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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把握实践教学活动质一量关系 提升水产养殖专业 

生产实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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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水产养殖专业生产实习过程中实践教学活动的特点分析。从质与量 2个方面对实 

践教学活动进行综合评价，为正确把握生产实习实践教学活动质 一量关系，合理安排实习教学内容提 

供参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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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uantity and Quality 

Correctly，Upgrade the Fieldwork Teaching Activities in Aquaculture 

PU Hong-yu，ZHAO W en，LIU Huan-liang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stitute，Dalian Fisheries University，Dalian 1 16023，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anal~r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fieldwork teaching activities in aqu aculture，sug- 

gesting how to treat the relationship rationally during the practice and complete the fieldwork teaching perfe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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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习指学生在修完主要专业课后，在工厂(工程现 

场)、农场(养殖场)或在校内实习基地 ，在教师和工程技术人 

员及技术工人指导下利用生产设备、劳动工具及资源，按照 

实习工作计划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参加生产劳动和经营管 

理，生产物质产品(商品)或构建工程、开展科学实验，获得专 

业实践能力及提高综合素质为目的的系列实践教学活动。它 

是实验教学、课程设计(课程论文)、毕业设计(毕业论文)等 

实践教学体系的承上启下的核心环节，是全面培养学生专业 

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创业魄力和综合素质的最有效的关键 

环节。如何高质量地开展生产实习教学，使学生从中获得充 

分的专业训练，树立正确的专业态度，是高等院校专业实践 

教学领域始终在探索的目标。 

水产养殖专业是隶属于农学门类的一级学科，具有很 

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在开展水产养殖专业生产实习过程中 

如果不能够很好地处理教学活动质与量的关系．容易出现两 

种倾向，一种是重视量而轻视质，单纯组织学生参加劳动 ，忽 

视教学指导和技术内容总结提高。另一种倾向是重视质轻视 

量，只要求学生学习技术要点，实习时间短，学生动手操作的 

机会少，难以掌握全面的生产技能。这两种倾向都会影响生 

产实习任务的完成和教学目标的实现。笔者以水产养殖专业 

为例，谈一谈对生产实习过程中有关教学活动质 一量关系 

的看法及其应对措施。 

1 水产养殖专业生产实习实践教学活动的 

特点 

1．1 生产实习的目的和意义 

《高等教育法》明确指出：“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有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全面贯彻实施素质教 

育方针，培养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级专门人 

才，实践教学是关键环节【lI 。在各类实践教学活动中，生产 

实习是持续时间最长、内容最真实、对学生锻炼最多的一种 

形式，是其它实践教学活动无法完全替代的部分，因此，可以 

将生产实习看作是实践教学的重点。 

学生在生产实习中直接参与生产实践、学习生产技能， 

掌握生产关键技术、提高分析和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 

同时有效地培养吃苦耐劳、克服困难、坚忍不拔、团结协作的 

精神，树立劳动观点、群众观点、树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服务的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端正个人价值观，树立为人民 

服务的人生观和科学世界观。总而言之，生产实习是通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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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练，全面培养学生专业综合素质的重要教学内容。 

1．2 水产养殖专业生产实习的特点 

水产养殖专业生产实习属于典型的农学应用型专业生 

产实习，专业特性很强，主要内容包括：养殖设施的维护、动 

物亲体培育、人工繁殖、苗种培育、成体养殖、饵料的培养与 

加工、养殖器械维护等。其专业特J 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生产劳动条件艰苦，劳动强度大，实习场所地处偏 

远的农村、海岛等地域，风吹日晒，野外工作量大。 

(2)生产周期持续时间长，学生需要近 l0周时间参与 

一 个完整的生产过程。 

(3)生产劳动包括技术侧重型劳动(如鱼类人工繁殖工 

作中配制诱导亲体产卵的药物，苗种培育工作中幼体生物的 

显微镜观察定量。水产饲料生产过程中配方的开发设计等 ) 

和体力侧重型劳动(如水质过滤设施的清理维护，亲鱼的拉 

网采捕等)。这 2类工作在生产过程中紧密相连，没有截然的 

阶段区分，只是侧重不同。 

(4)体力侧重型劳动总体所占比例要大于技术侧重型 

劳动。由于生产活动批次多，重复的体力型劳动量较大。 

2 水产养殖专业生产实习实践教学活动质 
一 量关系分析 

2．1量是质的基础与前提 

水产养殖是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农学门类专业，属于实 

践性很强的应用型专业，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只有通过参加班 

组生产劳动才能掌握和熟悉生产操作技术，即学生必需通过 

实践活动量的积累才能掌握技能，实现质的飞 。 

水产养殖专业的实践性决定了生产实践活动的量是质 

的基础与前提。作为一门应用型专业技术，学生只有通过大 

量的实践操作来理解、消化和掌握水产养殖的关键技术环 

节，才能真正从反复的实践中悟出理论的深刻含义，比如对 

养殖池塘水色的观察，对鱼病的观察诊断等环节，由于认知 

对象的个体差异较大，没有实践量的积累很难真正掌握技术 

关键。 

在实践中不仅要重视技术侧重型劳动，亦要重视体力 

侧重型劳动，技术型劳动能巩固和提升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 

掌握，体力型劳动能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与专业精神。技术 

型劳动如药物配制、药物注射、幼体的定量等，体力型劳动如 

拉网、换水、附着基的处理、清理滤器等。 

当然 ，就具体的各项实践活动而言 ，技术侧重型劳动和 

体力侧重型劳动其实没有截然的区分，只是各项活动中付出 

的脑力和付出的体力比重不同而已。比如拉网捕鱼，看似简 

单的体力活动，其中包含有非常多的技术内容 ，对不同运动 

习性的鱼应采用不同网具和手法、拉网过程中突发问题的处 

理和应对、网具的快速修补等都是实践活动中需要掌握的内 

容。同理，在养殖贝类育苗中对浮游幼体的准确定量，归为技 

术型劳动是因为定量过程需要使用显微镜(解剖镜)等仪器 

设备，需要在观察室中仔细认真的计数。然而，要准确地估计 

出整个苗池的个体数量，采样的均匀性很重要。在苗池中均 

匀采集样本离不开大量的体力劳动。因此，在生产实习活动 

中无论是技术侧重型劳动还是体力侧重型劳动都不可轻视， 

学生从技术型劳动中学习专业内容的细致与深邃，从体力型 

劳动中学习专业精神与魄力。然而，不论那种类型的活动都 

需要反复实践才能真正掌握其中的操作关键与要领，通常在 

实习过程中学生对体力侧重型劳动的认识不足，认为体力侧 

重型劳动为简单劳动 ，艰苦 ，缺少技术含量 ，不愿意过多参 

与。这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相当普遍 ，当遇到学生畏惧劳动， 

表现出畏难情绪时，则采取避重就轻，代之以参观走访、操作 

演示等方式开展实习，使学生难以真正掌握生产的关键技 

术。由于水产养殖生产过程具有较大的体力劳动比重，因此 ， 

忽视体力型劳动就很难使实践活动的量有充足的积累，没有 

量的积累很难实现学生生产实践能力质的提升。 

2_2 质是量的要求与目标 

《高等教育法》(1 998)规定，“本科教育应当使学生具有 

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1999)亦 

明确指出“实施素质教育，重视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 

实践活动量的积累只是实现质的提升的必由途径，但 

并非说明有了量的积累就一定有质的飞跃。学生通过实践活 

动后能够真正消化掌握课堂知识，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才算达到了实践活动的目的。因此，实践活动质是量的要 

求与根本目标，没有质的实践活动是与实习教学目标相违背 

的，学生容易产生腻烦情绪，是不利于长期实施和开展的实 

践教学方式。专业生产实习教学活动中如果存在这种偏向， 

在实习工作安排中往往采取将学生分散到企业跟班参加生 

产劳动的方式，缺乏必要的技术指导和总结，单纯以熟悉生 

产过程和操作步骤为宗旨。同时，由于生产企业的生产活动 

模块性、阶段性很强，学生在没有有效的岗位协调安排下很 

难全面的参与生产的每个环节，所掌握的生产操作技能往往 

是片面的和机械的，不了解生产的整个流程，不清楚生产操 

作依据的原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不到培养。虽然实 

践活动的量较大，但从质上达不到教学目标要求。造成这种 

偏向的原因包括认识高度不够、重视程度不足，实习经费短 

缺等诸多因素，调查表明，这种重量不重质的实践教学活动 

方式并不少见。 

3 正确把握实践教学活动质 一量关系，提 

升生产实习教学效果 

通过对生产实习过程中实践教学活动质 一量关系对比 

不难看出，量是质的原因，质是量的结果。没有量不会产生 

质，但有量不一定能产生要求达到的质。只有正确把握质 一 

量关系，才能保质保量的完成生产实习的教学任务。培养出 

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专门人才。 

如何正确处理生产实习中实践活动质 一量关系，保证 

实习教学目标顺利完成是高校专业教学面对的问题。针对水 

产养殖专业特点，结合作者教学体会，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加 

强生产实习质量建设，提升生产实习教学效果。 

3．1 科学保证实践活动量的积累 

(1)通过实习指导教师与生产企业(下转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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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81页)全程协调安排，认真组织学生参与生产的各 

个环节，采取岗位轮换的方式，最大限度地保证每名学生对 

生产流程的全面掌握。避免以参观替代劳动、以座谈替代操 

作、单岗实习等偏向的发生。 

(2)合理安排体力侧重型劳动和技术侧重型劳动的比 

例，当生产性质决定技术侧重性劳动比例偏少时，可以通过 

增加小型科学研究试验的方式，引导学生分组开展因地制宜 

的小型研究试验。实验内容要求与生产活动紧密相关，试验 

设计与实施由带队教师全面指导，试验材料与经费由学校与 

生产企业共同提供。通过试验补充生产实践操作的不足，加 

深学生对生产操作工艺的理解，同时给学生创造思考问题的 

机会，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实践性问题的基本能力。 

3．2 努力提升实践活动质的水平 

(1)提高学生对生产实习的重视程度，激发学生的实 

践兴趣。实习之前召开预备会议，由生产经验丰富、熟悉实习 

环境的专业指导教师向学生全面剖析生产流程的关键环节， 

操作要领、注意事项，使学生明确实习过程中重点要掌握哪 

些技能；哪些是操作难点，需要在实践中留心学习。同时布置 
一 些生产技术思考题 ，让学生在实践中去寻找答案。 

(2)加强教学文件编撰，包括高质量、详细的生产实习 

教学大纲 ，实习指导书等，并组织学生在进人实习现场之前 

认真学习其内容，使学生在实习过程中遇到问题有据可查， 

培养学生初步的技术独立分析能力。 

(3)在组织学生参与生产活动的过程中，随时注意生 

产技术的分析总结。通过定期召开技术总结研讨会，由指导 

教师组织学生对所参与的生产环节进行深入、透彻的讨论分 

析。学生自由提问，多方寻求答案，教师归纳总结，知其然而 

知其所以然，使实践活动量的阶段性积累及时产生质的提 

升。 

(4)JJll强实习基地的建设。良好的实习基地会在生产安 

排和实施方面充分考虑实习教学工作的要求，使生产活动与 

教学要求更加吻合，满足实践活动质的要求，保证实习目标 

的顺利实现。 

(5)增加实习教学模具的开发运用。合理运用教学模具 

可以弥补生产过程中局限性问题。使实际生产中不能体现或 

难于被学生理解的关键环节更直观和感性地展现出来，强化 

学生对所参与生产活动的领会与认知。例如，学生需要了解 

工厂化鱼类养殖设施的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现场设备又无 

法拆卸，通常只能抽象地讲解说明。若借助于完善、详尽的设 

备模型进行演示，则会一目了然，学生亦容易和乐于接受。 

综上所述，水产养殖专业生产实习中实践教学活动质与量之 

间存在紧密的辩证关联，没有量的质和没有质的量同样不符 

合实践教学要求，只有妥善处理好质与量的关系，并以之来 

指导和安排生产实习工作，才能高标准地完成实习教学目 

标，全面提升水产养殖专业生产实习效果，培养出适应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具备实践和创新能力的水产养殖专业 

科技人才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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