直接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我

国园艺学科师资队伍总体水平较高,且高学历层次

教师数量增加较快.数据显示,２９所高校园艺专业

专任教师总量为１１４７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

师占总量的七成以上,第一学历的异缘率和高级职

称教师占比均达到一半以上;入选国家和省级各类

人才计划按人次统计共有２０９人次,其中包括中国

工程院院士、千人计划、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

岗位科学家等.
依据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对于任课教师教

学水平的评价主要从六个方面展开:教师的“专业化

水平”“课程内容呈现的清晰程度”“教学方法的使用

与选择”“课堂时间有效利用的程度”“课堂师生互

动”和“个性化教学方式”.从总体上看,１０３２名在

校研究生给予园艺专业教师的教学能力较高的评

价,且在以上六个维度上,分别有８４．８９％、８３．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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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１９％、７９．８４％、７０．９２％和６９．５７％的研究生表示

“比较满意”或 “非常满意”.然而,对于任课教师在

“课堂师生互动”和“个性化教学方式”两个维度上

分别有４．７５％和４．９５％研究生表示“不满意”或 “非
常不满意”.

(四)课程教学组织形式

«教育部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的意

见»明确提出,研究生课程教学要形成师生良性互

动、注重提升研究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不同的课程

教学组织形式,对于研究生的学习效果影响不同.
因此,筛选和识别园艺专业研究生最受益的课程组

织形式将有利于指导课程改革.目前园艺专业研究

生课程教学组织形式主要包括“课堂讲授式教学 ”
“论文写作式教学 ”“文献阅读研讨”“研究生参与授

课 ”“多媒体教学”“项目作业形式教学”“学术沙龙

讨论式教学”和“实验或社会实践教学”等多重形式.
数据分析表明,１０３２名在读研究生当中,绝大部分

同学认为以上各类教学组织形式较为科学和有效,
其中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学形式依次是多媒体教学

(７７．３３％)、课堂讲授(７１．３２％)、文献阅读与研讨

(７０．７４％).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新的教学组织形式

并未受到学生的一致认可,例如,有５．５２％的研究生

认为论文写作教学效果“较差”或 “非常差”,有４．
２７％的研究生认为学生参与授课的形式效果“较
差”,有４．２６％的研究生认为学术沙龙教学形式与预

期效果相去甚远.此外,在回收的样本中,还有

２０％左右的研究生对于教学组织形式及其效果没有

做出倾向性选择,认为各类教学组织形式均未产生

显著的正向或反向效果.

二、园艺学科研究生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

园艺学科研究生课程在长期建设过程中取得了

较好的成效,为我国园艺事业发展输出了大量高质

量人才.然而,实地调查和数据统计反映出,园艺专

业研究生课程建设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
(一)课程设置较为单一,综合性课程偏少

合理的课程设置能够促进研究生完善知识结

构、激发知识整合的潜能、提升独立思维和开展科技

创新的能力.园艺学科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应满足专

业培养目标和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同时

也要满足学生个性发展要求.调查研究发现,目前

园艺学科研究生课程设置较为单一和随意,缺乏统

筹安排,公共基础课程总课时偏多,专业课程中的跨

学科课程及综合性课程偏少,甚至严重不足,部分高

校尚未开设这类课程.与此同时,课程结构也较为

单一,现有课程普遍侧重于专业理论知识学习、轻视

实践能力培养,造成理论课与实践课的比例失衡,一
个突出的例证便是软件分析及实践操作课程的普遍

匮乏.此外,部分学校的课程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现有师资队伍的知识积累、能力结构及其科研

兴趣,而非紧密结合园艺专业研究生的培养目标.
(二)选修课程门数偏少,自主选择空间不足

园艺专业研究生培养单位开设的选修课与学生

的需求存在矛盾.一方面表现为开设的选修课门数

较少,学生自主选择空间不足,不利于满足研究生对

多元化、综合性知识获取的需求;另一方面,大多数

高校对跨学科选修未做出规定或没有采取必要的保

障措施,不利于扩大学生知识面和建构合理的知识

结构.通常,课程资源的限制以及课程设计者提供

的主观选择少是选修课程不足的主要原因[８].此

外,多数被访培养单位的管理者及在读研究生认为,
所在学校开设公共课的课时太长,学分较少,授课方

式单一且枯燥.部分学校将公共课成绩与奖学金评

定挂钩,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专业课程学习时间,增加

了学生的学习压力,并且长时间的单一课程学习容

易产生懈怠心理,对于学习积极性的激发与保持产

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课程内容受局限,课程类型不够丰富

课程内容及课程类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归

纳为三个方面:一是课程内容涵盖的知识面有限.
目前,研究生课程主要依据二级学科设置,课程内容

涵盖的知识面偏窄,较少关注跨学科知识的传授,导
致了研究生知识结构窄化,限制了其探索新知识的

热情以及未来的社会适应能力;二是课程内容未能

充分反映学科发展前沿.近年来园艺学科发展迅

速,但园艺专业课程尚未体现最新的学科知识和科

研成果,尤其是本学科领域的热点和争议性问题.
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研究生专业课程教学存在“研
究性”弱化倾向,课程教学对于研究生科研和创新能

力的培养关注不够[９];三是课程教学内容重复,缺乏

有效衔接.在读研究生普遍认为现有课程内容与前

置学历(硕士或本科)课程内容存在较大的重复,本
硕博课程内容的衔接不够、没有拉开层次,部分园艺

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只是对本科阶段课程内容进行

了“平面式”扩展,未能凸显研究生教育在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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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新要求和特色;四是对于研究方法相关课程的

重视不足.科研方法训练是提升研究生科研能力和

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然而,除了少数高校将研究

方法列为专业基础课和专业必修课外,大部分学校

仅把科研方法课程列为选修课程,无法保障每一个

学生都接受较为系统的研究方法训练.
(四)教学方式方法单一,课程教学评价弱化

由“重教”走向“重学”是课程建设的发展趋势,
也是课程改革的难点之一.在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

下,“重教”的特点在园艺专业研究生的课程教学中

较为突出,表现为教师的教学方法较为单一,课堂讲

授占据主导地位,师生间交流与讨论较少,思想交锋

与碰撞更少,导致教学效果欠佳.具体在教学实践

中,研究生反映问题较多的是教师在教学方法的改

革上缺乏探索精神,较少设计和运用一些新的教学

组织方式,课堂上缺乏“师生互动”和“个性化的教

学”.此外,教学评价和考核方式单一的问题较为突

出.培养单位注重对研究生课程学习结果的量化测

评,主要由授课教师形成总结性评价而非过程性评

价,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不利于激发其内

在学习动力.回收问卷显示,仅有１９．９％的培养单

位将平时成绩纳入研究生的期末成绩评定,绝大多

数高校依然将闭卷考试和课程论文作为学生成绩评

定的主要依据.这极有可能导致“为了考试而教学”
和“分数膨胀”,而非关心学生对于教学内容掌握程

度的真正提升[１０].

三、优化园艺学科研究生课程建设的对策

研究生课程建设对于促进研究生系统掌握本学

科基础理论、专业前沿、科学研究方法,提升创新思

维和专业素养等意义重大.因此,园艺学科研究生

培养单位要科学认识课程学习在研究生培养中的重

要地位和功能,转变重科研、轻课程的倾向,把课程

建设作为学科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课程质

量作为评价学科发展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

标准.
(一)明确定位园艺学科研究生培养目标

围绕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明确园艺学科

研究生培养目标,制定科学合理课程体系.科学合

理的园艺学科研究生培养目标包含了知识目标、研
究目标和“人”的目标.知识目标是指获取全面而专

业的知识,即研究生所习得的知识不仅要具有基础

性,还要有实用性和前瞻性,且将基础知识和前沿知

识与研究和实践有机结合;研究目标是指研究生除

吸取专业知识外,还要结合兴趣探寻研究方向并力

求创新,培养和造就专业化、创新性人才,产出高水

平研究成果;“人”的目标是指教师除了传授专业知

识和培养创新精神外,要教会学生“做人”.具体而

言,博士研究生以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以产出高水

平创新成果为目标,课程设置突出研究性、前沿性;
硕士研究生以科学研究为主导,突出科研创新能力

培养,课程设置体现前沿性、综合性和基础性,促进

研究生夯实理论基础和提升学术素养.研究生培养

目标要坚持以创新能力培养为重点,拓宽知识基础,
培育人文素养.在此基础上,促进课程体系的有效

整合与衔接,把培养目标和学位要求作为课程体系

设计根本依据,按照“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学内容、
一流教学方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学管理”的课程建

设标准,努力提升课程体系与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契

合程度.
(二)整合优化园艺学科研究生课程教学内容

良好的课程教学内容及其组织方式对研究生专

业技能的提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研究生培养单位

应根据学科发展、人才需求变化和课程教学效果,及
时调整园艺学科研究生课程内容,体现“五个突出”:
一是突出前沿性.课程内容应涉及到园艺学科最新

动态、当前热点和最新研究领域,注重引导研究生了

解园艺学科新发展、新动向,开阔视野,创新思维,激
发学习兴趣,促进其从学科前沿探索具有研究价值

的新课题;二是突出交叉性.推动园艺一级学科之

间师资、教学和实验室等资源共享,避免相近学科重

复设课.鼓励教师进行跨学科研究,及时将各学科

新技术、新理论纳入课程当中,开设出具有较高知识

性和适用性的综合性课程,力争课程内容涉及园艺

生产、供应、销售、观赏、体验等多个方面.此外,课
程内容应包含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等学科领域的最

新研究动态,如园艺食疗、园艺体验(Horticulture
Therapy)等,进一步促使园艺研究生拓展学术视

野;三是突出方法性.促进研究生掌握研究方法和

养成良好的学术素养是研究生教育的核心任务之

一.因此,园艺学科研究生课程应重视通过对经典

理论解读、关键问题突破和前沿研究进展的案例式

教学等方式,着力培养研究生知识获取能力、学术鉴

别能力、独立研究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四是突

出实践性.园艺学科是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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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应增加实践类课程,引进优质社会资源,由校内

外专家和企事业单位专家以专题讲座等形式合作开

设实践性课程.同时,以重大科技项目为纽带,以大

型科技创新平台为支撑,着力培养园艺学科研究生

实践动手和创新能力;五是突出针对性.围绕园艺

产业发展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时调整更新教学

内容,提高课程内容与园艺产业技术需求的吻合度.
(三)深入推进园艺学科研究生课程教学模式

改革

园艺学科研究生课程教学要从注重知识获取转

变为注重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因此在授课方式上

也要摒弃传统的单一灌输方式,采取能够培养学生

批判性、创造性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教学模式.首

先,在课程建设上,要注重跟踪与吸纳国际前沿研究

成果,统筹跨院(系)课程资源,运用现代教学手段,
积极推进课程和课程组建设.增加开设短而精的课

程和模块化课程,提供丰富、优质的课程资源;建设

全英文课程,采用国际优秀原版教材进行全英文授

课,促进培养研究生用英语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其
次,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力求将在线开放课程纳入

课程体系,大力推进 MOOCs课程建设,打造在线国

际学术社区和学术资源的国际化,使园艺学科教师

和研究生与海外高校教授和研究生进行互动和沟

通.最后,积极创新考核方式,严格课程考核.根据

园艺学科课程内容、教学要求、教学方式的特点来确

定考核方式,注重考核形式的多样化、有效性和可操

作性,加强对研究生基础知识、创新性思维和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查.重视教学过程考核,加强

考核过程与教学过程的紧密结合,通过考核促进研

究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教师课程教学的改进与提高.
(四)大力加强园艺学科师资队伍的教学能力

建设

一流的教师队伍才能创造一流的教育业绩.目

前,高校教师“重科研、轻教学”,研究生导师重视学

生的科研训练忽视课程学习的现象较为普遍.提高

课程教学质量要求采取办法促进教师对于课程教学

的投入程度.首先,通过组织研究生任课教师试讲、
听课、集体备课、教学比武、教案评审等措施,有计划

地开展经验交流与培训活动,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和

水平;其次,重点激励和引导青年教师积极投身教学

工作,认真研讨教学规律和教学方法,规范教育教学

过程,深化教学改革,促进教师间的相互交流和学

习;再次,定期选送中青年教师外出进修或短期培

训,缩短中青年教师的成长成才周期,为研究生课程

建设提供高素质教师资源;最后,加大对教师承担研

究生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等项目的资助力度,支持

教师合作开发、开设课程,鼓励跨学科合作和国际合

作,对在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

的教师予以表彰激励.
(五)健全完善园艺学科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监

控体系

首先,完善研究生课程督导机制,加强对园艺学

科研究生课程教学活动和教学效果的监督,完善评

价反馈机制.例如,建立研究生教学督导团,负责对

园艺学科研究生课程教学和培养环节进行监督、检
查、指导、咨询和调研.督导团可深入研究生培养的

具体环节,通过听课、开题、中期检查、毕业答辩督

查,培养环节检查,教师座谈、研究生座谈等方式保

障教学质量和研究生培养质量;其次,完善课程教学

质量评价体系.逐步建立以研究生、任课教师、研究

生教育督导为主体的评价体系,每学期从教学态度、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等方面对任课教师进

行评价,及时向教师和相关部门反馈评价结果,提出

改进措施,并督促和追踪整改工作;最后,完善研究

生课程管理制度.以学科前沿性、社会需求性、可持

续发展性为参照,对新开设课程进行全面审查,通过

课前试讲、课中督导、课后反馈的方式充分考察开设

课程含金量与实用性.与此同时,实行课程动态调

整与淘汰机制,发挥教学指导委员会在课程管理上

的重要作用,针对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培养方案和

课程改革方案的执行情况开展质量评价,对不适应

培养需要的课程予以调整、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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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SouthwestUniversityasanexample

JIXuefei,DONGXiaoyu
(School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４００７１５)

Abstract:OnaccountofthecurrentsituationinwhichpostgraduateslackselfＧcultivationinacademicaccomplishmentandare
flightyintheirstudythatleadstoloweducationquality,theSouthwestUniversityhasproposedamainliteraturestudying
mechanismforpostgraduatesonthebasisofblendedlearning．Specifically,theuniversityblendstheformandcontentsof
literature,learningstyle,assessmentmethodandthewayofinteractiontogethertoassistpostgraduatesinstudyingliterature
duringtheirprofessionalstudy,soastoimprovetheiracademiccompetency．Theauthorsstateinthispaperthatclassic
literaturestudyisthebasisforthemainliteraturestudywiththefocusoncultivatingselfＧstudyabilityofthepostgraduates,

andthepurposeistopromoteselfＧcultivationinacademicaccomplishmentofthepostgraduatesandcultivationquality．In
conclusion,theauthorsaffirmthatthestudymechanismandtheroad mapdevelopedthereofhasprovidedanewpathfor
innovativecultivationofpostgraduates．Theresultturnsoutobviouslyimpressiveinthepastsixyears．
Keywords:blendedlearning,mainliterature,study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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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CurriculumConstructionforPostgraduatesinHorticulture
—Basedonempiricalanalysisof２９universitiesinChina

HURuia,ZHULia,FANJinfengb

(a．HigherEducationResearchInstitute;b．PostgraduateSchool,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４３００７０)

Abstract:Curriculumimprovementisanimportantpartofpostgraduateeducation,whichisofgreatsignificanceforimproving
thequalityofpostgraduateeducation．Basedontheempiricalstudyof２９universitiesinChinaand１,０３２studentsmajoringin
horticulture,thispapersystematicallyanalyzesthecurrentsituationandproblemsincurriculumsetting,coursetype,teaching
andcoursemixinhorticulture．Thecurrentstudysuggeststhattheimprovementofhorticulturalpostgraduatecoursesshould
startwiththeadjustmentofpersonneltrainingobjectives,rationalcoursesettingup,optimizationofteachingcontents,reform
onteachingmode,enhancementofteachingabilityandimprovementofteachingqualitymonitoringsystem．
Keywords:horticulture;postgraduate;curriculumconstruction;empiricalstudy;counter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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