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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特色办学 培养“三能"人才’

袁 路，林年冬，安立龙
(广东海洋大学教务处湛江524088)

摘 要：作为南海之滨唯一的海洋大学，广东海洋大学建校70多年来，秉承海洋

使命，坚持海洋特色办学，抓住国家构建海洋创新体系、广东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机遇和

学校建设博士点的机遇，贯彻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教育发展指导意

见，调整优化学科建设，深化教学改革，形成了能安心、能吃苦、能创业的“三能”人才

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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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十一五”海洋科学和技术发展规

划纲要》吹响构建国家海洋创新体系的号角，

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明确提出“建设海洋强

省”的目标，《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

纲要》提出关于教育的核心内容是“争创国家

教育综合改革示范区”[1]，高等教育改革持续

深入，“高校发展要致力于办出特色”[2]。国家

海洋发展的战略需要和高教改革为海洋大学发

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作为一所具有行业

背景和鲜明特色的大学，广东海洋大学秉承海

洋使命，坚持海洋特色办学，服务国家和广东

海洋经济与社会发展，调整和优化学科建设，

构建能安心、能吃苦、能创业的“三能”人才

培养模式。

1 肩负海洋使命、坚持海洋特色办学

海洋大学的根本使命在于培养海洋人才，

发展海洋科技，振兴海洋事业；海洋特色是海

洋大学实现使命的前提与基础[3]。肩负海洋使

命的广东海洋大学，在特定的办学过程和办学

定位下，专注于专门的办学领域，在学科专业

以及相应的人才培养等方面形成了海洋特色。

广东海洋大学的前身是1935年成立的广东

省立汕头高级水产职业学校，是广东现代海洋

水产教育的发端。在70多年的办学历史中，学

校立足南海，成为华南海洋渔业和农业等行业

的坚强依托，为国家培养了8万多名高级专门

人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培养“能安心、

能吃苦、能创业”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能

安心”是指扎根基层一线、热爱本职工作的敬

业奉献精神；“能吃苦”是指能经受艰苦环境、

艰苦岗位和各种困难的磨炼，具有百折不挠的

坚强意志；“能创业”是指具有扎实的科学基础

知识和实践技能，并善于灵活运用于工作实践

的开拓创新能力[4]。

2服务海洋经济、优化特色学科建设

高校办学特色是其历史文化沉淀与现实实

践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独特性、稳定性、发

展性和先进性等特点[5]。广东海洋大学从创校

之初承担广东海洋水产事业发展使命，到适应

国家构建海洋创新体系和广东海洋经济建设的

战略需要，70多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与国家海洋

经济发展的实践形成了鲜明的海洋特色。学校

在服务国家和地方海洋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通

过调整和优化学科建设，走出了一条坚持海洋

特色办学的道路。

2．1立足南海。适应国家海洋开发战略需要

南海是我国陆架毗邻最大的边缘海，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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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与亚热带季候区，占我国海洋国土面积2／3

以上，海洋资源极为丰富，是新世纪我国海洋

开发的重点。作为南海之滨唯一的一所海洋大

学，广东海洋大学立足南海，辐射东南亚，通

过广东省与国家海洋局省部共建等形式，积极

推进学科建设，按照“做精优势学科、拓宽特

色学科、靠海发展其他学科”的思路，大力加

强学科专业建设，初步形成了结构合理、优势

突出、特色鲜明、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

学校的发展一直坚持海洋特色，面向基层、沿

海地区和涉海行业，积极适应国家和地方海洋

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需求。

2．2凝练特色。加强海洋水产优势学科建设

高校要突出优势学科建设；学科是高校的

基本组成元素，是高校办出特色的基础[2]。广

东海洋大学在学校发展中意识到，建设一所高

水平的特色大学，必须要有一个清晰的学科发

展战略规划，争取先从海洋水产、食品科学与

工程等领域逐步形成有特色的优势学科，再以

优势学科建设为示范，经过长期努力，逐步形

成本校有特色的优势学科群。

通过集思广益，反复凝练，水产科学、食

品科学与工程、海洋科学被确定为学校的重点

建设学科，依托水产养殖学、食品科学与工程2

个国家级高校特色专业建设点以及广东省重点

学科——水产养殖，还有广东省重点扶持学

科——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和作物遗传育种

等规划发展。学校在大力推动原有海洋特色优

势学科纵深发展的同时，充分发挥多科性海洋

大学的优势，引导海洋科学等涉海学科专业得

到快速发展。

2．3跨越发展，提升教育办学层次

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所处

的位置，广东海洋大学始终坚持海洋特色，不

断适应时代要求提升办学层次，赋予学校办学

定位以新的内涵。1979年，学校在升格为本科

院校后及时调整办学定位，多层次、多形式培

养应用型海洋水产高级专门人才，1981年成为

首批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单位，1998年取得硕

士学位授予权和留学生堵养资格。

学校悠久的办学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

鲜明的学科特色为提高办学水平，实现跨越发

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2009年，广东海洋大学

被列入国家立项建设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名单

(广东省排名第一)，展望3年博士点建设后，

将形成结构更加合理、特色更加鲜明、优势更

加突出、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海洋特

色将进一步凸显。

2．4重视科研．服务海洋经济与社会发展

特色型大学要巩固学校的特色优势地位，

并承担服务相关行业的责任，就务必保持特色

优势领域中强势的科学研究[6]。广东海洋大学

充分发挥海洋、水产学科人才资源优势，加强

南海海洋水产领域的科学研究，在水产经济动

物的高效养成技术、病害防治和高值化加工利

用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促进了水产养殖

和海产品加工等产业链的形成，取得了巨大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学校积极推进科技创新，科技实力和为社

会服务的能力不断增强。近5年，学校承担包

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973”计划、国家

“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在内的科研

项目共1 252项，其中国家级63项，省部级244

项；拥有科研经费1．43亿元；发表学术论文

5 612篇(其中三大索引收录207篇)，出版学术

专著和教材128部；获得科技奖励80项，其中

省部级17项。广东海洋大学“华南地区对虾产

业高效技术”2007年获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

奖，该项目系统研究开发对虾的亲虾培育、育

苗、养殖、饲料开发和加工等多个环节的关键

技术，形成了完整的对虾产业链，在广东、广

西和海南等地累计推广养殖面积达2．13万hm2

余，培iJl J技术人员24 000余人次，解决就业

50余万人。学校科研成果的广泛推广应用有力

地推动了我国南方水产业的蓬勃发展。

3深化教学改革、构建“三能”人才培

养模式

以海洋特色学科建设为核心，制订创新型

海洋科技人才的培养目标，探索切实可行的培

养模式，是涉海高校实现发展海洋科技、振兴

海洋事业的海洋使命的必经之路，广东海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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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不断深化教学改革，探索“三能”人才的培

养模式HJ。

3．1准确定位“三能”人才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目标是构建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根

据，林年冬提出海洋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目标为：

“培养人文精神和科学素养相统一的，具有创新精

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的新型海洋科技人才”[8|。

作为应用型本科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主要目

标是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的应用型人

才[9]。广东海洋大学在“十一五”事业发展规划

中提出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培养富有社会责任

感，基础理论扎实，实践能力和it0业能力较强，

热爱海洋事业，具有人文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应用

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3]。

3．2优化海洋类“三能”人才培养方案

广东海洋大学以“厚基础、宽口径、重实

践、强技能,,E103专业建设思想为指导，形成了以

海洋和水产学科为特色、多学科协调发展、结

构与布局合理的本科专业发展格局。

在上述本科和研究生宽口径专业合理设置

的基础上，围绕“三能”人才培养目标，以培

养学生的吃苦精神和创业能力为重点，推动海

洋课程体系优化，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言传身教，强化海洋使命：在入学教

育阶段，通过校史教育，请老专家、老校友等

介绍海大精神，引导学生树立专业思想，勇于

担当海洋使命；

(2)课程建设，突出海洋特色：加强专业

方向课、专业任选课和全校公选课的海洋特色

课程建设，设定海洋素质教育模块，为全校学

生开设体现海洋特色的系列通识教育课程。

(3)综合实践，培养吃苦精神和创业能力：

设定创新创业学分，结合专业实践，在艰苦的

生产和科研第一线磨砺意志，铸造创业能力。

3．3产学研结合培养“三能”人才

2007年6月27 El，教育部周济部长在广东

省教育部、科技部产学研结合工作会议上提出：

“以产学研结合为切入点，大力推动高等学校的

办学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11]。实践证

明，产学研结合，是涉海高校推动创新型海洋

科技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

广东海洋大学设有水产学院、航海学院等

18个二级学院，并设有广东省海洋开发研究中

心、南海渔业资源监测与评估中心等21个科研

机构，并拥有包括国内高校最多标本的水生生

物博物馆在内的校内外实习基地200多个。自

2005年以来，先后与云浮市、阳江市等各市县

建立了校市(县)全面的产学研合作关系，签

订产学研合作协议书20多份；与中国水产集团

总公司、广东恒兴集团有限公司等海洋与水产

公司建立了广泛的科研合作。

在校内，学校则以建立和完善创新实践基

地为学生较早参与科研提供条件，通过制订文

件保障教学型实验室、部分科研型实验室和校

内实习基地的开放管理。鼓励本科生积极参与

教师的科研项目，对海洋类本科生创新能力培

养的核心环节——毕业论文(设计)，在选题时

注重抓住本专业、学科领域和生产实际中的重

要问题进行研究，结合教师的科研课题，培养

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

3．4创新教学组织行式

教学组织形式的创新，也是涉海高校实现

“三能”人才培养目标的关键。广东海洋大学在

教学组织形式，如课堂教学、实验、实习、技

能训练和科研训练等方面，培养学生的素质与

能力，使其适应海洋科技发展的需要，主要做

了以下的探索与实践。

(1)塑造海大精神，弘扬海洋使命：开展海

大精神大讨论，增强师生文化认同，形成共同价

值理念，以“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海大精神

鼓舞师生，勇担振兴海洋事业的海洋使命。

(2)反映海洋前沿，推动海洋研究：把海

洋科技前沿学术报告和科技讲座列为学生必修

内容，通过海洋院士论坛、中国海洋学会年会

等方式传递最新海洋科技，塑造海洋研究氛围。

(3)设立专项基金，资助创新活动：学校

设立学生研究创新性实验基金，资助学生在教

师指导下开展科学研究，2008年有45个学生研

究创新性实验项目获得资助；另外学校安排专

门经费，通过科技文化艺术节、“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与南海航队的军学共建活动和学生

社团等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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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改进教学方式，培养创新人才：学校

在加强传统教学模式的同时，积极推进多媒体

教学、网络教学、双语教学和基于实践的现场

教学方式，推动创新型海洋技术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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