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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根据新时期国家实施高等教育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要求以及我国近年来开办海洋高等教育
的学校越来越多的形势，海洋科学高等教育必须在调整专业结构、深入开展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加强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建设、加强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深入
开展工作，以能力培养为目标，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加强实践教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厦门大学海洋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已历经80多年的历史，在海洋人才培养中始终坚持“发扬传统、
巩固优势、深化改革、强化特色”的指导思想，坚持“精英教育”模式。
根据教育部关于我国高等教育新一轮的改革重点是人才培养方案和培养模式的改革，构建人才培养体
系的任务和要求，结合2006年厦门大学海洋学系建系60周年暨海洋教育85周年庆祝活动，我们组织了
海洋科学教育研究和人才培养论文征集活动，从提交的论文看，涉及专业建设与教学体系研究、课程
建设与课程改革、教学法改革与研究、实践性教学改革与素质教育、教学管理等内容。
这些论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海洋科学高等教育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关于专业建设、教学体系改革、
精品课程建设、加强实践性教学等带有全局性和普遍性的研究内容对我们开展教学改革将有一定的启
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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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4 办学效益教育效益包括办学效益与培养效益。
办学效益是指办学规模、质量与投入的师资、经费之比。
十多年来，海洋科学类师资总人数比20世纪80年代并没有增加多少，但随着招生人数的增加，教学工
作量大大增加，各院校特别是地方院校明显感到专业教育师资力量的不足，办学效益显然大幅度提高
了。
培养效益是指国家对于培养大学生的投入是否培养出合格的人才，海洋科学专业培养效益在两类人才
上得到体现：一是基础型也就是研究型人才，就部属重点大学而言，海洋科学本科生在读国内外研究
生的比例可达40％；二是应用型人才，绝大部分毕业生在海洋领域及相关的领域内工作，还有一小部
分由业务工作或技术工作转为管理人才。
应该说，包括办学效益与培养效益两个方面的教育效益都在提高。
目前各校海洋科学专业招生规模的水平下（各校每年最多3个班，最少1个班），海洋科学学生的培养
质量与该校专业招生规模关系不大，质量的关键主要取决于各校海洋科学专业本身的学科水平、所在
学校相关的自然科学基础师资力量以及科学研究水平。
目前相当一些新办海洋科学专业的学校是以水产养殖专业和海洋渔业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基础上办海洋
学院的，单靠一个学校有几个海洋生物或水产养殖专业的教师教几门课是办不好海洋科学专业的，更
不要说是高水平了。
我们建议，在稳定招生总人数的前提下，设置海洋科学类专业的学校当前主要任务是做到稳定规模、
加强督导、提高质量。
进一步提高新办海洋科学专业的办学质量。
6海洋科学专业教学改革与创新6.1人才培养规格的演变专业人才培养规格既体现了国民经济和科技发
展的现实需要，又受国家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的影响。
海洋科学既是基础性科学又具有技术科学的特性决定了专业人才培养规格具有科学和技术的双重性。
十几年来，有关海洋专业人才培养规格基本变化不大。
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近20年来国际对海洋科学的重视以及科学综合性趋势的发
展，海洋科学同其他学科之间交叉、融合，使得海洋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逐渐变宽。
近年来，由于高校不断更新教学观念、改革教学模式、加强教学实践以及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对海洋
科学专业人才素质的全面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海洋科学专业学生的知识面宽了，计算机能力强了
，适应面也广了，理解能力和创新能力有所提高，海洋科学类专业的学生在各类创新竞赛和科技竞赛
均有不俗的表现。
但自学能力有所下降，特别是由于学制的限制，海洋科学专业人才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有所削弱，
对基础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上不如以前培养的专业人才。
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在人才能力结构方面，要求海洋科学专业的学生更注重基础理论、基本技能
、科学研究和实践能力等方面综合和创新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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