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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农林高校人文社会学科专业发展策略 *

陈晓琳

(华中农业大学 教务处,武汉 湖北430070)

摘 要 农林高校向综合性大学转型必须大力发展人文社会学科专业。人才培养是高校的基本职能,学科

专业建设应统一于人才培养。要实现创建特色鲜明的研究型大学的奋斗目标,农林高校人文社会学科专业在发

展道路上,应积极转变思想,突出其战略性地位;加大投入,确保跨越式发展;探索模式,实现多元化发展;服务于

人才培养,体现学科专业一体化发展;融合传统优势,寻求特色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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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向综合性大学转型过程中,农林高校的人文

社会学科专业已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在努力实现新

时期创建特色鲜明的研究型大学进程中,还需要大

力发展人文社会学科专业,提升农林学校整体办学

水平和各层次人才培养质量。

  一、农林高校大力发展人文社会学
科专业的必要性

  1.一流大学必须走文理结合的道路

大力发展人文社会学科专业是高等教育发展的

必然。高等院校发展轨迹告诉我们,建设高水平大

学,培养高质量人才必须多学科协调发展。世界一

流大学一般都经历了一个由单科性、多科性到综合

性大学的发展过程,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耶鲁大

学从以人文学科为主,发展到文、理、法、管、医、工相

结合,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则从以技

术学院为主,发展到理、工、文、管相结合。建国前,
我国高校多是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建国后,我
国的高等教育学习苏联模式,如北大的农学院、医学

院、工学院和法学院相继被划走。由于缺乏文理学

科支持,工科、医科、农科等单科性院校走向培养“器
才”“匠才”的道路。改革开放后,虽然各高校不同程

度恢复创办文科,但先天不足,加之在20世纪80年

代以来形成的重点与非重点学科发展模式,致使大

部分高校学科发展严重失衡。
随着经济发展对科技和人才的需求不断提高,

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增强,培养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

兼备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客观上要求高等学校走多学

科专业协调发展的道路。季羡林先生[1]指出,“人文

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都要有‘天人合

一’的指导思想”,否则,“21世纪还跟在西方的屁股

后头转,还是无声的中国”。杨叔子指出“科学人文

和而不同”,要加强高校人文社会学科建设,科学教

育与人文教育融合,培养大师。正是在这种思想指

导下,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强有力

地支撑了学校迅速崛起。可见,多学科协调发展,文
理结合,是建设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

2.高素质创新人才必须文理交融

科学与人文融合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内在要

求,科学与人文“融则利,离则弊”[2]。一个全面发

展的人应具备高尚的思想道德、精湛的业务素质、深
厚的文化素质、健康的身心素质。科学教育有利于

提高业务素质,人文教育则有利于培养思想道德素

质、文化素质与心理素质,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结合

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两翼。真善美是人类共同终极追

求,科学的目标是求真,人文的目标是求善。科学可

用于善,也可以用于恶,关键在于掌握科学的人的人

性与价值观。实践也证明没有人文的引导,科学发

展就失去方向。高等教育要承担起党十六大提出的

培养“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的重任,培养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坚持人

文教育与科学教育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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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文社会学科是农林高校创建一流大学的

“短板”
中国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等高校要实现创

建国内一流,优势学科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特色鲜明

的研究型大学,必须大力发展人文社会学科。20世

纪90年代后期,院校合并过程中,部分农科院校也

合并到综合性大学,如西南农业大学(现西南大学)、
浙江农业大学(现浙江大学)等,但是大部分农林高

校保持了独立性,如华中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

等,走上了自身发展的道路。与西南大学、浙江大学

等经过合并的高校相比,这些学校人文社会学科发

展基础相对更差;同时,农林高校人文社会学科专业

主要在21世纪以来发展起来的,积淀较少。要迎头

赶上一流大学的发展步伐,必须采取超常规策略,促
进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跨越式发展。

  二、农林高校人文社会学科专业发
展的策略

  华中农业大学等高校在“文理交融,农理结合,
知行一致,授人以渔”,“理农结合,加强基础,优化结

构,提高质量”等一系列办学指导思想的指导下,在
推进新兴学科建设方面探索了依托优势学科、以重

支新、交叉融合等发展模式。目前,农林高校人文社

会学科专业建设初显成效,经济学、法学、文学、管理

学、教育学等学科门类比较齐全;本科专业数和学生

数一般占三分之一以上,但总体实力比较薄弱,还应

采取更多超常规发展策略。

1.转变思想,突出其战略性地位

农林高校应进一步高度重视人文社会学科专业

建设对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创新人才的作用,重
视人文社会学科发展对创建一流大学的重要作用,
重视学校学科发展中的“短板”现象。在规划层面,
将人文社会学科专业建设作为学校未来10年的发

展战略性任务,确立人文社会学科专业发展的战略

目标、思路和举措。在组织层面,成立文科建设指导

委员会,适时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统一思想,形成

人人关注、人人重视、人人参与学校人文社会学科建

设的校园氛围。在结构与规模、质量与效益方面,进
一步调整和优化学科专业结构,适度扩大学科专业

覆盖面,重点在哲学、历史、文学等方面取得突破;同
时,严格控制人文社科类专业本科招生规模,把教师

从繁重的教学工作解放出来,大力提升已有学科专

业学科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发展重点方面,从

对人才培养的作用、已有办学基础、与“三农”结合紧

疏程度等维度综合评估,确立部分重点学科专业走

“交叉创新一流文科”模式
[3]。

2.加强投入,确保跨越式发展

农林高校办文科,底子薄、基础差,要在近10年

建设成多学科协调发展、特色鲜明的研究型大学,必
须加大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走跨越式发展道路。
例如,华中农业大学要在“十一五”学科建设“强优支

重,以重带新,包容整合,互促共进”思路基础上,“十
二五”采取“强优支新、以重带新,包容整合,互促共

进”的思路,大力提高人文社会学科专业投入比例,
着力加强人才引进与培养、图书资料建设,迅速提升

人文社会学科专业办学水平。根据人文社会学科建

设特点与人才培养规律,基础研究资料就是最重要

的“仪器设备”,因此要加快人文社会学科专业基础

研究资料库、应用研究数据库以及外文原版图书及

期刊书库建设;“文科建设的关键在人,在高水平的

学术带头人”[4],华中农业大学“2512人才工程”在
确保自然学科类重点地位的基础上,突出人文社会

方面人才引进紧迫性和“优先”地位,继续坚持“团队

引进机制”,迅速提升人文社会学科的学科水平。

3.探索模式,实现多元化发展

继续探索华中农业大学关于围绕一个领军人

物、培植一个创新团队、支撑一个优势学科、促进一

个富民产业等学科发展模式,在遵循人文社会科学

发展规律基础上,探索多元化发展道路。首先,自力

更生与开放办学结合。一方面,继续发扬艰苦奋斗,
开拓进取的作风,不等不靠,自力更生,致力于自身

实力的提高。例如华中农业大学2002年才开始招

生的社会工作专业,依靠自身力量,2009年获准全

国首批社会工作硕士授予权。另一方面,积极引进

高水平学术人才,通过领军人物带动学科发展,进而

促进专业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其次,基础性与

应用性学科专业建设相结合。人文类学科重基础性

学科专业建设,社科类重应用性学科专业建设,人文

与社科相互支持,形成上游、中游、下游协调发展的

学科格局。最后,低位起步与高位嫁接相结合。大

部分学科建设从本科专业设置开始,少数学科专业

可以从申请硕士点、培养研究生起步。

4.服务于培养人才,体现学科专业一体化发展

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科学研究和

社会服务是高校两大派生功能,从根本上统一于人

才培养工作。高校获得的研发经费仅占全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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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承担重大科研任务占全国的1/4,但在我国教

育体系中高校几乎承担了全部高级人才培养的责

任。可见,社会赋予高等学院的主体功能是人才培

养。学科建设不能为了学科建设而建设,为了科研

而科研,而应以人才培养为根本,实现学科专业建设

统筹协调发展,科研与教学互促共进。国外一流大

学学科发展经验之一就是“把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紧密结合起来,促进教学水平、学术水平共同提

高”[5]。将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统一于人才培养之

中,有助于确立分层次、分阶段、有重点地实现统筹

发展:优先发展有利于培养学生人文社科基础知识

和基本素质的二级学科的“根”专业,进而开枝散叶;
重点发展与农科、生命科学等有结合点的学科专业,
在交叉融合中,在科研与人才培养方面均形成自身特

色,培育品牌;积极发展有助于实施通识教育的学科。
5.结合传统优势,寻求特色化发展

农林高校应更加紧密地结合传统优势专业,依
托农学和生物学强大的背景和优势,特色化发展具

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华中农业大学部分学科专业不

同程度地与传统优势学科结合,面向“三农”主战场,
已经形成一定特色,但也有部分学科专业十余年来

裹足不前。进一步发展学校人文社会学科,自然科

学应积极联合人文社会科学,在学科建设与科学研

究过程中,拓宽研究领域,提高科研成果产出和成果

转化,形成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研究模式;在人才

培养上,构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合,产前、产
中、产后相贯通,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的各层

次人才培养体系和培养模式。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专

业自身应以服务“三农”为目标,进一步主动、紧密地

与农科优势相结合,围绕“三农”问题,重点研究“三
农”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在人才培养模式

上,消除狭隘的门户之见,拓宽口径,增加科学教育

比例,凸显“三农”特色。在“拉动”和“推动”双重作

用下,我校人文社会学科一定能在“三农”应用领域

形成自身的学科发展特色与人才培养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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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ically,developing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disciplinesisanessentialtrendduring
thetransformationfromagricultural&forestryuniversitiestocomprehensiveuniversities.Talentcultiva-
tionisthepriority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andtheconstructionofdisciplinesshouldbeconformedto
talentcultivation.Inordertobuildresearch-orienteduniversitywithdistinctcharacteristicsanddevelop
the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Disciplinesinagricultural&forestryuniversity,weshouldnotonly
activelychangeourconceptsandincreasetheinvestmenttoguaranteegreat-leap-forwarddevelopment,

butalsoexploitdiverseformstoencouragemulti-development.What’smore,itisalsoimportanttofo-
cusoneducation,integratewiththetraditionalDisciplinesandmakeitdevelopwith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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