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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地方高校林学专业的教学改革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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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强调以需求为导向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下，林学专业主干课程教学理念、内容、方法需与中国农业经济战略有
机融合式发展，才能培育出适应未来林业科技产业发展所迫切需要和“钉子模式”的人才。

Abstract: Und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mand-oriented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teaching concept, content and methods 
of the main courses of forestry major need to be organically integrated with China’s agricultural economic strategy, so as to cultivate 
talents suitable to the urgent needs and “nail mode”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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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村振兴，关键是人才的振兴 [1]。乡村振兴战略是地方

高校专业课程内容设置转型发展的一个契机，逐步淘汰或控

制需求性和推广性弱的专业，并面向地方需求开设符合服务

地方产业发展需求的专业。林业产业发展是西南山区乡村振

兴内容的一个关键点。随着土地流转政策的实施，农村林业

类产业发展得到有效的推动。但产业需求性的林业技术人员

却成为林业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四川为全国第二大林

区和全国竹资源大省。推动林业多方面资源体量转化为振兴

乡村建设不可替代的巨大成果、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和大

熊猫国家公园、建成全国森林康养目的地等重大战略部署，

都需要能下沉基层的林业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乐山师范学院

处于四川非物质文化双遗产的城市，将人文、地理融合式发

展的一个活力城市。面对这样的大形势，地方本科师范院校

的林学专业如何转型以发展和培养面向广大农村的“适宜

性”新型林业技术人员技术型人才，笔者以乐山师范学院林

学专业版为例，刍议地方本科院校林学专业的转型发展。

2 特色生态发展结合不能完全的实用主义的
转型思想定位

乡村林业建设着力点，形成系列具有鲜明特点的体量化、

个性化的绿色生态产品，结合本土优势树种、生态资源进行

定向培育 [2]，绿化乡村环境，同时与深度生态游、道地绿色

产业融合，从而“以点带面”“以示范带动集体行动”的林

业从业行业性农民多效、深度地融入我省未来具有科技含量

的林业建设中，进而实现乡村振兴，深度解决发展布局不合

理、低科技含量水平的矛盾，为整个林业发展产业塑造更多

具有科技含量的多种模式 [3]。地方院校林学专业的定位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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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机械的生搬硬套，林木有自己的生态位，林业产业更是一

种生态位产业的体现，因此必须以立足小区域领域特色（现

有的产业、林木资源、科技人才资源），以“恰如其分”的

方式，如乐山师范学院本身的师范优势，以人文师范素养结

合科技知识融合塑造的内修外炼的方式发展自己的专业、行

业特色，以儒家思想为依托，以现在国家大力发展高职、中

职晋升入学通道为契机，培养“大脑素养”型人才的同时，

练就一身“好武功”，即具有社会实用性，又要引领行业。

从如何成为现代高科技含量的林业工作者的思路出发，科

技林业员应在专业知识上不断加强学习能力的培养和培训，

下沉到基层实践中提升自己的专业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同

时还要多参加高水平高科技的林业发展前景会议或课程的

学习，将自己打造成一名干得了实事、看的懂文献资料、做

得来数据处理与问题分析的“全因素”林业工作员。通过课

程学习和行业会议学习，使学生掌握并获取扎实的专业的知

识，通过课程实践掌握专业技术知识，通过多轮锻炼最终灵

活使用日益更新的林业科技技术，以此托起乡村加速振兴模

式的建立和突破，从而实现整个西南林业的高质量、高科技

含量的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3 人才培养模式、课程理论体系及实践体系
建立
3.1 紧密围绕国家、省市和地方林业发展的社会需

求，结合本校在林学领域的研究优势，构建人才培

养模式
据调查，目前中国林学专业人才数量仍然存在巨大缺口。

特别是在县一级的林业推广站基层单位在岗在职的人员林

学全日制本科出身的不多，地方林业技术人才和企业科班林

业技术员刚性需求较大。

乐山师范学院 2019 年起在教育类文化输出类型转型发

展的背景下，经学院多方调研，开设林学专业并招生。本培

养方案依托竹类病虫防控与资源开发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四

川旅游发展研究中心、四川世界遗产普及基地、西南山地濒

危鸟类保护四川省高校重点实验室等平台，立足四川、面向

西南、辐射全国，以服务西南地区竹产业和森林康养产业发

展为目标，以提高学生全素养、高思想觉悟、过硬实践能力、

高水平知识引领为核心，结合林业行业的要求，构建了符合

专业学位的高层次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使培养出的学

生具备优秀而崇高的职业素养和道德，较强的林业基础知识

和专业能力，能够从事竹类保护、林竹资源开发与利用、森

林康养等工作。

3.2 强调“复合型、应用型、创新性”培养，创新

专业学位课程体系 
针对现有林业专业领域人才培养目标单一等现象，强调

“应用型、模块化”培养，创新了专业课程体系，打破了课

程体系设置 “一刀切”做法。根据学院竹类保护、林竹资

源开发与利用和森林康养三个方向特点，以实际应用为导

向，以满足竹产业和森林康养行业需求为目标，将林学本科

教育的课程分为三个系统模块。强调理论与应用有机结合，

课堂教学着重案例分析和实践应用。以行业瓶颈需求为导

向，基于新型林业人才培养敲定落实方案，开展“应用型实

践能力”为核心的行业人才培养理论课程计划，上升教学的

理论水平和塑造“大地式”的实践体系，培养理论知识、实

践性、技术性、高知识水平的具有高科技含量的技能人才。

3.3 构建林学实践体系，拓展专业实践技能训练 
专业实践是林学本科学位的重要教学环节，学生在学期

间，必须保证不少于 1 年的专业实践。在实践教学内容上，

要求与学科领域及学位论文相关，强调体现生态位特性、“大

地式”实践性、思维高度专业性的学科特点，根据专业和课

程特色，分层次设立基本型、综合型、设计型、创新型实验，

构建“基础理论验证－常规技能操作－独立专属性的、针对

性的创新研发”的多链条多领域合作的实验实践内容。

3.4 充分整合和利用行业实践基地资源
某校已经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

究所、马边大风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中心等 13 家单位

签订了实习实践基地协议或联合培养协议。这些单位拥有林

业领域各种专业资质和资源，在培养过程中，学科点可以充

分利用校外实践基地资源，提升本科生培养质量。聘请林业

相关行业专家为研究生开设专题讲座课程 4 门以上。

4 结语 
地方本科院校转型为以承接高职、中职晋升通道和具有

动手能力强的人才培养摇篮的应用技术型大学是一种新趋

势，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 [4]，林学学科性表明其培育学

生一定要接地气，产业的需求又要求学生具有高科技含金量

的理论知识体系，特别是基于地域人才的严重分配不均的情

况下，学院更是需要以师资、教学特点等特点，针对本地产

业进行文化和人才的输出 [5]，紧紧抓住新一轮的教育分流新

形势、绿色产业转型升级、布局的重大战略机遇，使林学专

业学生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完成向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绿色

新林人”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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