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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虾蟹增养殖学实验课程是水产养殖学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重点实践教学环节，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生产

应用性。该文基于传统实验教学模式现状与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深入剖析，结合海南大学的教学环境、

实验设备等实验教学情况，从完善教学方法、整合实验教学内容、增设创新环节、优化评价考核体系几

个方面对虾蟹增养殖学实验课程的教学模式进行综合改革探索，并展望实验教学改革的预期成效。旨在

增强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自主性，培养并输出能够综合运用水产养殖学知识且具有创新实践能力的高素质

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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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perimental course of shrimp and crab aquaculture is a key practical teaching link in the 
talent training system of aquaculture major. It shows strong practicality and production applica-
bility. Based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traditional experimental teach-
ing manner, considering the teaching platforms and experimental equipment of Hainan Universi-
ty, the manuscript made a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reform pattern and the teaching mode about the 
experimental course of shrimp and crab aquaculture. The reform will consider several aspects, in-
cluding integrating experimental teaching contents, perfecting teaching methods, adding innova-
tion links and steps, optimizing the evaluation and assessment system of the course, to look for-
ward to the expected results comprehensively after the teaching reform. The purpose is to en-
hance students’ practical operation ability and initiative, cultivate and output high-quality talents 
who hav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aquatic knowledge and innovativ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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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举措，作为全国管辖海域面积最大的省份，海南省将高起

点发展海洋经济，承担起国家海洋战略实施的担子。2018 年 4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

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支持海南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学科”，党中央、国务院联

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将渔业和现代海洋牧场等列入

海南自贸区建设的重点领域，为海南大学水产养殖专业的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2019 年，

教育部联合海南省人民政府研究制定了《关于支持海南深化教育改革开放实施方案》，支持海南积极探

索、先试先行，培养创新型人才，打造新时代中国教育开放发展新标杆。高等教育改革明确提出，要深

化实践教学改革，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知识就是力量，人才就是未来，因此，要加快实施人才强国战

略，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 
水产养殖学是海南省海南大学特色重点专业，入选国家第一类特色专业和卓越农林人才培养计划，

2019 年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近年，水产养殖产业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养殖技术、养殖模式

不断更新和现代化，水产养殖专业的实验教学内容也应顺应产业发展、及时调整更新。水产养殖专业担

负培养出理论知识能力、创新能力、应用能力和实践能力突出的复合型人才的重任[1]，人才培养的模式

也必须与产业发展和社会对人才的要求相匹配。虾蟹增养殖学是水产养殖学专业必修课程体系中一门生

产应用性较强的专业课程，包括理论课程、实验课程和实习课程三部分。课程教学必须与实际生产紧密

结合，在重视理论教学的基础上突出实践性教学，使教学做到知与行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一致[2]。实

验课程是虾蟹增养殖学课程重要组成部分，是验证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和素质的有效手段[3]。
本门实验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巩固虾蟹基础生物学的理论知识并培养实验操作技能，通过完成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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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自主动手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等，为今后从事虾蟹养殖生产技

术和水产科学相关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也为有意继续深造学生提供充分的实验条件和实验空间，培养

输出新型高素质海洋技术和科研人才。 
目前该课程实验内容以基础验证性实验为主，注重培养学生的基本实验技能，同时辅以综合性实验。

但实验教学形式仍较为单一，缺乏能够激发学生探索性和创新性的开放性实验，学生多处于被动的学习

状态，创新意识薄弱，这就大大限制了学生的参与感和自主能力(表 1)。 
 
Table 1. The existing experimental curriculum setting and training objectives of shrimp and crab culture 
表 1. 虾蟹增养殖学现有实验课程设置及培养目标 

课程主要内容 具体培养目标 

1. 对虾类的外部形态 掌握对虾 19 对附肢形态及功能 

2. 对虾类的内部构造 熟练解剖对虾、掌握肝胰腺结构功能 

3. 蟹类的外部形态 掌握蟹类口器及胸足形态及功能 

4. 蟹类的外部构造 熟练解剖蟹类、掌握肝胰腺和性腺结构功能 

5. 对虾类的分类及主要养殖虾类的鉴别 熟练使用检索表检索对虾类 

6. 蟹类的分类及主要养殖经济蟹类的鉴别 熟练使用检索表检索蟹类 

7. 凡纳滨对虾各期幼体的主要形态特征观察 掌握各期幼体形态和食性特征 

8. 凡纳滨对虾的幼体培养 熟悉对虾游泳、躲避、摄食和排泄等行为 

 
如何对传统实验教学模式进行综合性改革一直是近年来国内水产类高校和水产学科实践教学改革的

重点，例如养殖水化学实验、水生生物学实验、贝类学实验、鱼类学实验等课程都进行了有效的教学改

革[4] [5] [6]，但目前关于虾蟹增养殖实验课的教学模式改革的研究十分有限，仅一篇关于虾蟹类生物学

实验课程的教学思考教改论文[7]。因此，为了增强学生的基本知识素养和实践能力、突出课程的应用性

特征，围绕以学生为主体的思路，对虾蟹增养殖学实验课程进行改革探索。本文结合海南海水养殖特色

产业和热带海洋的地域优势和温度优势，深度剖析虾蟹增养殖学实验课程传统实验教学模式现状和待改

进之处，从整合实验教学内容、完善教学方法、增设创新实验环节、优化实验评价考核等几个方面对实

验教学课程进行改革探讨。 

2. 虾蟹增养殖学当前实验课程教学目标及待改进之处 

2.1. 实验内容传统、创新性不强 

虾蟹增养殖学课程分为理论课程、实验课程和实习课程。理论课程的教学内容可划分为虾蟹类基础

生物学、育苗及养成技术通论和主养品种的养殖个论三部分。后两部分的理论内容可在实习课程中通过

参观实习进行直观深入的学习，因此，实验课程的传统内容设置倾向于验证虾蟹类基础生物学理论和培

养基本的实验技能。当前水产养殖专业虾蟹增养殖学实验课程的实验安排及培养目标见表 1。 
目前，实验课程无专用的实验教材，采用自主编写的虾蟹增养殖学实验指导。基础实验内容如下：

① 虾蟹外部形态特征是分类的主要依据，也是实验课程教学的重点，实验材料选择凡纳滨对虾、斑节对

虾、日本对虾、远海梭子蟹、锈斑蟳和中华绒螯蟹等代表性对虾和蟹类。学生通过观察外部形态，掌握

对虾和蟹类的形态特征和差异；通过解剖对虾和蟹类附肢，掌握附肢的形态及功能；通过解剖肝胰腺、

鳃、性腺等内部组织掌握虾蟹类内部构造特征和生理功能。② 在掌握虾蟹类外部形态特征的基础上，能

够熟练的使用检索表检索虾蟹类。③ 观察凡纳滨对虾幼体发育的形态变化，掌握各期食性特征和食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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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综合实验内容：通过凡纳滨对虾幼体的养殖，观察对虾游泳、躲避、摄食和排泄的行为特征。课程

总体实验设计及实验内容较为简单，深度不够，并缺少体现学生自主性和创新性实验内容，虽能够达到

培养水产养殖专业本科生实验技能的基本要求，但无法提高学生自主设计和研究的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

教学实验内容仍有待进一步改善和更新。 

2.2. 实验教学和学习方式单一 

传统的实验教学模式是“填鸭式”教学，重点在于传授知识，往往忽略了全面理解和综合能力的培

养[8]。实验课堂上教师的教学方式主要以多媒体课件讲授和实验操作示范两种方式为主。学生以学习多

媒体课件内容和自主解剖操作两种学习方式为主。教学顺序为教师讲解实验内容并进行操作示范后，学

生按照实验内容进行实验操作，这种方式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导致学生参与实验积极性较差，与

教师的互动不足。这种以验证性和基本操作技能性为主的实验使实验课程较为呆板，因此，教学方式和

教学顺序有待丰富和调整。 

2.3. 实验评价考核机制不够完善 

传统的虾蟹增养殖学考试成绩主要由卷面成绩和平时成绩两部分组成，其中学生期末考试的卷面笔

试成绩占 70%，平时成绩以及实验成绩占总评的 30%。实验成绩评价主要以实验报告为主，导致学生养

成了不重视实验课程内容，只在意实验报告的撰写，以及实验课请假、开小差等不良习惯。这种单一评

价考核机制不能激发学生对实验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能全方位增强学生自主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能

力，不利于培养创新型海洋技术人才，因此，应该完善虾蟹增养殖学实验课程的评价体系，提高评价考

核内容的多样性。 

3. 针对实验教学当前不足之处的改革建议 

目前本门课程的授课教师以青年教师为主，青年教师虽在教学经验等方面不如中年教师，但是却具

有创新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只要经过规范化的引导，即能够使实验教学内容丰富起来，又能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此外，水产学科在本科教学中一直注重实践型人才的培养，但随着研究生教育被逐渐重

视，越来越多的水产养殖专业本科生选择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因此，本科实验教学更应注重学生的定向

培养，满足不同类型人才的学习需求。 

3.1. 提升实验教师队伍的综合能力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教师队伍素质直接决定着大学办

学能力和水平”，在 2019 年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中，建设出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被列为十大

战略任务之一。因此，努力提升教师队伍综合素质是实现实践教学目的重要前提，专业指导教师不仅应

提高科研和教学能力，还要提升自身的生产实习经验，对实验课程的教学内容能够精准把握，并对学生

能够做到耐心启发式的指导教学，组建一支技术精、能力强、热爱本职工作、综合素质高的实验教学师

资队伍对于提高教学质量，推动教学改革至关重要。专业教学实验室管理应由专职人员负责，以优秀青

年教师的跟踪管理和充分发挥各位教师的教学特长等方式来提高实验教学师资队伍的综合素质能力[9]。 

3.2. 因材施教、定向培养 

目前水产养殖专业本科生在三年级时已对未来发展方向有所规划，一部分学生侧重实验技能和生产

常识的学习，预计毕业后直接在水产行业就业；另一部分学生希望能够深造学习，准备考取硕士研究生。

针对两种典型类型的学生要注意因材施教和定向培养。对于倾向直接就业同学，在实验指导中应注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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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实际生产在实验教学和操作中的体现，为工作打下基础，在学生进入产业后能够顺利的将实验中学到

的实验操作技能应用到实践中。对于准备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学生，应注重研究思路和创新能力的培

养，引导学生科研兴趣，提高学生实验设计、实验管理和数据分析的能力，同时，可与教师的研究课题

和当前学科研究热点相结合，既能让学生提前接触到科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教师也能够通过学生新颖

的实验想法获得科研灵感，实现教学相长[10]。 

4. 基于改革建议的教学改革方法 

在改革方法方面，借助海南省的气候和水产养殖产业的优势，鲜活且多样的实验材料较容易获得，

育苗场频繁的虾苗培育使得实验材料的获得几乎随时可取，且不会受到环境低温的限制，能够随时根据

实验课程的安排开展虾蟹幼体的培养和观察等实验。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基于实验课程的改革建议设

置综合性和开放性的实验。具体的改革方法如下： 

4.1. 更新实验教学理念 

随着我国水产养殖行业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各水产养殖机构和企业对水产养殖操作型本科人才和水

产技术型本科人才的需求不断上升，而在人才供需市场的另一端，却存在大量本硕毕业生拥有丰富理论

知识，而实践动手能力不足的尴尬矛盾。水产养殖专业作为应用性极强的农学学科，社会和企业迫切需

要一批又一批既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又能够在水产科学研究和经营实践中娴熟运用水产科技与管理

知识，能处理各种水产科研和生产问题的专业型人才，而实验教育和创新教育是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根

本保证[11]。因此，我们要从根本上改变实验教学依附于理论教学的传统观念，树立“坚持以学生为本，

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实践教育理念，重视实验教学，使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

统筹协调，建立实验教学新体系，向水产企业输送操作能力强的专业技术型人才。此外，本科教育已不

能满足相当一部分学生的学习渴望，越来越多的本科学生选择考取研究生，而这种提倡创新思维和实践

能力的教学理念同样适用于科研型人才的培养。 

4.2. 完善教学实验内容 

为了虾蟹增养殖学实验教学改革的发展，使学生不仅掌握理论知识，也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提高

学生的实践创新意识和综合素养，实验课程应优化教学方法，突出学生的主体性，激发学生的主动性，

以期提高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在课程设置上，建议缩减验证性和基本操作性实验所占的课时比例，在

基本操作性实验的基础上增设综合性实验和设计创新性实验。在整体上形成基础性验证实验、综合性实

验、设计创新性实验 40:40:20 的比例格局。 
基础性实验是为了让学生掌握虾蟹生物学最基本的实验操作技能，主要是掌握虾蟹外部形态、内部

构造以及幼体的变态发育特点。要求学生掌握实验内容、实验原理、实验技术要领以及注意事项，在观

察虾蟹的内部构造时借助显微镜，观察虾蟹类内部结构石蜡切片的显微结构，加深对虾蟹类呼吸系统、

消化系统、循环系统、排泄系统结构以及相关功能的理解和记忆。 
综合性实验中，教学课时较长，学生自主动手操作，有利于增强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深入理解、激发

学习兴趣。例如“虾蟹类剥制标本制作”，学生独立完成鳌虾或蟹类标本的制作，在锻炼学生独立实验

操作的同时，还能够将虾蟹标本永久保存珍藏，留下虾蟹增养殖学实验课程的最好纪念。 
在创新性设计实验中，鼓励有能力有兴趣的同学自主提出科学问题并进行探究，但由于实验条件有

限，不可能完全遵从学生意愿，同时教师的指导和管理压力较大，精力不足。可以采用创新性实验库进

行小型实验的设定，学生按照每组 5~7 人规模进行小型实验的定向选择，可开展短期养殖实验和简单评

价指标的检测分析。由于本学院水产养殖专业还具有本科生创新课题和开放研究实验室的相关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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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门实验课程的创新性实验设定不必复杂和繁冗，能体现学生自主管理、操作和检测的整体教学效果即

可。学生独立完成实验后，以小组为单位，将实验结果和实验感悟以 PPT 的形式在实验课堂上进行汇报

展示，这种创新性的实验教学模式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学生的自

主性、激发学生对实验的兴趣，还能够培养学生的团结意识和汇报表达能力。 

4.3. 多元化教学方式 

此次疫情在对课堂教学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为互联网线上教学带来了“硬核”发展契机，如何“化

危为机”考验着每一个教育者的智慧。借此特殊时期，虾蟹增养殖实验教学应多多利用线上多媒体教学

平台，录制实验操作过程案例教学视频，将抽象的事物形象化，供学生自主学习，使学生对实验操作技

术和目的有深入的理解。线上资源建设成熟后可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不仅提高学生自主学习时

间的比例，还能丰富课堂教学形式。 
同时，实验教学也可采用翻转课堂的形式展开，在课堂上随机挑选操作技术标准、实验结果良好的

实验小组进行实验讲解，增加学生在实验过程中的紧迫感、提高专注度。 

4.4. 优化实验评价考核体系 

若实验教学内容层次丰富起来，评价考核体系也随之更加完善和多元化，不再以实验报告为评价实

验课程表现的唯一标准。实验课程考核评价体系的完善不仅能够确保检验学生专业实验能力的全面性，

还能够提高实验教学的课程质量[12] [13]。优化考核机制，将实验课程考核方式分为三个部分：平时课程

操作成绩及考勤占 30%，综合实验操作成绩占 20%，创新实验结果及汇报总结占 30%，实验报告占 20%。

课堂实验基本操作技能主要考核实验操作规范程度、虾蟹外部形态和内部构造的辨认及解剖、虾蟹分类

及检索等。综合实验操作考核以标本制作的完整度、色泽及形态综合评价。多元化的实验成绩考核方式

可促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同时保障评价考核的全面性和公正性。 

5. 预期实验教学改革成效 

5.1. 教学质量大幅提高 

新时代的学生思维活跃，学习能力强，倾向团队合作[14]，根据这个特点，进行实验教学内容的优化

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能够极大地活跃了实验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学习虾蟹专业知识的兴趣和动力，深化

学生对虾蟹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的创新创造思维，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由此大幅度改善虾蟹增养

殖学实验课堂的教学培养效果，全方位提高水产养殖专业本科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操作兴趣。 

5.2. 培养目标精细化 

以强化学生专业实践技能培养、提高知识应用能力为目的构建了适合专业发展和人才发展需求的实

践教学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15]，将产业发展现状和关键技术融入到实验教学中，使课堂与产业实践紧密

联系，增强学生应用专业知识分析实际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锻炼了学生的创新思维，达到了水产

院校向产业输送现代化本科人才的培养目标。将科学研究热点和教师科研项目融入到实验教学中，使课

堂与科学研究紧密结合，激发了学生的科研兴趣，培养了实验专注力和实验分析能力，实现水产院校向

相关科研院所和顶尖学府输送科研人才的培养目标。 

5.3. 学生自主解决问题能力显著提升 

通过综合性实验与创新性实验的设置，学生能够化“要我学”变成“我要学”，激发学生对知识的

探索欲望，能够主动发现实验中的问题并探索解决方式。学生自主组成研究团队，通过创新课题的自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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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研究内容，选题后学生便自主开展研究，遇到问题需团队协同解决，讨论解决途径和方法，实在无

法解决的问题再与任课教师沟通，这样的开放性实验设置增强了学生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增强了学

生的协作能力。 

6. 目前取得的改革成效 

在虾蟹增养殖实验课程中加入了综合实验的内容，即“虾蟹类剥制标本的制作”，并强调本综合实

验会根据课堂操作、标本成品和实验报告三部分内容综合打分，分数占期末成绩的 20%，学生们的学习

热情和操作的认真程度显著的提升。 
综合实验采用体重在 20 克左右的远海梭子蟹(雌和雄)、日本蟳和拟穴青蟹作为剥制标本的制作材料，

每人一只，在完成自己实验任务的基础上，学生可自主选择红螯螯虾材料进行剥制标本的制作。整个综

合实验的开展持续了 8 个学时，近一半的同学为了使标本的成品更加精美，在课堂时间结束后仍然继续

对标本进行造型和防霉封层，实验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显著的提升，图 1 显示的是学生的虾蟹剥制标本在

烘干之前的状态。 
 

 
Figure 1. New experiment of shrimp and crab culture—operation process diagram of crayfish and crab peeling 
specimen making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图 1. 虾蟹增养殖学新增实验——虾蟹剥制标本的制作(综合性实验)操作过程图 

 
在开展综合性实验的同时，实验课堂也采用的新的教学模式。主讲教师首先向同学们展示龙虾剥制

标本成品，激发学生的实验兴趣；此外，在课堂上，三名理论课程主讲教师、一名实验教师和两名硕士

研究生贯穿实验教学全程，做到了随时随地的详细指导教学，使得学生对剥制标本的制作技术掌握熟练，

也能够对实验课程呈现的问题及时的进行解决。 
对学生满意度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00%的学生表示喜欢这种类型的综合性实验的开展，并期待有

更多自主性强的创新性实验加入实验教学，丰富实验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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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语 

在多元化人才需求量不断攀升的现代社会，传统的实验教学方法及理论应顺应时代而取其精华、弃

其糟粕，形成新的实验教学体系。通过优化实验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增设综合实验和创新实验环节、

完善实验评价考核体系等几个方面对虾蟹增养殖学实验教学改革进行不断的探索和创新，使理论教学和

实验教学有机结合，在保证学生对基础性知识和实验技能熟练掌握的前提下，增加综合性、创新性和探

索性的实验，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以及综合素质。与此同时，将实验教学内容与

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紧密结合，有利于人才的定向培养，以满足水产行业和科研机构对不同类型人才的

需求，实现向社会输送素质、技能、思维、责任均匹配的新时代大学毕业生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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