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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perience and thinking of constructing the national hydrobiology teach group by industry- 
university-research-application cooperative education were discussed. Concrete experiences 
were: more investment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oop with the young teacher as 
the strut were the basis of improving teaching effect; in-depth specialty practice and increasing 
talent were the key to enhance teach level and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educa-
tion and raising quality were the effective path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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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个人成长的经历探讨了产学研用结合推进国家级水生生物学系列课程教学团队建设的经验和体会，

认为多投入、下苦工是提高教学效果的基础，广实践、增才干是提高教学水平的关键，产学研、升素质

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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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般而言，“产学研用结合”有多种释义，与传统的产学研合作教育[1] [2]类似，“产学研用”是一

种合作系统工程，后者更强调了应用和用户，突出了产学研结合必须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比

产学研多了一个“用”字，主要指“应用”和“用户”，“用”是技术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而

言，“产学研用”就是企业生产、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实践运用的系统合作，从学校方面讲，产

学研用合作教育就是充分利用学校与企业、科研单位等多种不同教学环境和教学资源以及在人才培养方

面的各自优势，把以课堂传授知识为主的学校教育与直接获取实际经验、实践能力为主的生产、科研实

践有机结合的教育形式[3]。通过产学研用的紧密结合，高校向社会输送高水平人才的同时，也将高校创

造的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产业优势，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增长，是高校的重要功能之一。对高校教师而

言，通过产学研用结合可提高教师的学术素养，进而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培养出高水平人才并服务于社

会，这就需要高校教师深入本专业生产企业，了解企业的需求，通过企业资助设立专项科研项目、与企

业联合申请国家和地方科研项目、向企业提供咨询、培训或学术交流、与企业联合培养研究生、或吸引

企业科研人员进学校攻读研究生等形式，增强教师科研能力、丰富阅历而提高教学水平。对高校学生而

言，产学研用就是大学从企业招聘教师教授学生相关的课程或讲座，或聘为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导师，大

学学生到企业去实习、增强实践应用能力。对生产企业而言，可直接参与产学研合作，培训提高了员工

的研发能力，也能直接聘用高水平大学毕业生，不仅能够减少技术创新的盲目性，缩短新产品从研究开

发到进入市场的周期，而且能够有效降低技术创新的风险和成本[4]。这从根本上为了解决学校教育与社

会需求脱节的问题，缩小学校和社会对人才培养与需求之间的差距，增强了学生的社会竞争力。 
我是一名水产养殖学专业教师，1985 年以来一直在高校从事水生生物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大连海洋

大学建校 62 年来，水生生物学系列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现拥有一个国家级教学团

队，一门国家级精品课程，3 门省级精品课程，2 部省级精品教材；1 名教师获第四届国家教学名师奖提

名，3 名教师获省级教学名师奖。1990 年以来承担了教育部和辽宁省教学专项课题 9 项，获国家教学和

教材成果奖 5 项，省级教学成果奖 5 项。大连海洋大学水生生物学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的思想、成果和

经验，在全国水产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大连海洋大学几代人半个多世纪以来不懈努力

的结果，而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在学校的培养和老一辈师长们帮带下逐步成长起来的。回顾大

连海洋大学水生生物学发展和我个人成长的历程，对产学研用结合推进国家级水生生物学系列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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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建设提出如下思考。 

2. 多投入，抓队伍，提高教学效果 

我于 1999 年从吉林农业大学调回母校——大连海洋大学，先后参加了学校特色教材的编写工作，与

前辈何志辉教授合作主编出版了《养殖水域生态学》，与前辈李永函教授合作主编出版了《水产饵料生

物学》教材。这两部教材的编写使我获益匪浅，后来在这两部教材的基础上，我作为主编编写出版了国

家十一五规划教材《水生生物学》和《养殖水域生态学》，先后出版并投入使用。在与全国同行的合作

中，我受到很多启发。回顾我个人成长的经历，我深深感到，没有组织的培养，前辈教师的教诲，同行

的鼓励和支持，我绝没有今天的些许成就。我最重要的感受是，多投入，下苦工，用心去做好教学的每

一个环节，积极参与教育教学改革，一定会取的好的效果。 
提高教学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培养高水平人才的永恒主题。要提高教学质量必须进

行不断的教学改革。问题的关键是要有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教师队伍。而这支队伍建设应从青年

教师抓起。目前高校教师队伍与以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年轻化、学历高、基础好和学缘广，这些

都是原来普通高校师资队伍所不具备的优势所在。但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青年教师，在爱岗敬业、

教学方法、甘为人梯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差距。爱岗敬业就是对教师职业和教学工作无比的热爱，体现大

学精神，严谨笃学，教师应当把本职工作作为事业而乐于献身，看作科学而勇于探索，感同艺术而追求

完美，履行天职而日乾夕惕。对待教学，教师要有高度的责任感。为人师表体现在各个方面，也包括诸

多细节，比如备好每一节课，上好每一节课，批好没一本实验报告或作业。把自己当成正在台上演出的

演员，坚持“台上三分钟，台下数年功”。课堂上不但追求语言适当，字字凝练，也要衣着整洁、边幅

得体，做到教书育人先省己，三尺讲台写春秋。我把我的成长经历作为一面镜子，不断加强青年教师的

培养。对青年教师的培养要从开始工作时抓起，做好培养计划，严格执行，树立敬业精神，练好基本功，

养成优良的教学习惯，严把教学质量关。做好传帮带作用。 
最近 5 年来，学校引进了大量的青年教师，学院也非常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提高，如规定每位新

引进的博士均需配备指导教师，并有针对性地制定切实可行的帮带计划。水生生物学课程团队成员经常

在一起研讨教学方案，互相听课或鼓励青年教师参加各类讲课比赛和教师培训。积极引导和推荐青年教

师在国内外著名高校进修提高，如 2010 年王媛副教授到日本东京大学合作研究，2011 年殷旭旺副教授

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提高，2012 年张鹏博士去南非进行合作研究等。学校建立青年英才培养工程中，水

生生物学青年教师中有 2 人入选学校首批青年人才工程。 其中一人获得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千人层次

和高等学校杰出青年学者成长计划。 

3. 广实践，增才干，提高教学水平 

大连海洋大学水生生物学学科发展的轨迹，就是从教师到学生努力钻研、注重实践的发展过程。自

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来，本学科注重实践，如已故我国著名水生生物学专家何志辉教授深入渔业生产实际，

研究内陆盐水生物资源、无锡河埒口高产池塘浮游生物、盐碱池塘小三毛金藻发生规律、毒害机理和防

治技术、镇赉鱼池能量流动规律、黄河流域渔业资源调查等，取得丰硕成果并获得国内外同行的广泛赞

誉。李永函教授深入生产一线，对鱼池轮虫休眠卵分布、萌发规律及鱼苗适时下塘、鱼类冰下生物增氧

越冬中浮游生物的贡献、河蟹生态育苗中轮虫规模化培养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这两位前辈的身体力行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时刻教育和激励着我们深入实践，增长专业才干，提

高教学水平，实现科研促进教学。近十几年来，我们秉承传统，继往开来，积极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广

泛深入实践，围绕水生生物与渔业生产、生物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对西藏、新疆、内蒙和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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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盐水生物、近岸海水刺参养殖池塘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及健康养殖技术、水产饵料生物的生物学与

培养利用、河流、水库渔业资源和环境保护、近岸海洋生物多样性及其可持续利用等进行了较深入研究，

这些都增强了教师的实践能力。本人身体力行，先后主编出版了学术专著 5 部，《鳗鲡的生物学及养殖

技术》(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4)、《盐水枝角类的生物学及海水培养利用》(科学出版社，2008)、《刺

参池塘养殖生态学与健康养殖理论》(科学出版社，2009)、《中国盐湖生态学》(科学出版社，2010)、《海

洋桡足类的实验种群生态学及培养利用》(科学出版社，2014)。积极参加专业建设，以水生生物学系列课

程教学团队被评为国家级教学团队，以此为骨干申办了生物科学(水生生物学)新专业。获辽宁省教育教学

成果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2 项。通过实践活动，教师的教学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团队成员进步明显，

近三年团队中有 1 人被授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辽宁省特聘教授，大连市突出贡献专家和领军人才。 

4. 产学研，升素质，提高教学质量 

大连海洋大学特别注重产学研用合作推动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5] [6]，多年来，水产与生命学院先后

与“北京市中国淡水渔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灯塔市忠信淡水渔业有限公司”、“盘锦光合蟹业有

限公司”、“大连獐子岛渔业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太平洋海珍品有限公司”、“辽宁省淡水水产良

种场”、“大连市碧流河水库渔业公司”、“大连金砣水产食品有限公司”等单位，建立了长期、稳定

产学研人才培养基地。在合作教育实践中，认真贯彻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和“优势互补，互惠互利，

共同发展”原则，保证和提高实践教学质量，以发展生产与提高经济效益和获得更多、更好的水产科技

成果为目的，以创建水产养殖教学实践园、科学试验园和高新技术示范园为发展前景。水生生物学系列

课程教师在产学研用人才培养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4.1. 促成企业立项，研究解决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 

如云南阿穆尔鲟鱼集团有限公司是我国最大的达氏鳇等鲟鱼养殖公司，多年来本团队教师与该公司

密切合作，突破了一些达氏鳇人工繁殖和养殖技术难关，企业投资立项研究达氏鳇养殖基础生物学和生

态学，先后完成了达氏鳇养殖群体转录组文库构建、达氏鳇能量收支及其影响因素、达氏鳇养殖群体消

化组织学和胚胎发育、达氏鳇养殖附着藻类附着规律等研究，先后有 6 名本团队培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

在该公司就业，提高了团队教师学术水平，又加强了该公司技术力量。 

4.2. 鼓励企业管理者攻读专业学位，立项研究解决企业关键技术瓶颈 

如辽宁省白石渔业公司，近年先后有 5 人考取大连海洋大学农业推广硕士(渔业)，企业从自身发展出

发立项研究白石水库可持续渔业关键技术，本团队教师既作为项目负责人，又作为导师，负责完成项目

和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实现提高团队教师学术水平和为社会培养人才双赢。 

4.3. 与科研院所合作申报完成国家省市科研项目，提高了团队成员的科研水平，成果丰硕 

仅举几例，首先，本团队与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盐湖中心郑绵平院士合作多年，对

西藏、内蒙盐湖生物资源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弄清了西藏主要盐湖水生生物物种多样性特征和资源现

状。其次，本团队与北京市水产技术推广站殷守仁研究员和贾丽研究员合作，研究了汉石桥湿地水生生

物多样性、官厅水库(北京段)生态修复、养殖鱼类异味产生机理及其去除技术、养殖池塘生态修复、怀沙

河和怀九河生态修复等，取得了多项成果，本团队培养的研究生共有 8 人毕业后到该站工作。第三，本

团队与中国海洋大学董双林教授合作，共同完成了 3 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和 1 项国家海洋公益项目等，

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此外，本团队还与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陈毅峰研究员、国家海洋环

境监测中心梁玉波研究员、山东省海洋生物研究院孙福新研究员、辽宁省淡水水产科学研究院李文宽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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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员和山西省水产技术推广站丁建华研究员等长期合作，研究了西藏盐湖生物资源、海水贝类养殖容量、

海洋规模化园区环境生态工程化技术、辽宁省大型水库渔业资源调查和淡水池塘节能减排技术等，正在

陆续取得相应成果。另在实施大连市科技特派团——海珍品健康养殖模式的优化与示范和辽宁省科技特

派团——海参池塘精养新模式示范与推广活动中，教师兼任企业的技术顾问，与有关人员共同负责企业

的技术工作和人才培养工作。 
通过以上产学研用合作，团队建设成效显著，近 5 年水生生物学系列课程团队教师中有 4 人获得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发表论文 100 余篇，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项，辽宁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4 项，范蠡科技奖二等奖 2 项，并积极组建和实施大连市农村科技特派团和辽宁省科技特派团活动，并

于 2008 年获辽宁省科技特派先进集体。总之，产学研用结合开展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开展本科和研究

生的毕业论文。通过产学研合作，使团队教师提高了综合素质，提高了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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