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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中国农大走过了百年历程 ,学校虽几易校

名 ,几迁校址 ,教学几经改革 ,教师几代更替 ,但为国

家培养栋梁之才没变。百年来 ,农大在育才上的成

功经验许多 ,实难概述。当前 ,举国上下正为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之时 ,把解决“三农”问题摆在突出的地

位。回顾原北京农业大学建校初期创办“农耕学习

班”和 20 世纪 80 —90 年代全校各专业实施“农事实

习”新教学 ,成为解决农科大学生认识“三农”问题 ,

树立学农、爱农 ,为农业作贡献思想的一个有效途

径。这对于在新的历史时期 ,如何培养符合国家需

要的新型高级农业专门人才具有借鉴意义。

(一)

建国初期 ,三校合并组建了北京农业大学 ,带来

了原华北大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培养人才的优良学

风。解放后 ,农业大学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把毫无生

产经验的青年学生培养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

而且能够解决农业生产问题的干部。1950 年 4 月 ,

学校决定实行新的教学制度 ,这一制度把本科四年

划分为四个阶段 ,即基本科学学习、农耕学习、业务

学习和业务实习阶段。农耕学习阶段从第二学期

起 ,约半年 ,包括一个完整的生长季节 ,主要在农场

进行生产劳动 ,学习课程是以各个季节生产劳动为

中心来安排的。

1950 年 3 月起首次实行了农耕学习 ,当时的一

年级学生在罗道庄已经进行了约 4 个月时间的基础

课程教学之后 ,全部到卢沟桥校办农场开始为期半

年的农耕学习。

第一期农耕学习是在艰苦的环境条件下进行

的。卢沟桥农场房屋设备很少 ,学生们到这里学习 ,

首先要用自己双手创造起码的学习与生活条件 ,自

己动手搞基建、办食堂、搞卫生、管宿舍。

农耕学习的整个过程是结合生产劳动进行的 ,

当时的口号是 :“农耕就是学习”,参加从种到收的全

过程 ,结合生产安排必要的教学课程。“教学就是生

产 ,教材就是怎样进行生产 ,教学方法是实际的生产

指导”,讲了就实习 ,实习就是生产劳动 ,种出了庄稼

就是教学的成绩。

在农耕学习期间 ,还开展农村工作 ,到附近农村

(如小屯、大瓦窑等) 开展田间选种、病虫防治、举办

农民夜校、农家访问、文娱宣传等活动。

1950 年 9 月新生入学统一由“大一部”领导 ,由

于罗道庄校舍紧张 ,一入学就在卢沟桥农场上课。

1951 年春开始第二期农耕学习到 9 月结束 ,学生全

部回罗道庄 ,“大一部”撤消。

第二期农耕学习进一步明确其目的要求 ,一是

通过农场实际操作 ,田间观察 ,丰富农业生产的感性

认识 ,了解农业生产的全面性 ;二是通过农村工作 ,

包括农村访问 ,与农民讨论座谈 ,向农民学习 ,具体

理解如何为农民服务 ;三是讲解一般农业生产问题 ,

使学生对学习农业有基本而概括的认识。

第二期农耕学习时间从 4 月 16 日至 8 月底 ,共

4 个半月 (较第一期缩短 1 个半月) 。农耕学习占教

学时间 1/ 3 ,余为各系安排选修课。教学内容分 3

类 :一类农艺、园艺作物方面 ,一类森林方面 ,一类畜

牧兽医方面。改善教学条件包括增设标本、新式农

具、家畜标本等。

1952 年开展的第三期 ,也是最后一期农耕学

习 ,于 4 月 21 日开始 ,地点仍在卢沟桥农场。其教

学组织进一步完善 ,当时设农大卢沟桥分部 ,下设农

耕学习班 ,分植物生产、病虫害、畜牧兽医、农业经济

4 个教学小组。

农大历时 3 年创办的农耕学习得到教育部的充

分肯定 ,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曾昭伦曾在农大一次总

结大会上指出 :“农耕学习是新的农业教育制度的重

要环节之一 ,为今后高等农业教育皆可仿效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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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途径。”农耕学习的环境条件虽然艰苦 ,但学生

生活得愉快、活泼 ,学习积极性很高 ,学到了知识 ,得

到了锻炼。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 ,当年的学生回忆

起来仍感记忆犹新 ,感慨万千 ,大家都感到 ,农耕学

习受益终身 ,为自己的成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粉碎“四人帮”以后 ,恢复了高考招生 ,前几年在

教学中重视理论教学 ,掀起了读书热潮 ,随之一股轻

视实际 ,轻视生产劳动的思潮也开始抬头 ,同时大量

没有经过农业生产劳动锻炼的应届高中生入学 ,因

此如何在培养人才的教育中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

系问题越显突出。当时农大校领导敏锐地发现问

题 ,研究教学改革措施 ,在总结历史经验 ———50 年

代初的“农耕学习”、50 年代末的下放劳动、现场教

学、60 年代初的“上上下下”“一条龙”教学和“半农

半读”等实践教学经验的基础上 ,首先提出实施“农

事实习”,纳入各专业教学计划。其主要目的是使已

入大学学习了一年基础课程的本科生 ,通过农业生

产实践获得对农业和农业科学的“启蒙教育”。

从 1982 年秋季起 ,在二年级学生中安排了为期

1 个月以农业生产劳动为主的农事实习 ,全校各专

业学生一起到校办涿县教学农场和昌平实验站。学

校主管教学副校长、教务处长亲自带队 ,各系总支书

记、各班班主任也都随班下去 ,既组织带领学生参加

生产劳动 ,又做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经过一二年教

学实践后 ,学校教务处制定了“农事实习大纲”,使其

教学组织与考核规范化。

农事实习大纲对实习的指导思想和目的要求进

一步明确和具体化。“大纲”确定农事实习是农科大

学生的一次认识实习 ,是农科实践教学体系的第一

个教学环节。通过农事实习的各项教学活动 ,提高

学生对农业、农村、农民的认识 ,增强对“三农”的感

情 ,巩固专业思想 ,树立学农、爱农、立志献身农业的

思想 ;同时也学习和掌握一些农业基本知识和基本

农事操作技能 ,以及与农民群众沟通交流的基本

能力。

“大纲”规定农事实习的教学内容主要有 : ①参

加农业生产劳动 (含现场教学) ; ②听讲有关宏观农

业和所学专业的专题 ; ③开展农村专题调查等。短

短 4 周的实习时间 ,安排内容丰富 ,教学形式灵活多

样 ,学习生动活泼。学生在生产、社会实践中学知

识、长才干 ,学到了在课堂上难以学到的知识和本

领 ,达到了思想、业务双丰收。

“大纲”还规定 ,实习结束后 ,每人必须写一份包

括思想、业务收获的实习总结 ,作为实习成绩考核的

主要依据。很多学生在总结中表达了对实习的深刻

感受 ,说出了许多肺腑之言。每年由教务处将各班

的优秀总结汇编成册 ,加以表彰宣传。

从 1983 年起 ,农学系和园艺系蔬菜专业开始全

学程“四段实践教学法”的试点。“四段实践教学法”

是在农事实习之后 ,又在二、三年级开设一门新型农

业技术基础课 ———作物生物学和田间观察 ,在三、四

年级进行科研训练 ,在学生毕业前 ,安排综合性生产

实习。经过多年的教改实践 ,全校建立了完整的农

科实践教学体系。包括农事实习在内的农科实践教

学体系 ,在全国高校中是一个首创 ,教学效果显著 ,

产生广泛的示范作用。1989 年此项教学改革成果

荣获全国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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