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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深刻地分析了我国农业的现状和基本矛盾、入世对我国农业的影响；讨论了我国高等农业教
育的现状和入世对我国高等农业教育提出的要求；借鉴了世界几个典型国家高等农业教育的经验；提
出了改革我国高等农业教育的意见和举措。
很有深度和创见。
    本书重新对高等农业教育作了界定，突破原有的狭隘农业教育的局限，站在全球化、高科技的制高
点来界定高等农业教育。
认为高等农业教育应是广义的，建立在中等教育基础上的，以农学科类专业为主体的，面向所有“三
农”的高等教育。
本书最后设计了我国高等农业教育改革的方案：综合化和特色化，并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这些见解对我国高等农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本书收集了国内国外大量资料，进行了各种对比研究，论点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观点明确，很有
说服力。
我读了本书，对我国的“三农”问题和农业教育有了较为深刻的了解，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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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靳占忠，男，河北晋州人，生于l960年，北京农业大学理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学博
士。
现为河北科技大学教授、副校长，《高等农业教育》编委会顾问。

    从事高校教学管理工作26年来，主持和参与科技部、农业部、河北省科技厅、河北省教育厅、河北
省社科基金、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等15 项研究课题，获省科技进步二、三等奖各一项；省优秀教学成
果二、三等奖各三项。
已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出版著作部，其中主编教材6部，专著2部，主审l部。
公开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主要研究领域：高等农业教育、高等教育管理、植物生理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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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爱农”型人才凸显其特色  第六节　我国高等农业教育生态化    一、高等农业教育生态化的内涵    
二、高等农业教育与“生态校园”构建    三、高等农业教育与“生态型”人才培养附录　靳占忠教授
已发表的相关论文参考文献后记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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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国最基本的国情矛盾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最基本的体制矛盾是城乡二元结构，二者导致农业
的比较利益偏低。
其结果是农业成为最大的弱势产业，农民成为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村成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
点和难点。
　　科教兴农，谁来兴科教?如何兴科教？
谁又来兴农业科教?如何兴农业科教?这需要用系统的和发展的眼光去解决问题。
如果等问题全部解决再去发展，一是不可能在短期内求得问题的解决；二是必然会失去发展的良机。
今日的问题往往来自昨日的形式解。
有时，对策可能比问题更糟。
　　高等农业教育综合化有两层含义：一是整体化的知识教育；二是农学科与其他远缘学科的融合。
高等农业教育综合化有两个要素：一是农业科学体系由直线延伸式结构到自然科学间的平面树状结构
，再发展至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网状多维立体结构；二是农学科在更高层次上的演进，而决不是顾
此失彼，完全失去农学科的本来面目。
　　高等农业教育只有彰显其生命学科的优势与特色，才能够顺应21世纪对高等农业教育的要求。
教育生态化是现代大学的基本发展路向，面向“三农”的高等农业教育具有明显的生态特征和独特的
生态化优势，理应成为教育生态化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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