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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围绕专业设置的沿革与发展、生物学教学规模的现状与趋势、学校的培养目标与定位这三个方面的

内容，阐述了生物学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的现状。提出了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物工程等专业面临的课程体

系、课程内容的基本要求和教学改革趋势。同时，也对国内综合性大学、工科院校、农林院校以及师范类院校的

生物类专业的招生规模和毕业去向的作了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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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科是近20年以来发展非常迅猛的学科, 人类

对于生命本质的认识和试图改变生物为人类服务的意

识越来越强。生物技术已经被公认为是21世纪初最活

跃的科学领域。随着学科的发展, 生物学科人才培养领

域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些改变主要表现在专业设

置、专业人才培养规模、课程体系改革等方面。其总

的发展方向是与学科的发展、与人才培养和社会的需

求相适应的。但是, 在2002年全国性的大学招生扩招以

后, 生物学同其他学科一样, 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教育资

源配置不及时, 师资队伍不够整齐等问题, 因而发生了

教学质量不能全面提高, 甚至部分下滑的现象。尽管期

间造成的影响一直波及到了现在, 但是下滑现象已经开

始得到控制, 规模与效果逐步得到优化。

1 专业设置的沿革与发展

教育部关于专业设置一直实行着严格控制和从严

审核的管理制度。规范和科学的管理对于全国的专业

教育起到了合理和有序发展的调控作用。但是过于同

质化的管理和制约, 也限制了凸显学校特色和优势的发

展。所以, 多年来, 教育部对于专业设置也实行了分类

指导和授权的管理形式。从全国生物学专业设置的历

史来看, 这个发展是有效和合理的。1991年公布的《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以下简称《专业目

录》）涉及专业900多种, 其中与生物学相关的有生物

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遗传学、生物物理学等。

当时中国被称为国际上专业设置数目最多的国家。当

时许多专业设置过细、过窄, 不符合学科的发展和人才

培养的需求, 因此, 教育部依据宽口径、厚基础的教育

理念, 调整专业目录（1998年）, 合并缩减专业数量为

635种。 生物学科在此基础上, 从理论基础和技术应用

角度, 设置了生物科学、生物技术专业。同时, 由于生

物科学领域的影响和飞速发展, 也吸引了一批在发酵工

程、食品、农学等领域有特长的不同类型的院校, 设置

了生物工程专业。但是生物工程专业属于工学, 毕竟属

于生物类学科, 所以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物工程同

属于生物科学与工程教学指导委员会。1998年以来, 三

个生物类的专业人才培养、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等领

域的建设与发展, 一直都是该教学指导委员会的职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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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 再次修订了《专业目录》, 新版专业总数由635种

减少到506种, 调整了部分专业的所属学科, 整合、拆

分、撤销、新增、更名了一批专业, 使其尽可能与研究

生专业目录一致。隶属于07 理学门内的0710 生物类具

有071001生物科学、071002生物技术、071003生物信

息、071004生态学4个专业。生物工程专业列入08工学

内。近20年以来生物类专业设置的变化详见表1。

此次教育部对于专业目录的调整, 在落实与扩大高

校专业设置自主权上迈出了重大步伐, 加强了专业设置

的自主性。为避免“一放就乱”的现象 , 充分重视

了“放权”之后的监管, 采取了“一扩二减三加强”的

措施, 即扩大高校本科专业设置自主权；减少审批环节

和审批数量；加强信息服务与公开、专家组织的作

用、新设专业的质量管理及政府和社会对高校专业设

置质量的有效监督。

2 生物学教学规模的现状与趋势

1998年之前, 全国生物学类本科招生规模比较恒

定, 多年维持在2.5万人左右。自2001年以后, 生物学科

的发展带动了生物学本科教育的扩大, 每年招生数量逐

年提高, 2005年急速增至5万左右, 其后由于扩招导致了

师资和教育资源的配置问题, 扩招趋势放缓, 至2010年,

保持在每年招生5.1万人左右。从近十年来在校人数的

变化, 可见生物类学生的规模发展现状（图1）。

由于这段时期的扩招规模较大, 全国各类大学的各

个学科都面临着师资队伍不足、教学资源欠缺、教育

质量下滑的状况。但是这些显现的问题很快被及时地

调整, 原因在于国家对师资人才的加大引进和教育经费

的较大幅度的提高。各类院校教育质量和规模趋于基

本稳定。主要表现在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比率的分布上,

比率比较稳定, 特别是地方院校读研率有逐年提高的趋

势。这主要是国家对研究生培养的体量加大, 而国内重

点大学培养的本科生数量有限, 使得更多的地方院校的

本科生有了更多的机会进入研究生的培养体系。重点

综合高校生物专业的学生读研率高于其他各类院校, 达

70%左右。其次是农林类、师范类和工科类院校, 在

40%左右。地方院校的读研率平均在20%以下。虽然地

方院校考研率较低, 但是由于教育部重点大学本科生规

模较小, 全国研究生录取总量中地方院校人数占主体

（图2）。

近年来, 由于扩招问题、国内外经济发展问题以及

毕业生的个人职业选择等问题的交织, 国内大学生就业

遭遇较为困难的时期。通过对不同类型院校的生物学

本科生的就业率进行比较发现, 综合性大学和师范类高

校的生物学专业的本科生就业率占据明显优势, 就业率

表1 20年生物类专业设置的变迁

年代 专业目录

1991年前 动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遗传学、生物物理学

1991—1997年 生物学、生物化学、遗传学；微生物学；生物物理学等

1998年—至今 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物工程、生物信息等

十二五规划 071001生物科学、071002生物技术、071003生物信息学、071004生态学、083001生物工程

图1 2001—2010年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物工程在校人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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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高。其他三类高校就业率略低, 但是差别不是很

大。特别是工科类高校的生物学专业学生就业率在最

近几年逐年提高, 已经差不多赶上综合性和师范类高校

的水平。从所有学科本科生的就业现状来看, 生物学科

的就业形势不是很好, 但是也不像有些社会传闻和网站

传播的那样艰难。特别是在传统的理科系统中, 属于正

常的就业率。

生物类专业是国家设立的相对成熟的专业, 在办学

历史、教学质量和社会效益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是

国家依然保持和发展的专业, 生物学是国际普遍重视发

展和提升的重要研究和应用领域。生物学类专业是培

养目标明确、教学体系完整、管理规范合理的专业。

生物学专业是毕业生面向社会适用面广, 用人单位反馈

良好, 毕业校友卓有成效的专业。至于生物学类专业本

身由于扩招问题、办学资源问题、课程体系问题以及

国家经济结构发展等问题导致的目前出现的就业问题,

不仅仅是生物学专业的问题。生物类专业是否属

于“红牌警告”专业需要更多时间的考察。

3 学校的培养目标与定位

中国是全球增长最快和最具活力的“增长极”, 然

而在物质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 中国也正在付出巨大的

增长代价：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城市化进程中的环

境污染、食品安全以及较高的税收负担和较低的福利

水平等, 公平与平等是所有人的期盼与欲望, 当这些都

不尽人意的时候, 将动摇人们幸福的基础。大学在其中

应该承担更多的人才培养的职责, 建立合理的人才培养

目标, 培养国家需求的人才, 在国家的统一部署之下, 促

进国家的改革和发展。在大学教育中, 让更多的人才培

养要素流动起来, 培育制度化改革的管理人才, 培育极

端环境下善于发展的人才, 培育建立新型高技术含量的

企业人才, 以及支持和辅助国家科学发展的基础研究型

人才是我国大学教育亟待实现的重要职责。

大学培养的学生应具有良好的知识和素养, 具有发

展的能力。如果一所高校的学生在考研或者求职过程

中处处碰壁, 屡屡失败, 以至于很难找到个人生存的空

间。如果大群的毕业生与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力

竞争同样的工作岗位, 这是大学没有尽职, 还是学生无

能, 还是本来也可以如此？假如这样的事例开始不断增

大, 这是学生个人的失败还是学校的教育的失败？如果

百千万的毕业生都以报考公务员作为就业的首选岗位,

那么这是学校的问题, 还是社会问题, 还是体制的问

题？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一个持续变化的需求, 如何评

价和应对当前学生就业难与大学教育的关系？这些问

题都需要我们更深一步地探索。高等学校是国家培养

图2 各类别高校生物类专业学生读研率比较

图3 各类别高校生物类专业本科生就业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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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才的重要基地, 人才培养应是高等学校始终不变

的中心任务。近年来由于对人才培养的职责认识模糊,

以及各种不合理的评价指标和制度, 高等学校“树人育

才”百年大计的中心任务被弱化和边缘化了。

不重视学校历史的学校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学校, 没

有培养出杰出校友的学校是没有声誉的学校, 没有校友

愿意回报的学校是不值得尊重的学校, 不值得学生怀念

的教师是失败的教师, 教学是大学始终不能改变的中心

任务。教书育人是教师的终身职责, 历史赋予了教师这

个职责, 这是国家和社会对教师的信任。在经济发展的

大潮中, 能够淡薄一点功利思想, 能够心有一点精神的

追求, 能够付出毕生精力, 为国家培养一代学生, 是具有

战略意义的贡献。教师应该通过这一经历, 通过自己的

努力, 创建自己的辉煌, 赢得学生的尊重 。

（责编 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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