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技术史”硕士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2020）

一、总体概况

华南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史学科历史悠久。早在 1926年，被誉为

“中国稻作学之父”的丁颖院士因在广州南郊犀牛岗发现野生稻便开

始了稻作起源和作物原始的研究工作。受丁颖影响，1930 年，中国

农史学科的重要开拓者梁家勉教授开始农植物史的研究工作。1955

年，梁家勉响应国家发掘农业遗产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号召，在华南农

学院图书馆建立农业历史文献特藏室，此为华南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史

开始建制化的重要标志。1978年，特藏室发展为中国农业历史遗产

研究室。1980年，成为农业农村部批研究机构。同年，招收了全国

第一个农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此后三十多年里，经过三代人的不懈

努力，学位点获得了系列重要科研成果，培养了 200多位硕士生。目

前，本学科点已形成了历史悠久、专长农史、立足华南、研藏并重、

队伍稳定、成果突出、服务社会有力等七大特色和优势。

学科队伍现有 23人，导师 19人，拥有博士学位 22人，教授 11

人，副教授 8人。其中本年度晋升副教授 1 人，国外访学 1人，引

进博士 1人。广州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基地续建第六轮广州市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新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2项，一般项目

1项，省部级项目 3项。出版学术著作 2 部，发表论文 29篇。本年

度招生 8名，在读 25名，毕业和学位授予 5人，且均已就业。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思想政治和党建工作是研究生教育的有力保障。学院书记总负责，

副书记分管，设有专职的政治辅导员 1人、班主任 3人。本年度学位

点重视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积极宣传国家的大政方针，并利用广

东改革开放前沿的地缘优势，结合“抗疫”的大背景，根据农业大学

的校情和科学技术史学科的特点，把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牢固树

立研究生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展谢升凤、王忆莲为预备党员，

蔡文溢、曲静由预备党员转正。积极发展入党积极分子，举办党课学

习班。党内召开组织生活会 8次，3月 29日主题是 “习近平总书记

给在首钢医院实习的西藏大学医院学生的回信感想”，4月 3 日主题

是“缅怀抗疫英雄，传承英烈精神”，5月 30日主题“学习贯彻两会精

神”，6月 30日是毕业生党员经验分享会，9月 29日主题“勿忘历史，

吾辈自强”，10月 18日主题学习“四史”和抗疫精神的总结。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研究生培养制度制定和执行是研究生教育的中心工作。

一是结合培养方案的修订，对课程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强调自然

科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增加了自然科学史的课程，如《科学编史学》

《岭南农业史》《中国近现代农业科技史》《农业文化遗产学》《农学

概论》，重新修订了课程大纲。王福昌、陈志国参编了《中国农业史

概论》教材。

二是根据《华南农业大学硕士生导师岗位聘任办法》（华南农办

〔2018〕90 号）并结合学院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研究生导师岗位聘任



工作实施细则，续聘到达 3年聘期的导师，新聘赵飞副教授为导师。

转发并要求全体导师学习了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

则》。

三是以学位论文为中心强化学术训练。全体一年级参加了学校和

学院二级部门组织的文献综述大赛。鼓励并组织毕业生参加相关单位

的学术夏令营，如刘安壕、曲静参加了南京农业大学组织的“农业与

社会”暑期学校学习。黄国胜、谢升凤、蔡文溢等在《中国农史》《农

业考古》等学术杂志发表论文 6篇。

四是鼓励并资助研究学术交流和学术考察。9月 18日—20日曲

静、刘安壕、邓惠仪赴南京出席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

会暨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百年院庆，11月 13日至 16日刘安壕赴广

东台山市上川岛出席“海洋广东”论坛，11月 14日至 16日谢升凤、

吴迪赴北京出席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 2020年学术年会，11月 28日

曲静出席广西南宁横州市承办的第二届世界茉莉花大会，12月 6日-7

日黄国胜、刘安壕赴南京出席 2020年林业遗产与森林环境史学术研

讨会。7月 21日刘安壕赴东莞邓屋村调研华南教育历史研习基地建

设，9月 11日杨月歆赴英德西牛镇进行麻竹笋产业发展与历史文化

的实地调研，10月 30日—31日刘安壕、冯学林、叶纳贤赴中山市神

湾镇进行禾虫资源状况与历史文化的田野调查，11月 2日—4日杨月

歆、汪杰、吴迪赴茂名市开展古荔枝贡园农业文化遗产调研。

五是健全了多级多层次的奖助体系并顺利实施。根据《华南农业

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办法》《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评选暂行办法》《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特殊困难补助金管理办法》《华

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华南农业大学关于开展研

究生担任助研、助教、助管和学生辅导员工作的实施细则（试行）》

《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奖助体系改革方案》《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学

业奖学金评选暂行办法》《华南农业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评选办法》

《华南农业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办法》《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发

表论文奖励实施办法》《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论文发表和科研成果申

报管理办法》《华南农业大学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选与奖励办法》

等文件精神，结合实际，制定《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实施细则》《研

究生学业奖学金评选实施细则》等，并顺利评选。

六是确立了预答辩的制度。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研究生教育改革是研究生教育吐故纳新的根本途径。具体工作，

上文已列述，此就从教育改革角度进行重点阐述。一是以重大重点项

目和标志性的成果为引领，着力建立一支有影响力师资队伍，进而带

动招生和人才的培养。二是利用科学技术史的实用功能，古今结合，

深入基层，服务社会，逐步向“学术”“实用”结合转型。三是以农

为核心、立足华南，突出重点，凝练学科方向，统一思想，稳定师资

队伍，进而强化专业教育和人才的培养。四是根据本学科“历史悠久”

的特点，在传承前辈学者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强调创新发展。五是学

术研究、学术交流和田野考察三结合，拓展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是学科和学位点的重要内容。学位点既有定

期的评估，如 2017年自我评估；也有日常的具有“评估”性质的反

省，如结合国务院学位办学科评估和增列学位点的要求，总结本学科

的取得的成绩和不足。目前，我们准备成立新一轮的评估工作的领导

班子和建立工作小组。

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一般在 10%左右，学位论文抽检情况良好。

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随着中国史一级学科硕士点的申报成

功，分流了部分的骨干老师，出现了学科队伍弱化的困难。二是生源

质量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毕业生进一步深造的人数不够多。三是教学

改革和课程建设的步子还不够大，有待进一步加强。

六、改进措施

一是引进和培养优秀师资。二是加强招生宣传和考博奖励。三是

积极申报教改项目和加强教材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