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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科”背景下涉农高校图书馆创建优质教育教学资

源共享平台的研究与实践—-以吉林省为例 

关键词:新农科、涉农高校、图书馆、教育资源、教学资源、

吉林省 

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2018 年 11 月 13 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在新时代云南省本科教育工

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学深悟透 精准发力 久久为功—全力支持云南高等教育提质量

上水平创特色》的专题报告，报告中首次提到了“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新医科、

新农科、新文科（四新）”，并指出要牢牢抓住提高人才培养能力和水平这个核心，

做好各项工作。2019 年 12月 5日的“北京指南”会议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

吴岩表示，涉农高校是强农兴农的“国之重器”，建设新农科是振兴高等农林教育

的重大战略。“新农科建设”是党和国家系统解决“三农问题”的国家战略，是面

对新农业、新乡村、新农民、新生态“四新建设”的核心，也是我国发展新高等农

业教育的重大战略。提高农林专业吸引力，解决农林专业的瓶颈问题，迫切需要创

新发展。“新农科”建设三部曲“安吉共识”提出“四个面向”的新理念，让新农

科有了热度；“北大仓行动”推出“八大行动”的新举措，让新农科有了力度；“北

京指南”实施“百校千项”的新项目，让新农科有了效度，而创新的农林教育即“新

农科”人才培养强调多学科、多领域、宽口径、基础性、综合性、复合型、创新型

的培养模式。2020 年 4 月 8 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启动部

分领域教学资源建设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了建设任务，即“2020 年起，分年度

在部分重点领域建设优质教学资源库，优化教育教学条件„„探索“四新（新工科、

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理念下教学资源建设新路径和人才培养新模式”，这些

政策都给涉农高校图书馆的学科服务提供了新的服务契机。 

2020 年 2 月 21 日，教育部下发了《教育部关于公布 2019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通知公布了 2019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

案和审批结果，确定了新增备案本科专业、新增审批本科专业等。其中吉林省涉农

高校之一吉林农业大学榜上有名：新增全国首办“菌物科学与工程”和“农药化肥”

2 个本科专业；吉林省首办“智慧农业”1 个本科专业；吉林农业大学新办“社会

工作”、“酿酒工程”和“林学”3个本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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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配合吉林省涉农高校新增和调整的本科专业的教学科研需要，积极为吉林省

及本校开展“新农科”建设提供涉农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有益有效的服务，课题组

成员决定依托已完成课题“高等农业院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的研究与实

践”和“高等农业院校学科馆员嵌入式服务模式的探索与实践”，继续开展“‘新农

科’背景下涉农高校图书馆创建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共享平台的研究与实践—以吉林

省为例”课题的研究。该课题的研究不仅可以实现吉林省区域性的资源共享，而且

可以为吉林省加快“新农科”建设，培养创新型、复合应用型、实用技能型农林新

型人才，即培养知农爱农新型人才，提供有益的优质教育教学资源保障。在吉林省

“新农科”建设过程中，为推动吉林省校院共建的新农科“三融三通”一体化协同

育人吉林模式的进展及吉林省高等农林教育创新发展，并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不断作出涉农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新的更大的贡献。 

2 研究内容及方法（思路、方法、具体内容） 

2.1 研究主要内容 

首先，课题组成员利用本馆订购的馆藏资源、网络免费资源及 Open Access 资

源收集整理有关“新农科”建设的相关政策性文件及围绕“新农科”发表的相关学

术性论文，继续分析归纳有关教育资源、高等教育资源、优质教育资源、优质教育

资源共享、教学资源及优质教育教学资源等相关文献，对各自概念进行重新界定。 

其次，利用互联网调查吉林省涉农高校图书馆创建教育教学资源平台现状。 

第三，课题组成员采用网络调查法和文献分析法依托国内外涉农高校的网络免

费资源及开放获取（OA）资源，收集整理国家精品课、省级精品课及校级精品课中

涉及的“菌物科学与工程”、“农药化肥”、“智慧农业”、“社会工作”、“酿酒工程”

和“林学”等 6个涉农本科专业的相关优质教育教学资源。 

第四，依托原有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平台，贯彻“新农科”建设根本任务，针对

吉林省涉农高校新增设的本科专业（“菌物科学与工程”、“农药化肥”、“智慧农业”、

“社会工作”、“酿酒工程”和“林学”）发展需求，将收集整理的优质教育教学资

源按照以上 6个本科专业进行学科归类，然后将已经归类的 6个本科专业的优质教

育教学资源进行重新补充与整合，创建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平台”，链接到吉林

农业大学图书馆网站。 

第五，将新创建的“教育教学资源平台”应用于吉林农业大学教学科研的实践

当中。 

2.1.1 本研究涉及的概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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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科。刘竹青认为新农科是以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面临的新机遇以

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背景，推进农业学科与生命科学„„的深度交叉融合，拓展

传统农业学科的内涵，构建高等农业教育的新理念，培养科学基础厚„„综合素质

高的现代农业领军人才，提升与拓宽涉农学科的科学研究及国际合作与交流的能

力，增强我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国际竞争力，把我国建成高等农业教育的强国，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重要支撑。笔者认为“新农科”是适应中国时代

发展特别是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需求，面向“四新”，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

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进绿色农业生产、振兴乡村产业为己任，破除原有专业

壁垒，强化农业科学与信息科学及新能源等不同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培养适应农业

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高层次农林专业人才，着力培养提升涉农高校学生的科研素养和

双创实践能力。 

教育资源。教育史专家认为自有人类以来便产生了教育。只要有教育就一定有

教育资源。随着社会的进步，教育实践的不断积累，教育资源的概念发生了不断的

变化。在学术期刊中最早出现在 1982年韩宗礼发表的论文“试论教育资源的效率”

中。韩宗礼认为教育资源是指社会为进行各种教育活动所提供的财力、人力、物力

条件。这些资源又集中体现在用于教育活动中的投资(费用)上，而人力和物力只是

这种投资(费用)的消费的不同形态。1996年陈太平指出教育资源是指各级各类学校

进行教育活动，谋求教育发展的基础。2016年丁红定义教育资源为经过数字化处理

的，在信息化环境下运行且服务于教育教学的资源集合以及为了方便协作学习、知

识建构和交流互动的学习伙伴、教师等。2018 年李光泉定义教育资源为运行和服务

于教育教学的数字资源的总和，主要包括各种学习资料等。课题组成员则认为教育

资源是指能够保障教育整个体系顺利运转的情况下，所有与从事教育教学环境及活

动有关的各种资源（包括且不仅仅包括纸质、数字和实体物质等）的总和，即在教

育教学的实践过程中所占用、使用以及消耗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 

高等教育资源。高等教育资源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实践的不断拓宽而变化

的。研究文献发现，高等教育资源在学术期刊中最早出现在 1993 年别敦荣发表的

论文“积极促进高校参与市场竞争”中。别敦荣认为高等教育资源主要指举办高等

教育所必须的物质、人员、资金、信息等各种资源。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信息技

术的不断发展，高等教育资源的内涵有了一定的变化。1996年陈太平认为高等教育

资源也就是进行高等教育的各层次学校，进行高等教育活动，谋求高等教育发展的

基础，它包括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学科与专业资源、信息资源、市场

资源和声望资源。2011 年吴英娟认为高等教育资源通常指维持、组成、参与并服务

于高等教育系统的泛资源，它是所有与高等教育有关的人力、物力、财力和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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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具体来说，高等教育资源包括四个方面的资源：受教育者、教育者、必要

的物质条件资源、财力资源。高等教育资源按层级又可以分为国家资源、地方资源、

学校内部资源等几个层级。2019年伍宸等人指出高等教育资源主要包括学位、师资、

教材、办学理念与人才培养模式和前沿科研方法与方向等，这些资源在不同历史阶

段有不同生产方式。课题组成员认为高等教育资源是指能够满足高等教育环境和活

动等需求的各种人力、物力、财力和信息资源。 

优质教育资源。2010年晏兴兵认为优质教育资源可以定义为，在一定氛围内，

教学质量相对较高、能满足学生多方面学习和发展需要、能培养学生高尚品德、个

性、创新能力和服务社会责任感的学校教育资源。2014年郭院娜认为优质教育资源

内涵是对教育教学能够起到改善和提高作用的高质量教育资源，它着重体现在有利

于学生的培育和学生的发展，也有利于我们教育目标的完成。2015年张进宝等人认

为优质教育资源是指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和学生的学习能起到提升和促进发展作用

的高质量教育资源。2016年张文青认为优质教育资源不仅涵盖了优质的教育人力资

源、雄居的资金力量、优秀的教育质量，而且包括先进的教学理念，优雅的学习环

境以及先进的教学方法等一系列要素。课题组成员认为优质教育资源是指在国内高

等学校范围内具有高质量或者办学特色，同时具有一定领先优势的教育理念、教育

管理制度及优秀的管理团队、复合型的人才培养模式及现代化的教学方法、国家级

和省级教学名师等优质的师资资源、各种级别精品课程以及优质的图书文献资源、

优质的实验室等科研设施等的教育资源。 

优质教育资源共享。2014年贺婷认为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内涵是指各个学校之间

互相开放优质硬件和软件教育资源，从而实现共享的过程。它主要包括优质图书资

源共享、优质实验室及科研设施资源共享、以及优质课程资源、优质教师资源的共

享等多种形式和内容。逐步实施这些资源的共享可以在当前的教育投入不变的前提

下，最大限度旳发挥现有的硬件和软件教育资源的作用，提高我国高校的办学效率

和教育教学质量。课题组成员认为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是指区域性高校之间或者省际

高校之间共享各自所拥有的质量优良，而且具有一定优势的软件资源和硬件资源的

全过程。优质的软件资源包括教育过程中用的教学大纲和讲义、多媒体课件和教材、

电子图书和教学工具、试题库和教学参考资料、网络课程以及各种教学用应用软件

等，能够满足师生个性化发展需要，得到家长和社会认可的高质量的资源；优质的

硬件资源包括网络基础设施完备、网络运行通畅，智慧教室的设备齐全、质量上乘，

能充分满足广大师生的使用需求的资源。 

教学资源。1997 年版《教育大词典》中解释教学资源为“教学资源是指支持教

学活动的各种资源。分为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包括教师、学生学习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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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课外活动小组、旅行小组、课外铺导员、家长、社会成员等；非人力资源包括

各种媒体和各种教学辅助设施。2014年杨晓奇认为教学资源是指在学校教育中，围

绕教学活动的幵展，为实现教学目标，优化教学活动，提升教学品质而参与其中且

能被开发利用的所有教学要素的总和。课题组成员认为教学资源是指在教学过程中

所有参与教学活动的教学目标、教学大纲、讲义、案例、课件、师生、教学辅助设

施、生态环境等以及可以被再生的各种类型的资源。 

优质教育教学资源。文献浏览过程中未发现有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内涵的记载。

课题组成员认为优质教育教学资源是指适合在高等院校之间，为提高高等教育教学

质量、均衡教育教学资源和提高教育教学资源利用率而互相开放的优质教育教学资

源活动，资源不仅包括有形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还包括无形的师资

水平、教育管理能力等智力资源。 

2.1.2 吉林省涉农高校图书馆创建教育教学资源平台现状 

利用互联网登录吉林省政府网和吉林省 26 所公办本科高校的主页，调查吉林

省涉农高校数量和吉林省各高校图书馆创建教育教学资源平台情况。调查涉农高校

数量结果显示：吉林省涉农高校只有吉林农业大学和吉林农业科技学院两所院校。

调查创建教育教学资源平台结果显示：吉林师范大学图书馆、长春大学图书馆、长

春工程学院图书馆、吉林建筑大学图书馆、长春师范大学图书馆等 5 所高校图书馆

主页无法登录，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有“教学资源（素材）库”和“教师指定参考

书库”，但是两个与教学有关的数据库均是其购买的教学资源，见图 1-2。北华大学

图书馆和吉林医药学院图书馆 2 所高校图书馆都有“教学参考书数据库”，且教参

库只允许校内访问，见图 3-4。吉林化工学院图书馆有“教参数据库”，该教参库只

是链接了中国高校教参图书网、教育部外国教材中心、华南理工大学外国教材中心

和清华大学外国教材中心的网址，见图 5。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图书馆虽然有“自建

资源”，但是打开之后显示“暂无数据”，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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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教师指定参考书库界面截图 

 

图 2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教学资源（素材）库界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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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北华大学图书馆教学参考书数据库界面截图 

 

 

图 4 吉林医药学院图书馆“自建数据库”界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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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吉林化工学院图书馆教学参考书数据库界面截图 

 

 

图 6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图书馆“自建资源”界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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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的方法 

1、网络调研法。继续利用网络上与教育教学相关的免费数字资源尤其是 Open 

Access 资源中的学术研究资源及吉林农业大学图书馆订购的中外文数据库收集整

理“新农科”的相关政策性文件和学术研究论文，并进行细致的梳理，明确涉农高

校图书馆创建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平台的必要性。调查吉林省涉农高校图书馆创建教

育教学资源平台现状，根据“新农科”建设背景下吉林省涉农高校在教育部新增备

案和新增审批的 6个本科专业发展需要确定主要研究内容。  

2、文献分析法。分析归纳教育资源、高等教育资源、优质教育资源、优质教

育资源共享、教学资源、优质教育教学资源的概念释义；深入分析“涉农高校图书

馆与‘新农科’建设的关系”的相关文献，梳理其中涉及的关键词，进行“新农科”

概念界定。 

3、对比分析法。通过对国内教育资源、教学资源、优质教育资源及其配置方

式、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共享现状的比较，围绕吉林省涉农高校新增设的 6个本科专

业需求，补充创建了适合吉林农业大学和吉林省涉农高校教学科研发展需求的教育

教学资源平台。通过对本课题组已经创建的教育教学资源平台的应用与测试，明确

今后涉农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的主要方向—围绕“新农科”建设继续挖掘开放获取

的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并逐步开展学科潜力发展趋势分析的服务。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课题组圆满完成了预期的各项研究内容。首先界定了新农科、教育资源、高等

教育资源、优质教育资源、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教学资源及优质教育教学资源等概

念。概念的界定有效的加深了课题组成员对这些名词的理解，提高了在收集整理文

献时的效率，做到有的放矢。 

其次，完成了对 26 所吉林省内公办本科高校尤其 2 所涉农高校图书馆创建教

育教学资源平台现状的调查。结果显示：吉林省内公办高校图书馆均没有创建“教

育教学资源平台”。 

第三，课题组成员依托原有“教育资源平台”，贯彻“新农科”建设根本任务，

针对吉林省涉农高校新增设的 6个本科专业发展需求，将收集整理的优质教育教学

资源进行学科归类后重新整合，创建了符合吉林省地域“新农科”建设发展需要的



2020 年 CALIS 全国农学文献信息中心研究项目  

“新农科”背景下涉农高校图书馆创建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共享平台的研究与实践—以吉林省为例 

12 

 

“吉林农业大学图书馆教育教学资源平台”，并链接到吉林农业大学图书馆网站，

见图 7-13。该平台为吉林省高校图书馆首创。 

 

图 7 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平台截图 

 

图 8 “社会工作”专业部分资源界面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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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农药化肥”专业部分资源界面截图 

 

图 10 “林学”专业部分资源界面截图 

 



2020 年 CALIS 全国农学文献信息中心研究项目  

“新农科”背景下涉农高校图书馆创建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共享平台的研究与实践—以吉林省为例 

14 

 

图 11 “菌物科学与工程”专业部分资源界面截图 

 

图 12 “酿酒工程”专业部分资源界面截图 

 

图 13 “智慧农业”专业部分资源界面截图 

第四，创建的“吉林农业大学图书馆教育教学资源平台”目前已被本校师生（覆

盖的专业有社会工作、农业化肥、林学、风景园林、园林、菌物科学与工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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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酿酒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应用化学、应用

生物学、植物保护专业、应用生物科学、植物科学与技术等）在教学科研过程中应

用，取得较好的效果。应用过程中，课题组成员利用文献检索实验课对该平台进行

了相关的测试。测试过程中，下载所需资源并将该资源与本专业纸质有关资源进行

对比，为今后继续丰富教育教学资源平台内容提供有益的借鉴。 

3.2 建议 

3.2.1 加强组织领导 保障经费支持 

吉林省是农业大省，“新农科”建设是教育部门尤为要重视的一项系统工程。

政府应将优质教育教学资源的共建共享工程纳入“新农科”建设整体规划，明确优

质教育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对“新农科”建设的重要作用，加大对优质教育教学资源

建设应用的经费投入力度，保障建设与使用经费。教育、财政、发改委等有关部口

应建立跨部口协调推进机制，形成持续稳定的财政投入机制，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3.2.2 加强校际合作 共享有效资源 

吉林省涉农高校应该加强与国内涉农高校尤其是首批“双一流”涉农高校之间

的校际合作，扬己之长补己之短，充分借鉴 9 所“双一流”涉农高校（中国农业大

学、华中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

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的长处，共享有效资源，弥

补吉林省涉农高校资源匮乏的不足，为多学科、多领域、宽口径、基础性、综合性、

复合型、创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提供长久的优质教育教学资源保障。 

3.2.3 建立长效机制 保障资源利用 

参与校际合作的高校之间应建立以资源共享程度为依托的绩效经费补助机制，

形成长效共享机制。资源的建设经费投入应该与学校资源的共享程度相关联，遵

循＂越共享越获益＂的原则，即学校共享程度越高，学校所获得的资源建设与资源

维护绩效经费越高，从而保障资源的长久利用。 

4 项目成果 

课题组全体成员在课题准备和研究期间，围绕课题研究内容通过文献查阅和梳

理，完成了多项研究成果，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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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题主持人马丽华等人撰写的论文“新农科背景下‘双一流’涉农高校图书

馆智慧服务现状研究”荣获“川吉苏冀桂五省区图书馆学会第十七届学术研讨会”

论文二等奖（见附件 1）； 

2.课题主持人马丽华等人撰写的论文“高等农业院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现状研

究”于 2016年发表于“黑龙江科技信息”第 29期上（见附件 2）（被下载 55 次）； 

3.课题主持人马丽华等人撰写的论文“高等农业院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研究”

于 2017年发表于“高教研究”第 1期上（见附件 3）； 

4.课题组成员李春安撰写的论文“基于用户满意度的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

研究”于 2018年发表于“科技传播”第 10卷第 21期上（见附件 4）（被引用 1次，

被下载 227 次）； 

5.课题组成员创建了国内首办、吉林省首办和吉林农业大学新办的 6个本科专

业的教育教学资源平台（全国首办“菌物科学与工程”和“农药化肥”2 个本科专

业，吉林省首办智慧农业 1个本科专业及吉林农业大学新办“社会工作”、“酿酒工

程”和“林学”3个本科专业），见图 7-13。 

课题组成员将研究的成果应用于吉林农业大学教学科研实践之中，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同时明确了涉农高校图书馆的学科馆员在“新农科”建设过程中所起的作

用以及为更好的满足新增设专业的发展需求创建了教育教学资源平台的必要性，激

发了学科馆员为下一步开展学科潜力发展趋势分析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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