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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改纵横 

“新农科”背景下菌物科学与工程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

规划 

冀瑞卿  李玉  李晓  苏玲  朱兆香  张波  李长田* 
吉林农业大学食药用菌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118 

摘  要：在新农科建设背景下，菌物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成立将加快农业结构性改革的进程，也为培

养更多菌物学专门人才提供保障。菌物科学与工程专业将以菌物为特色，依托学科(菌物学与菌类作

物二级学科)与科研平台(食药用菌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培养能够掌握生物学及菌物生物学的基本

理论，并具备菌物种质资源、菌类作物栽培育种及菌类食品和药品加工等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复

合型人才。菌物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建立不但是行业发展及科学研究的需要，也是解决菌物人才培养

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关键措施。专业将以“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以学生为中心”与“立德树

人”为人才培养理念，以培养更多服务地方与国家的菌物人才为导向，围绕师资队伍、教学体系、实

践教学平台和教学保障体系进行建设。在今后的三五年，菌物科学与工程专业将继续推进“金课”建

设等各方面的改革创新，努力建设成为吉林省一流专业，向国家一流专业迈进。建设菌物科学与工

程专业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呼吁更多的菌物工作者加入其中，为专业与学科的建设贡献力量。 

关键词：新农科，专业建设，菌物科学与工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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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ent training pla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Agri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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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ycologic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 will be set up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agricultural science”, which would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structural reform and provide the 
guarantee for training more talents in mycology. Relying on subjects (Mycology and Mushroom crop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platform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edible and medicinal fungi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Mycologic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akes fungi as the features, which aims to train the 
compound talents who could master the basic theories of biology and mycology, and posses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knowledge of germplasm resources of fungi, cultivation and breeding of mushroom crop, and 
fungal food and medicine process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mycologic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 i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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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the need of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t is also the key measure to solve the main 
problems in training talents.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based o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boost the four 
regressions, the ideal of morel education and “student-centered”, the major will be constructed around the 
teaching staff, teaching system, practical teaching platform and teaching guarantee system for training more 
talents for local and national service. In the next 3 to 5 years, mycologic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reform in gold class construction and other aspects, strive to for first-class major 
construction of Jilin province, and step to the national first class major. The establish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ycologic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 would be both an opportunity and a challenge. we call on 
more mycologists and talents to join us and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the major and subject. 

Keywords: New agricultural science, Major construction, Mycologic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专业建设是高等学校最重要的教学基本建设

之一，是高等学校优化结构、体现特色、提高质

量、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根本性任务。有学者认为

专业是在确定的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指导下，通

过教学活动联系起来的教育者和学习者共同构成

的基本教育单位[1]。也有学者认为专业是课程的组

织形式，通过课程形成一定的知识和能力结构，注

重能力的培养，同时专业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2-5]。

在 2018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年度发布

会”上，教育部明确提出新时期要大力发展新工科、

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在新农科建设方面，重

点是以现代科学技术改造提升现有的涉农专业，并

且要布局适应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需要的新型的涉

农专业。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推进

课程体系、实践教学、协同育人等方面的改革，为

乡村振兴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人才支撑[6]。菌物科

学与工程专业将以菌物为主要学习对象，这非常符

合国家大力发展新农科的思路与策略。 

菌物在分类学上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类群，菌

物学家们研究的这一类生物主要包括分属 3 个界

的生物，即真菌界(壶菌门、接合菌门、子囊菌门、

担子菌门、芽枝霉菌、新丽鞭毛菌和一些有性阶段

未知的无性形真菌)、原生动物界(黏菌，根肿菌)

和茸鞭生物界(也被称为假菌，包括卵菌、丝壶菌

和网黏菌)[7]。虽然目前记载中已有约 14 万种，但

这一菌群仍然以每年 2 000 多种的速度递增，事实

上 93%的菌还没有被人们所认识[8]。在大自然生态

系统中，菌物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其与动物、植物

及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没有菌物这一链条存

在，那么地球上动物的尸体、植物的枯枝落叶及生

活废物等将堆积如山，生态系统自有循环将遭到严

重破坏。因此，菌物学的研究可为现有菌物资源的

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并为其他未知科学探究提供平

台。现今中国食用菌产业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已

成为继粮、棉、油、菜、果之后的第六大种植产业。

以“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不与地争肥、不与

农争时、不与其他行业争资源”的特点，全面支持

国家“科技扶贫” “一带一路”和乡村振兴建设，并发

挥了重要作用 [9-10]。正如中国工程院李玉院士在

“第十九届中国科协年会”上所说，食用菌产业是精

准扶贫的新抓手，是大健康产业发展的新引擎，是

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新路径，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的新选择。菌物科学与工程专业的设立和建设将能

够培养大批以菌物为特色的相关人才。目前中国已

是食用菌生产的大国，但与之不相配比的是菌物专

业人才严重匮乏。通过菌物科学与工程专业建设，

既可改善从业人员由其他农作物或植物保护专业

或行业半路改行的状况，也可在生产实践中培养菌

物学专业急需人才。 

2019 年，我们通过总结吉林农业大学菌物科

学研究与专业建设的发展历程，并借鉴应用生物科

学专业人才引进和培养的成功经验，提出在新农科

背景下建立“菌物科学与工程”专业，并制定了相应

的建设规划。 

1  建立菌物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必要性 

建立菌物科学与工程专业是菌物科学研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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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的发展诉求。 

1997 年，吉林农业大学农学院成立食用菌研

究所；2002 年，依托食用菌研究所成立了食用菌

专科专业；2007 年，随着食用菌方向专科、硕士

和博士毕业生的社会良好反馈及食药用菌行业对

人才的需求，吉林农业大学申请“食药用菌本科”

专业，未获批准。2009 年在专家建议下继续申报

“应用生物科学”专业(注：可授农学或理学学士学

位) “090109T”，同年教育部批准招生。 

“应用生物科学”专业以基本的生物学理论与

技能为基础，主要通过微生物学、菌物生物学为切

入点，培养学生在生物学、菌物学和食药用菌等领

域具有实践技能的应用型人才。截止 2018 年底，

应用生物科学专业每年招生人数 60 人，教学成效

显著，学生对教师的满意度在 90 分以上，学生的

总体考试一次性通过率保持在 95%以上。据统计，

2013–2018 年本专业学生大学三年级结束后四级

通过率达到 40%，毕业生一次就业率在 90%以上。

本专业毕业生多数分布在全国食药用菌相关领域，

包括相关政府管理部门、事业单位和上市企业等单

位，食用菌行业的前五名企业均以吉林农业大学本

专业毕业生为主要骨干力量，职业稳定率高于

60%，岗位晋升率达 65%，初次就业平均薪酬为   

3 800 元。用人单位普遍认为本专业毕业生的政治

思想良好，具备较好的职业道德，吃苦耐劳，且保

持良好的敬业精神和上进心及责任感，对本专业毕

业生的工作表现评价“很好”占比为 45%，“较好”

占比为 45%。 

尽管应用生物科学在专业团队及学校的努力

建设与管理下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国内几个兄弟农

业大学也争取到了招生培养资格。然而经过多年的

教学实践，问题逐渐突显出来：(1) 专业名称指定

不明确且不统一。招生时学生与家长对该专业很迷

惑，不清楚“应用生物科学”专业到底是学什么；毕

业生的专业名称不被认可，在毕业证书上没有体现

与菌物或食用菌相关的任何字样，包括在公务员招

考时标明需要食药用菌相关人才，吉林农业大学应

用生物科学专业的学生却不能报考，形式审查过不

去。(2) 各高校专业因为专业名称不一致或者所属

上级部门不一致，没有较统一的培养方案，在相似

专业下毕业的学生学习课程不同，学生层次参差不

齐，给学生的继续深造或就业带来不便。(3) 专业

名称及培养方案的不统一，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专业目录》里没有统一的专业，限制了其他兄弟院

校对该专业的申报，限制了专业的发展。显然，继

续使用应用生物科学专业名称及培养方案已经不

符合当前的发展。因此，建立培养目标更加明晰的

“菌物科学与工程”专业势在必行。  

吉林农业大学鼓励申报成立“菌物科学与工

程”专业的提议，并集合全国知名菌物工作者和其

他兄弟专业负责人进行反复论证和培养方案的制

定，形成了建设发展规划。 

2  菌物科学与工程专业建设发展规划 

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

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教育

发展目标的指导下，强化“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

念和以“教师为本”的人才理念，菌物科学与工程专

业坚持“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围绕社会需求及国

家发展战略调整，瞄准培养国家紧缺菌物科学方面

人才的现状，以菌物为特色，培养学生掌握生物学

的基本理论与技能前提下，具备分析研究菌物种

质、栽培育种及产品加工等理论与生产实践问题的

能力；贯彻立德树人，满足学生全面与个性发展需

求，使其成为自主学习、自主创新及自主管理的复

合型人才，推进四个“高水平”的建设举措，立足“新

农科”的教育理念，探索构建培养服务地方与区域

经济建设的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新模式。 

2.1  依托学科，配备一流师资队伍，建设高水

平专业  

依托植物保护和作物学下的菌物学与菌类作

物二级学科，在学科建设的带动下，教师的教学水

平与科研素质紧跟科技发展最前沿，为培养适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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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大学生提供保障。 

教学团队以中国工程院院士领衔，以教授为核

心，以副教授和讲师等中青年博士为中坚力量，推

进年龄结构合理的优秀教学团队建设。为发挥专家

和教授在学科建设中的主导性作用，不但要求专家

和教授给本科生上课，而且担任指导中青年教师的

导师，培养团队成员具有踏实的知识储备和优秀的

职业魅力。建设以青年教师为中坚力量、以新进教

师为后备力量的教师团队。 

2.2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构建高水平教学体系 

(1) 多层次螺旋式上升人才培养体系的设置 

瞄准国家需求和学校定位，制定新的培养方

案，形成生物基本规律与基础理论为引领(开设“生

物学导论”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菌物生物学” 

“菌物细胞生物学与遗传学”等课程)，菌物资源及

功能为主体(即以“蕈菌分类学” “菌物资源学” “菌类

作物栽培学” “菌类作物菌种与育种学” “菌类作物病

虫害防治学”等课程为主要专业核心课程)，菌物加

工与产品开发(开设“菌物化学” “菌物产品加工学” 

“菌类食品加工工厂设计” “菌类作物机械设备与原

理” “菌物生物信息学” “菌类产品营销学”和“食药用

菌保鲜与加工技术”等 20 多门专业核心与素质拓展

课)为拓展的多层面、螺旋上升式教学体系，如表 1

所示。体现了从基础课程到应用课程，从宏观生物

学到菌物科学，从资源挖掘到产品开发的知识能力

训练体系。菌物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建立使得我校将

在国际率先形成了“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完整的菌物科学人才培养体系。 

 
表 1  菌物科学与工程专业课课程体系 
Table 1  Curriculum system of mycologic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 

Types Course name Credits Credit hours Semester Assessment method

专业基础课 

Specialized  
basic courses 
 

专业导论 

Professional introduction course 

2.0 32 1 S 

植物学 

Botany 

3.0 48 1–2 F 

植物学实验 

Botany experiments 

1.0 32 1−2 S 

基础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Basic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4.0 64 3 F 

基础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 

Basic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experiments 

1.0 32 3 S 

菌物生物学基础 

Fungal biology base  

2.0 32 4 F 

蕈菌分类学 

Mushroom taxonomy 

1.5 24 4 F 

植物生理学 

Plant physiology 

2.5 40 4 F 

菌物细胞生物学与遗传学 

Fungus cell biology and genetics 

1.0 16 4 F 

菌物化学 

Fungus chemical 

1.5 24 4 F 

专业核心课 

Specialized  
core courses 
 

菌类作物育种菌种学 

Spawning and breeding of mushroom crops 

2.0 32 4 F 

菌类生产综合实验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of mushroom production 

2.5 80 4–6 S 

菌物资源学 

Resource of mushroom 

2.0 32 5 F 

     (待续)



1214 微生物学通报 Microbiol. China 

  

Tel: 010-64807511; E-mail: tongbao@im.ac.cn; http://journals.im.ac.cn/wswxtbcn 

     (续表 1)

 菌类作物栽培学 

Cultivation of mushroom 

2.0 32 5 F 

菌类产品加工学 

Mushroom product processing science 

1.5 24 5 F 

菌类作物病虫害防治 

Control of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of mushroom crops 

2.0 32 6 F 

菌类作物工厂化栽培 

Factory cultivation of mushroom crops 

2.0 32 6 F 

专业方向课 

Specialized 
direction  
courses 
 

植物生理学实验 

Plant physiology experiment 

0.5 16 3 S 

菌物细胞生物学遗传学实验 

Fungi cell biology and genetics experiments 

0.5 16 4 S 

菌物生态学 

Fungus ecology 

1.0 16 4 S 

菌物研究法 

Fungus methods 

1.5 24 4 S 

菌物生物学综合性实验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s of fungus biology 

1.0 32 4–5 S 

菌类产品加工及菌物化学实验 

Processing of mushroom products and mushroom 
chemistry experiments 

1.0 32 4–5 S 

菌类食品加工工厂设计 

Design of mushroom food processing plant 

1.5 24 5 S 

菌物生物技术实验 

Fungus biotechnology experiments 

1.0 32 5 S 

试验设计与统计方法分析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2.0 32 5 F 

菌物生物技术 

Fungus biotechnology 

2.0 32 5 S 

酶工程原理 

Principle of enzyme engineering 

2.0 32 5 S 

试验设计与统计方法分析实验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experiments 

0.5 16 5 F 

菌类作物机械设备与原理 

Machinery and principle of mushroom crops 

2.0 32 6 S 

菌类作物生产标准化 

Standardization of mushroom crops production 

1.5 24 6 S 

菌物生物信息学 

Fungus bioinformatics 

1.0 32 6 S 

专业英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1.0 16 6 S 

菌类产品营销学 

Marketing of mushroom products 

2.0 32 6 S 

食药用菌保鲜与加工技术 

Preservation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y of edible and 
medicinal fungi 

1.0 16 6 S 

菌根学 

Mycorrhizology 

1.0 16 6 S 

注：F：考试；S：考查. 

Note: F: Formative assessment; S: Summative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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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建设 

专业课教学以核心课为主，同时设立相关课程

群。以教授为主要负责人，实现教师老、中、青传

帮带。根据每一门课首先规划课程内容，教师团队

的每一位成员必须参与课程内容设置，同时聘请校

内外有经验的教师和企业领导共同商讨课程内容。

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加大实验内容，注重学生

动手能力的培养；遵循生物学基本理论贯穿课程内

容中，建立学生生物学基本规律和生态平衡的思

维；遵循课程内容学习与社会需求相结合，将开设

“百名专家企业家进课堂”活动，每年有企业家给专

业教师和本科生作报告，了解最新人才需求，与人

才市场接轨；遵循教书育人的理念，将思想政治教

育融入专业中，培养不仅业务过硬的专业技术人

才，而且具有积极人生观、世界观的人才。课程建

设贯穿在专业建设的每时每刻。 

(3) 教材建设 

菌物科学与工程专业是新型专业，没有现成的

培养模式或者教材可参考。几乎每门课都没有中文

版或外文版本科生教材，需要专业课教师与教学团

队通过多年教学与研究实践的积累与大量参考国

内外相关领域科研成果来整理，以目前已经出版的

10 余套不同领域教材为基础，制定系列教材的编

写计划，拟在未来 5 年内完成，可为全国相关专业

人才培养提供重要基础。 

2.3  依托科研平台，提供高水平实践基地  

依托科研平台，提高高水平实践基地建设，实

现科学研究与教学需求的相结合。充分利用经济菌

物研究与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和现代农业

技术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等国家一流和国际合作

的教学支撑平台 10 个，拟建立校内人才培养基地

3 个，面积超过 2 万平方米；校外基地包括上市企

业 10 余个。对应的实习分为三大块：(1) 从大学

二年级到三年级上学期安排巩固课堂内容的实习，

包括菌物分类学实习 1 周，菌类作物栽培与菌种实

习 2 周；(2) 大学三年级下学期到四年级上学期开

始安排专业实习(顶岗实习 7 周，综合实习 10 周)；

(3) 四年级下学期的毕业实习(10 周)，实践教学与

理论教学完美契合。 

积极鼓励学生参与扶贫及“一带一路”的实

践，组织大学生“帮帮团” “暑期社会实践”等活动，

由专业教师带队，带领学生将所学直接应用到生

产实践中，指导生产者克服难题。同时增加了自

己的实践经验，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相互促进、

相互提高。 

2.4  专业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助推专业建设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菌物科学与工程专业建设

以学校及学院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为标准，做好组织

构建、教学质量控制和教学质量反馈整改等三方面

的工作。 

(1) 加强教学质量保障队伍建设   

以学院为中心，组建了以教学院长、系主任、

专业负责人为核心的专业教学指导与管理委员会，

形成以教学督导员、教辅人员和学生为主体的多层

级教学质量保障队伍。校级督导组和院级督导组随

时检查课堂教学、教案编写、实习实践指导和毕业

论文等教学过程，定期检查本科毕业论文开题、中

期和毕业答辩，做到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学校及学

院每年定期举办观摩教学，学习最先进的教学手段

和模式。定时举行教师讲课大赛、说课大赛，以“赛”

促“学”，以“赛”促“建”，促进教学质量提高。 

(2) 建立教学质量全程评价标准与机制   

遵循“以学生为中心”和“以成果为导向”的教

学理念，构建标准化、过程化、动态化的教学质量

评价标准与机制，在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理论与实

践教学、过程考核、毕业论文设计等环节强化教学

质量控制与评价。 

(3) 建立教学质量结果反馈与整改机制   

采取教学例会、年终考核、领导约谈等方式，

向教师反馈多维度的教学质量评价结果。将教学质

量与职称评定、评优选先挂钩，实行一票否决制，

实现教学质量全员参与模式。新入职的青年教师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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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一名具有多年工作经验的老教师作为导师，一对

一进行教学环节跟踪指导，三年后由导师对新教师

的教学能力等方面进行总结和评判，不合格的继续

作为助教进行学习提高。 

3  菌物科学与工程专业建设主要思路及 

举措 

尽管在提议建立菌物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时候，

已经有几十年研究与教学的经验积累，但教育必须

与时代共进步，与人才需求挂钩，与大学生成长环

境的实际相联系，这样我们培养的人才不会被时代

抛弃、不会学无所用。因此，菌物科学与工程提出

未来 5 年的改革思路与举措。 

本着多学科交叉、协同攻坚的原则，通过“请

进来、走出去”的国际合作或引进的方式，形成一

支多学科交叉、年龄梯队合理、研究目标一致、

团结协作、攻坚克难的教学团队，始终坚持“立德

为先，结合并重”的原则，提倡教学中的 3 个结合：

社会需求与学生个人素质相结合；生物学理论与

生产实践相结合；打牢专业基础与引导创新思维

相结合。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加强与学生的互动，

以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1) 以学校大类招生

为背景，在植物生产类(0901)学科中增设菌物科

学与工程专业，推进构建日趋科学合理的菌物科

学与工程人才培养模式。(2) 改革培养模式：全

面推行跨专业类的大类招生培养改革。做到“以本

为本”，做有温度的教育，把学生摆在学校办学的

中心位置，逐步建立起生源质量高、教学热情高、

学习热情高等“三高”状态的教学运行体系。(3) 构

建以“学”为中心的课程教学体系：按照“以生为

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原则，大

类内打通前三学期课程，大幅降低学时学分，释

放课堂教学空间；加强核心课程建设，突出核心

知识能力培养，保障专业教育，实行大学生导师

制，增加与专业接触的机会，将教师的科研任务

与导师制结合，培养学生对专业的热情与信心，

教学过程整体由以“教”为中心转向以“学”为中

心。(4) 采用多种教学模式相结合，打造金课：

依托智慧教室，实施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教学、

问题式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教学、

探究式教学等新型教学模式；改变知识灌输式的

教学，利用启发式、讨论式等方式，激发学生的

学习热情和创新动力。(5) 拓展教师培训体系：

“五位一体”教师发展框架助推教师综合能力提

升，“三层次四阶段”新教师职业发展体系不断优

化，紧跟高教改革形势，专题培训为学校教育教

学改革保驾护航，深度联合国外团队，教发项目

本土化实现新跨越。提升教师的国际化水平，参

加学校举办的 EMI 教师发展项目。(6) 呼吁学校

与学院着力支持教改实践：适当加大教师发展基

金项目的支持力度，力促教学能力精进，发挥教

学名师示范引领作用，教师发展工作专业化水平

不断跃升。(7) 学校启动教学评价改革：“多主体、

全方位、动态化”教学评价体系进行课堂改革，坚

持学生中心理念和成果导向原则，制定《吉林农

业大学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实施办法》，以评价改革

引领课堂改革。 

4  菌物科学与工程专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尽管菌物的概念及研究范围逐渐被人们接受，

但相比植物与动物学科相对较晚，目前还没有菌物

学相关的一级学科，吉林农业大学的“菌类作物学

科”与“菌物学科”二级学科在专业建设中起到重要

作用，但逐渐在弱化二级学科的趋势下，学科与专

业特色不能突显出来，更何谈申报建设一流学科或

一流专业。因此，“菌物科学与工程”专业建设与发

展将受到诸多限制，客观上影响菌物学科在生物学

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面临的最大挑战，需要

几代菌物学家致力于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中来，为

培养相关高水平人才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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