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生物学通报 Apr. 20, 2022, 49(4): 1464−1471 
Microbiology China DOI: 10.13344/j.microbiol.china.220081 

http://journals.im.ac.cn/wswxtbcn  Copyright ©2022 Microbiology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基金项目：国家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E-SWYY20202512)；华中农业大学微生物学课程思政示范建设项目(KCSZ2021032) 

Supported by: National New Engineeri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Project of China (E-SWYY20202512);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Microbiology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monstration Construction Project 
(KCSZ2021032) 

*Corresponding authors: E-mail: HE Jin: hejin@mail.hzau.edu.cn; CHEN Wenli: wlchen@mail.hzau.edu.cn 
Received: 2022-01-21; Accepted: 2022-02-17; Published online: 2022-03-03 

高校教改纵横

乡村振兴背景下华中农业大学“三生”专业人才培养改革

与实践 

吕叙杰 1，金安江 2，何进*2，陈雯莉*2 

1 华中农业大学本科生院，湖北 武汉 430070 

2 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吕叙杰, 金安江, 何进, 陈雯莉. 乡村振兴背景下华中农业大学“三生”专业人才培养改革与实践[J]. 微生物学通报, 2022, 

49(4): 1464-1471 
Lyu Xujie, Jin Anjiang, He Jin, Chen Wenli. Reform and practice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Bioengineering, Biotechnology and 
Bioscience majo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aking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J]. 
Microbiology China, 2022, 49(4): 1464-1471 

摘   要：乡村振兴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业高校承担着服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

历史使命。其中，生物工程、生物技术、生物科学专业(简称“三生”专业)人才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起

着重要的支撑作用。然而，农业高校“三生”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存在学生知农爱农情怀待加强、学

生自主选修空间需扩大、实践教学要强化等问题。本文以华中农业大学为例，提出新时代加强“三

生”专业建设的举措，如加强情怀教育、重构课程体系、推进协同育人、加强师资建设、建立质量

文化等，以培养高素质的“三生”专业人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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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orm and practice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Bio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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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only way to achiev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Agricultural universities undertake the mission of cultivating talents to serve the national strategy. 

Talents in Bioengineering, Biotechnology and Bioscience majo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However, problems occurred in the practice of talent cultivation of the three majors at 

agricultural universities, including students’ unconcern for agriculture, insufficient choices of course 

and poor practical teaching. Taking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we proposed 

measures for constructing Bioengineering, Biotechnology and Bioscience majors in the new era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s ser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specific measures included 

fostering students’ passion for agriculture, reconstruct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developing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uilding an outstanding faculty team, and establishing a teaching 

quality-oriented culture.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Bioengineering, Biotechnolog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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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我国“三农”工作重心已经发生了

历史性的转折，即从脱贫攻坚过渡到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 [1]。高等教育要完善人才培养体系，

普通高校要改造提升现有涉农专业，加大涉农

专业招生支持力度。农业高校要主动适应我国

区域经济和农业、农产品加工现代化发展需

要，主动探索“新农科”和“新工科”教育，培养

乡村振兴人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本文以华中

农业大学生物工程、生物技术、生物科学专业

(简称“三生”专业)的改革实践为例，提出了新

时代培养知农爱农高素质“三生”专业人才的

对策与建议。 

1  “三生”专业人才在乡村振兴战略

的作用 

1.1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产值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0%左右，是全国最大的基础

性支柱产业。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是党中央对“三农”工作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历史任务，是解

决城乡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的根本抓手。

2018 年，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对科学、有序地推动乡村振兴

人才培养提出了明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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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乡村振兴战略对高等农业教育提出了

新要求 
农业高校因农而生，是农业专门人才的培养

基地、农业科技的动力源和农业农村发展的引

擎。高等农业教育要解决涉农人才短缺的问题，

补齐乡村振兴的短板，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高等

农业教育要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大学智慧

和大学方案，支持和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新农科”和“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农业高校加强

涉农人才培养，需要做到 4 个“新”：(1) 以国家

重大战略和区域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

以知农爱农情怀为目标，根植教育新理念。(2) 

加强专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新方

法，提高专业核心竞争力[2]。(3) 推进开放办学，

汇聚多种资源，探索改革新路径。(4) 构建高等

农业教育质量新标准，培养符合未来农业农村农

民发展需求的现代农业领军人才[3]。 

1.3  “三生”专业人才培养在乡村振兴战略

中的作用 
2020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超过20万亿元，

其产值是传统农业总产值的 2 倍。近年来，有机

农场、都市农业、宜居乡村均赋予农业农村新的

时代特征，深加工、精加工、机械化、产业化给

农产品带来了高利润和高附加值，生物技术、生

物健康、食品加工等产业逐渐成为农业农村现代

发展新引擎，这些都赋予了“三生”专业新的时代

使命。“三生”专业的建设目标是：培养大批掌握

生物工程、生物技术与生物科学领域知识技能的

创新型、复合型和创业型人才，深入“三农”基层，

从事生物技术研究、生物用品开发、发酵工艺设

计与工艺优化、生物技术推广及相关技术管理等

工作，助力生物产业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以人

力和智力支撑现代农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提

供技术支持。 

2  我国“三生”专业布局与现状 

2.1  我国生物工程类、生物科学类专业的

布点数 
1993 年发布的《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

业目录》包含生物化工、微生物制药、生物化学

工程、发酵工程、微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

遗传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

病毒学等生物工程类和生物科学类相关专业。1998

年发布的《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则

不再精细设置本科专业，而是基于“宽口径，厚

基础”理念，将以上专业组合为生物工程类(生物

工程专业)、生物科学类(包括生物技术及生物科

学 2 个专业)。在 2012 年版《国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业目录》中，生物工程类、生物科学类分

设 7 个相关专业(表 1)，其中生物工程类包含生物

工程和生物制药 2 个专业，共 421 个专业点。生物

科学类包含生物技术、生物科学、生物信息学和 
 

表 1  我国生物工程类、生物科学类专业分类与布

点情况 
Table 1  Classific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Bioengineering and Bioscience category majors in 
China 
专业类 

Major categories

专业 

Major 

专业布点数 

Distribution of 
majors 

生物工程类 

Bioengineering 
category 

生物工程 

Bioengineering   

324 

生物制药 

Biopharmaceutical 

97 

生物科学类 

Bioscience 
category 

生物技术 

Biotechnology 

379 

生物科学 

Bioscience 

309 

生物信息学 

Bioinformatics 

46 

生态学 

Ecology 

79 

其他 

Others 

菌物科学与工程  

Mycologic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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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 4 个专业，共 813 个专业点。此外，吉林

农业大学还开设了全国唯一的菌物科学与工程

专业[4]。总体而言，普通高等学校设置生物工程

类和生物科学类的本科专业中，以“三生”专业为

主，占比达 82%，如果以学生人数计占比更高。 

2.2  不同年份“三生”专业的设置情况 
“三生”专业历史悠久，厦门大学早在 1922 年

就设置了生物科学专业，1949 年之前有 6 所高

校设置了该专业。生物技术专业的设置时间相对

较晚，1956 年才有第一所高校申请设置。从图 1

中“三生”专业设置年份的数据看，均呈现中间高

两边低的现象。1961−1976 年新增极少，高峰期为

1999−2008 年，其中峰值出现在 2002−2004 年左

右，与高校扩招的时间基本吻合，2010 年之后

新增趋势减缓。 

2.3  不同类型高校“三生”专业的设置情况 
我国“三生”专业的设置情况与高校类型有

很大关系(图 2)。对生物工程专业而言，综合类

高校最多，有 131 所；其次是理工类，109 所，

两类占比共 73.6%；随后依次是农业类、师范类、

医药类、财经类高校。设置生物技术专业的高校

类型中，同样综合类高校最多，为 140 所；其次

是师范类、理工类、医药类和农业类。设置生物

科学专业的高校类型中，依次是综合类、师范类、

理工类、农业类和医药类高校。 

整体来看，综合性高校设置“三生”专业的比

例最高，占比达 40.5%，农业类高校占比仅为

8.7%，比例相对较小。然而在行业类高校中，理

工类高校设置生物工程专业较多(占比 33%)，师范

类高校更青睐于设置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专业。 

3  华中农业大学“三生”专业建设现状 

3.1  华中农业大学“三生”专业历史沿革 
作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华中农业

大学“三生”专业共经历了近 30 年的发展历程(表

2)，形成了目前在校生 1 200 余人的规模。 

 
 

图 1  我国不同年份设置“三生”专业的高校数量   

A：生物工程专业；B：生物技术专业；C：生物

科学专业 

Figure 1  Number of Chinese colleges offering 
Bioengineering, Biotechnology and Bioscience 
majors in different years. A: Bioengineering major; B: 
Biotechnology major; C: Bioscience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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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我国不同类型高校设置“三生”专业的数量 
Figure 2  The number of Bioengineering, 
Biotechnology and Bioscience majors set up in 
different typ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3.2  华中农业大学“三生”专业人才培养存

在的问题 
经过近 30 年的不断探索，华中农业大学“三

生”专业人才培养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培养

了大批高素质的人才，“三生”专业先后获批国家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然而，在乡村振兴战略的

大背景下，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3.2.1  学生知农爱农情怀教育有待强化 

由于传统观念、行业因素等多方面的原因，

华中农业大学“三生”专业生源位次低于同批次

一般综合类大学普通专业；由于待遇偏低和   

配套不健全等原因，毕业生选择服务“三农”、

基层就业的比例还不高，基层就业的意识还需

提升。 

 
表 2  华中农业大学“三生”专业的历史沿革 
Table 2  History of Bioengineering, Biotechnology and Bioscience majors in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年份 
Year 

“三生”专业历史沿革 
Brief history of the majors of Bioengineering, Biotechnology and Bioscience 

1994 组建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开始以发酵工程、生物技术本科专业招收学生 
Established the College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began to recruit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two new majors 
of Fermentation 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 

1996 获批国家生物学理科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 
Approved as National Training Base for Talent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Biology 

1998 分别以发酵工程和微生物学专业为主体调整为生物工程和生物科学专业 
The majors of Fermentation Engineering and Microbiology were adjusted and upgraded to Bioengineering and 
Bioscience, respectively 

1999 正式以生物工程和生物科学专业招生 
Began to recruit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two new majors of Bioengineering and Bioscience 

2002 获批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人才培养基地 
Approved as a National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 Training Base 

2007 生物科学入选湖北省品牌专业 
Bioscience was selected as a brand major of Hubei Province 

2008 生物工程专业入选全国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 
Bioengineering major was selected as a National Characteristic Major Construction Site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2013 生物工程获批教育部“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综合改革试点建设项目 
Bioengineering was approved as a Comprehensive Reform Pilot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ina

2017 生物学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生物工程获批一级学科博士点 
Biology was selected as a national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Discipline, and Bioengineering was approved as a 
first-level discipline Doctoral Program 

2019 获批首批生物工程博士后流动站 
Bioengineering was approved as one of the two first batch Postdoctoral Research Stations 

2020 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两个专业获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Both Biotechnology and Bioscience were approved as National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Major Construction Sites 

2021 生物工程获批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Bioengineering was approved as a National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Major Construction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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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学生自主选修空间还需进一步扩大 

2020 年“三生”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读总学

分分别不超过 152.5、151、151 学分，在总学分

压缩的情况下，文理基础和必修通识课程等必修

课程逐年增加，学生自主选修空间有限。培养学

生“三农”情怀的通识教育课程不足，以探索和发

现为中心的课堂教学质量与课堂活跃度有待提

升 [5-8]，研究性教学和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

(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SPOC)混合式教学

还需大力推进[9]。 

3.2.3  实践教学有待进一步加强 

实践教学与思政教育协同育人还不够，科教

融合还需进一步深化，实验课程评价方法有待改

进。近 20 年来，“三生”专业的实践类总学时呈

上升态势。根据 2002 年全国生物工程专业教学

研讨会(简称“华农会议”)提出的“专业课理论与

实验的课时比例不低于 1:0.8”的要求[10]，总体实

践学时学分比例还偏低，需进一步提升。 

4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三生”专业

改革与创新路径 

4.1  强化课程思政，开展“三农”情怀教育 
4.1.1  准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重构人才培养

方案，回应培养更多知农爱农人才的时代要求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需要重新审视“三

生 ”专业在整个农业教育培养体系的 “生态

位”[11]，响应《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

见》有关专业建设的新要求[12]，强化专业内涵

建设，打造一流“三生”专业。 

4.1.2  强化课程思政与专业教育融合，加强

“三农”情怀教育，根植强农爱农之志 

通过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立项一批课程思政

示范课程，遴选一批政治素养过硬、育人本领高

超的优秀教师主持课程思政课程。同时要着力加

强耕读教育、劳动教育及美育、劳动实践教    

育[13]，开展“耕读路上”社会实践、“耕读同行”

产业实践、“耕读中国”科研实践，将专业教学实

习设立在行业一线的生物学科相关企业和农科

教基地，助力农业生物产业转型升级。 

4.2  加强课程建设，夯实实践技能教学 
4.2.1  加强课程体系建设 

围绕专业核心课程，建设一批国家级、省级

一流本科课程，重点建设一批专业核心课程群和

教材群。“三生”专业要整合优化培养方案与课程

体系，统筹实施精品课程建设和精品教材建设计

划，抓好国家、省及学校三级精品课程建设工作。

“微生物学”获批国家线上一流本科课程，其系列

课程“微生物技术与产品”和“微生物学前沿”即

将开设[14]，“合成生物学”新课程已经率先推出[15]，

《酿造学》等一批规划教材即将出版。 2013 年

以来共出版国家级规划教材 6 部，其中新形态数

字化教材 4 部。出版数字课程 4 门，建成虚拟仿

真实验项目 7 项。 

4.2.2  夯实实践教学 

华中农业大学在专业培养方案中系统构建

了“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创新性实验”    

3 个层次循序渐进式实践教学体系，并建有生物

学实验教学中心(国家示范中心)、生物工程实验

教学中心、现代生物工程校内实习实训基地和省

级虚拟仿真实验中心。引进现代发酵控制系统，

整合发酵工程、酶工程、生物分离工程等多门专

业课程的实验内容，开设生物工程综合大实验。

依托专业技能竞赛培养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如酒

体设计大赛已经发展成省级综合赛事，每年有近

20 所高校 200 余名学生参赛。 

4.3  强化协同育人，推进对外开放办学 
4.3.1  加强协同育人力度 

加强高校、政府和社会力量等多元主体协

同，强化科教融合和产教融合，建立常态化合作

联动机制。将农业微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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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农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农业农村部微生物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武汉)等优质科研

平台资源融入教育教学。华中农业大学主办了

“生物产业高峰论坛”，建成了国家科普基地、湖

北劲牌酒业有限公司等综合实习基地 20 余家，

设立奖学金年总金额 100 余万元。近 20%本专

业学生在企业开展毕业设计。 

4.3.2  “引进来，走出去”，培养学生全球胜 

任力 

建立国际合作与交流项目，与国外知名农业

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开设全英文专业课程，派出

交换生，选派青年教师进行访学提高教师素质。

多种措施下，学生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在 iGEM、

北美数学建模竞赛和全国挑战杯等各类竞赛中

获奖 40 余项，其中 iGEM 团队 8 次斩获全球金

奖，2021 年跻身 OVERGRAD 组 TOP 10，斩获

“Best Model”单项奖[16]。 

4.4  名师示范引领，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教育者是教育四要素的主导要素，决定了教

育质量和水平[17]。华中农业大学“三生”专业依托

全国万名优秀创新创业导师和湖北名师、湖北省

名师工作室，坚持名师引领，落实知名教授上讲

台制度，开展“名师示范课”和“名师讲坛”等教学

活动。以“微生物学”等专业核心课程为纽带，试

行首席教授负责制，聘请“产业教授”为学生授

课，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80%专业教师具备

企业半年以上实践经历。 

4.5  根植一流理念，建立教学质量文化 
“三生”专业教师根植一流专业理念，坚持

“多元办学、开放办学、文理交融、教学相长”

的办学理念，强化教学质量文化培育[18]。经过

70 余载绵长的历史传承，华中农业大学“三生”

专业涵育了一流专业文化。“实事求是，追求卓

越”的办学理念已润化为课程思政素材，精心培

植的“千问计划”和“教授红讲堂”等活动已成为

师生喜闻乐见的融乐交流平台。 

5  总结与展望 

推进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面对国家战略

需求，农业高校责无旁贷，要义是培养一批下得

去、留得住的农业专门人才。在推进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时期，2020 年华中农

业大学启动“乡村振兴荆楚行”活动，有力服务了

荆楚大地乡村振兴战略。新形势下，“三生”专业

要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

供人才支撑，用生物经济为中国的乡村振兴提供

“建设方案”。同时，要在“新农科”和“新工科”理

论指引下，坚持五育融合，不断创新方法和路径，

汇聚优势与资源，打造农业高校“三生”专业人才

培养的样本和范式，培养一大批适应和引领新一

轮产业变革，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全球胜

任力的生物工程类、生物科学类高素质人才，助

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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