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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烟草科学与工程是一门应用型学科，卷烟厂实习对该专业本科生深化理论知识具有重要意义。在分
析当前烟草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进行实习的必要性的基础上，针对实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不足，提出了相应
的对策建议，主要包括提高学生专业知识水平；加强学生心理辅导，强化实习意识；合理安排实习时间；加强
实习指导教师队伍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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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是大学生学习中的实践环节，是每个毕

业生必须拥有的一段经历，实习让学生在学以致

用的同时，可让学生学到课堂以外的知识，开阔

视野，增长见识，也能让学生更好的认清自我，

进一步了解就业方向，为学生择业和以后走向社

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卷烟厂实习是烟草科学与工

程专业学生在毕业之前进行专业对口实习的最佳

途径，但学生在卷烟厂实习中也存在较多问题和

不足，我们就此进行了分析，并针对存在的问题

提出适宜的解决对策。

1 烟草专业学生到卷烟厂实习的必要性

在竞争愈加激烈的当代社会，企业选用人才

的标准是不但看其所拥有的知识量，还要求学生

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 1］。因此，针对大学生就业

难的现状，烟草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生到卷烟厂

实习很有必要。通过实习，不仅可让学生了解卷

烟厂的生产操作方式和工艺流程，熟悉主要机械

工作原理及加工方法，还可增强学生学以致用的

实践能力，培养向现场技术人员学习的工作素质。

生产实习是实践性的技术基础，卷烟厂实习是烟

草科学与工程专业教学实践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是对基本工艺方法和技术感性认识的重要环节［ 2］，

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课程，也是就业时招聘单

位所关注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正式踏上工作岗位

之前直接接触企业，了解企业实际，还有助于学

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卷烟厂实习相当于就业前

的热身，足够重视并把握好卷烟厂实习实践的机

会，将理论知识联系生产实际，掌握卷烟的生产

技术环节，并适应卷烟厂的工作环境等，将为烟

草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生就业增加筹码［ 3］。

2 烟草专业教学实习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烟草科学与工程是一门理论应用型学科，卷

烟厂实习是将理论知识联系到实践中的重要途径。

然而，通过近几年对实习生在卷烟厂实习情况的

考察，发现存在较多问题和不足。

2.1 学生理论知识掌握不足

尽管多数学生在学校认真学习了专业知识，

但部分同学对所学知识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

体系，存在对所学知识掌握不扎实，或不能灵活

应用专业知识等问题。零散的知识在实践中难以

有效运用，导致很多学生在实践实习中遇到一些

问题而茫然不知所措，不得不重新翻看教科书或

求助于卷烟厂的领导和工人师傅。

2.2 实习条件的限制

由于烟草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一般在大田

实习结束后才开始进入卷烟厂实习，致使卷烟厂

实习实践与理论知识相结合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

另外，卷烟厂实习条件有限，学生只能分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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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同时，实习时间较短，学生更多是以参

观实习的形式进行，往往以“走马观花”的形式

了解生产过程，并未真正参与到具体的生产活

动中。因此，学生想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中

存在障碍，而想要通过实习获取实践阅历更是

困难。

2.3 学生思想多元化

学生作为实习的主要参与者，他们对专业知

识的掌握情况、实习态度和在实习中的思想变化

决定了实习效果的好坏。学生对实践的认识不尽

相同，到毕业实习阶段，大部分学生已有明确目

标，有的决定考公务员、考研、出国、参加就业

面试或参加各种资格等级考试；有的渴望尽快进

行卷烟厂实习，接触将来可能的实际工作环境；

有的认为社会实践是“走过场”、“搞形式”，而不能

全身心投入到实习中。怀有不以为然心态的学生，

不能认真实习，实习结束后简单写份实习报告便

敷衍了事。

3 对策建议

3.1 提高学生专业知识水平

针对就业制度改革，学校应该引导学生认清

就业形势。让学生转换学习方法和态度，以改变

往常过于依赖老师被动学习的方式，调整完善自

身的知识结构，加强自主学习的能力和解决难题

的本领。让学生认识到专业知识与未来可能从事

的工作密切相关，加强其对专业的认识。提高学

生在学习和实践中运用知识的能力，将所学理论

知识应用到实践中，鼓励学生向实践型人才发展，

提高实践能力。

3.2 加强学生心理辅导，强化实习意识

只有在实践中学习，才能更好的掌握专业知

识和技能。态度决定一切，为提高学生思想意识，

学校和实习指导教师需要对学生思想多加关注和

指导。多方面宣传中华民族勤俭自强和敬业奉献

的良好传统品德，教导大学生克服惰性心理，培

养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和树立学有所成的人生抱

负。只有学生主动参与到实习实践中，才能提高

实习效果；如果学生不能很好的参与实习，即便

实习条件很优越，也难以取得理想的实习效果。

在实习动员阶段，还应教育引导学生及时巩固专

业知识，让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教导学生要立

足于自身，克服存在的多重困难，踏实认真地完

成实习任务。

实习过程中，学生们在情绪上大致会经历 6

个阶段：兴奋期、波动期、平稳期、感性期、投

入期和留恋期［ 4］。其中，在情绪波动期，实习的

学生容易产生矛盾心理，常抱怨工作、生活条件

差等，而出现请假现象。指导教师应多关注学生

的心理，抓住其心理波动，帮助学生走出心理误

区。对一些缺乏吃苦耐劳精神的学生，要少批

评、多鼓励，提倡团队合作精神，充分提高实习

效果。

3.3 合理安排实习时间

为更好地发挥实习作用，学校应根据课程学

习情况合理安排实习时间，遵循实践与认识的认

知规律。在学习卷烟机械与加工、卷烟工艺等专

业课时，可进行认识实习，通过到卷烟厂实地参

观，让学生获取对卷烟生产的感性认识，再回到

课堂进行理论学习，这样就能使学生更好的理解

相应的原理知识，体会到学习专业知识的重要作

用。等到大四开始安排卷烟厂实习，这时学生已

学完了专业课程，再进行卷烟厂生产实习，学生

已能在实习中结合生产实际，综合运用学过的基

础理论，将自己培养成具有良好专业素质的专用

人才。

3.4 加强实习指导教师队伍建设

提高实习质量的关键在于建设一支高素质的

实习指导教师队伍，学校要选拔和培养精力充沛、

责任心强的教师作为实习指导教师。为了规范教

育实习工作，确保教育实习质量，首先应建立并

健全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实习指导教师管理制度，

并在实习实践中认真贯彻执行。可成立由有经验

的实习指导教师组成的实习指导组，检查指导教

师的工作情况，确保教育实习质量的不断提高。

在实习过程中，指导教师应密切关注学生的思想

变化，对出现思想变化的学生给予耐心引导；结

合实习中遇到的各种专业问题，还要做到言传身

教，使学生在实习中真正有所收获。

教师还应根据烟草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教学环

节，改变原有观念，不断调整专业培养计划和生

产实习教学内容。为适应烟草行业的需要，制定

烟草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实践教学任务，根据实习

目标制订相应的计划，编写出专门用于卷烟厂实

习的教材大纲，让学生事先根据实习大纲查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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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旱是全世界农林生产普遍面临的问题，国

内外学者都一直在寻找抗旱、节水、保水的生产

技术和措施［ 1］，而提高水的利用率是应对干旱，

发展可持续农业的首要途径［ 2］。地膜覆盖栽培技

术作为提高旱地农作物产量的栽培方式，历来倍

受重视。我国的地膜覆盖栽培始于 1979年，由于

增产效果十分显著，推广面积迅速增加［ 3］，但其

引发的白色污染问题也备受关注［ 4 - 6］。液态地膜

又称土面液膜，是将液态地膜的水溶液用喷雾器

施于地表，干燥后即可形成多分子层化学保护膜。

既具有地膜吸热增温、保墒、提高农作物成活率

和促进生长的作用，又有强效的粘附能力，可将

土粒联结成理想的团聚体，提高土壤微粒的毛管

作用，改善土壤的通透性，成为土壤改良剂 ［ 7 - 8］。

液态地膜在风吹日晒、浇水、雨淋以及土壤微生

物等作用下，可降解转化为对作物有利的腐殖酸，

不会产生白色污染，减少了农药的使用量，为生

产无公害产品提供了较好的途径。可用在粮油、

经济作物、果蔬生产和设施农业，以及干旱、寒

冷、丘陵地区农作物早期地膜覆盖，还可用于坡

地、滩涂、沙漠、风口等塑料地膜不易使用的地

区。如能大规模推广，可改良土壤，提高土壤肥

力，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杜绝残留农膜的长年累

月的累积，提高农田增产的潜力。此外，因其具

有改良土壤的功效，还可通过配方改制和产品更

新后用于水土保持、盐碱地改良、道路护坡、固

沙种草造林、绿化树木防冻等领域［ 9 - 11］。

1 液态地膜的发展历程

液态地膜又称土面液膜，属土壤调理剂类，

是一种高分子的成膜物质，可促进土壤形成团粒，

改良土壤结构，固定表土，保护耕层，抑制水分

蒸发，防止水分流失，是国内外新涌现出的一种

高新土壤保护技术。液态地膜研究始于 19 世纪

末，主要用作土壤结构改良剂。1963年起，比利

液态地膜的发展历程及应用情况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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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简述了液态地膜的发展历程及应用现状，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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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了解实习内容，整体把握实习结构。将获得

最佳实习效果作为安排实习的出发点，在实习效

果评价方面也要提出新举措。在实习的组织形式

上，既可将分散实习与集中实习模式相结合，也

可将实习就业相结合，或将教师的科研项目与学

生实习相结合，确保实习质量，提高学生的实践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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