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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国时期大学农业推广研究》在收集和整理大量原始文献和研究文献基础上，勾勒出在民国38
年的历史长河中，大学开展农业推广的办学行为与社会实践的历史画卷，揭示了民国时期大学服务“
三农”的办学职能。
全书探究了民国时期农业推广概念的演变，以及大学开展农业推广实践活动的深层动因，梳理了其发
展脉络，总结了各阶段的发展特点。
从几个不同侧面探究了民国时期大学开展农业推广的目的与意义、实施路径与策略、困难与不足；揭
示了大学农业推广作为一种大学办学行为的内在运行机制，分析了农业推广实践对大学自身发展和乡
村建设的意义；运用教育学、经济学、农业推广学等多学科理论客观评析了民国时期大学开展农业推
广实践活动的成就、特点、经验、不足以及现代价值。
将民国时期大学农业推广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业科技创新时代主题有机地统一起来，对我国新
时期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引导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三农”服务，更好地发挥服务社会功能具有重
要的借鉴价值。
《民国时期大学农业推广研究》拓展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研究的视野，旨在引起学界对中国近现代
大学功能演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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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农业推广的由来及国外研究概况　　农业推广与人类的农业活动
相伴而生。
远古时期，人类在狩猎、采集农业生产活动中进行农业经验的交流和传播，这便是原始的农业推广行
为。
我国远至黄帝时代就劝农课桑，尧舜时代就有“后稷教民稼穑，树艺六谷”的农业推广活动。
西周时期建立了原始的农业推广制度，从中央到地方设有劝农官，负责农业行政和推广，其工作情况
颇似现代的农业推广工作。
①汉代是农业推广的转折期，汉武帝末期的搜粟都尉赵过通过推广代田法，在我国农业推广史上首次
创造了一套完整的农业技术推广程序，标志着推广工作被纳入到科学轨道，并举办了我国农业史上第
一个行政官吏和技术骨干的技术培训班，为行政力量与技术人员紧密结合推广农业技术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②宋代的农业推广工作比汉代更有进步，朝廷颁布劝农诏令，在诸路设有劝农使，还建立农师制度，
在地方专设专管推广工作的农师，加强地方农业推广工作，推广重点由汉代耕作技术转为优良作物品
种。
元明之际的黄道婆对发展淞沪棉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明清之际的陈振龙推广世家连续八代人为引进和推广甘薯奋斗150多年，为我国农业推广史上少有，也
是世界推广史上罕见。
清初，在作物良种推广上又前进一步，清圣祖康熙令苏州织造李煦试种双季稻，创造出试验、示范、
繁殖、推广整套科学程序。
双季稻从浙江一带推进到了长江中游，一直栽培至今。
近代中国传统农业逐渐落后于西方农学，农业推广主要转向于引进西方现代农业科技，引进和驯化西
方良种，开展了美棉等作物的驯化和推广。
　　近代国外农业推广历史可以追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
随着16世纪和17世纪现代科学的兴起，把科学知识应用于实践中去的教育活动应运而生，早期的农业
教育也因此出现。
18世纪中叶，欧洲产业革命后，农业发展步伐加快，出现在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各种农业团体
成为农业推广的先驱者。
①这些团体倡导学习农业科学，改良农业技术。
它们组建地区性农业组织，交流农业经营经验和农业生产技术，并通过演讲、出版农业读物、报刊等
形式来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和农业科技信息。
　　欧洲各国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和城镇人口的增加，需要更多的食品和工业原料，但农村地区由于
贫困和农民素质低下，农业生产无法满足工业化、城市化的需求，所以，倡导学习农业科学和引进先
进生产技术的社会风气渐起。
欧洲农业改进之风传到美国，在美国得到了长足发展。
纳伯（S.A.Knapp）和巴特菲尔德（K：L.Butterfield）是美国农业推广的两位先驱，对引领大学开展农
业推广和建立政府、农学院合作农业推广体系贡献巨大。
美国接受了欧洲“推广教育”的理念，拓展和赋予其新的涵义，提出“农业推广”的概念，并使农业
推广活动在国家层面得到认可，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促进农业推广法案，使其逐步法制化和制度化
；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以州立大学农学院为依托的农业教育、科研、推广相结合的合作农业推广制度
体系。
这对世界各国农业推广体系的建立影响深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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