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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湘农大继字〔2019〕第 23 号

各函授站、成教学生： 

为了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更好的引导

我校成人高等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良

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促进成教学生的全面发展，学校

正式上线成人高等教育网络“精品学堂”。网络“精品学堂”

是以我校学术委员会为主体开展的专题讲座，主讲嘉宾均是

学校优秀的专家和教授，课程内容既包括了主讲嘉宾个人的

成长经历、治学经验、做人处世，传经授道；也针对自身研

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前沿问题授业解惑。目前已有 58 堂高

水平的讲座（见附件），并以“半月讲”的形式新增。为了

让大家更好地学习，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学习对象 

我校各函授站点组织的 2018 级及以后的成教学生。 

二、学习流程和成绩评定 

学生通过所在函授站（点）获得网络学习账号和登录密

码，登录网址：http://cjxx.hunau.edu.cn/Login，进入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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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农业大学成人高等教育网络教学平台，点击“精品学堂”

板块即可进行网上学习。学习成绩由网络平台根据学生有效

学习时长自动生成，每一堂专题讲座全部看完累计积 2 分。 

三、有关要求 

1、扎实做好宣传动员工作。请各函授站点务必高度重

视，及时通知每一位学生，认真组织，确保每位学生都能及

时参加网络“精品学堂”课程的学习和评定。 

2、我校 2018级及以后的成教学生在读期间原则上必须

完成网络“精品学堂”10 个积分的学习。各函授站点组织开

展网络“精品学堂”的工作情况，以及学生学习情况，学校

将不定期予以公布，并作为评选优秀函授站点、优秀学生的

重要依据。 

3、实施有偿使用。开展网络教学不以赢利为目的，但

产生的网络课程资源的使用费用、流量费用和平台的维护费

用由各函授站点共同承担，具体标准将根据网络教学成本按

参加学生人数进行分摊，具体标准另行通知。收费方式采取

相应增加学费的方式进行，在函授站点所有费用结清时进行

核算。 

 

附件：湖南农业大学成人高等教育网络“精品学堂”专

题讲座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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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期数 主讲人 讲座时间 题目 

1 官春云 2015 年 4月 23日 漫谈科研与教学 

2 吴明亮 2015 年 5月 7日 浅谈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基本素养 

3 李明贤 2015 年 5月 21日 金融体系的功能及我国农村金融改革 

4 贺建华 2015 年 6月 4日 生猪产业现状与展望 

5 胡东平 2015 年 6月 18日 迷失与重拾：中国外语学与教走势 

6 沈  岳 2015 年 7月 3日 信息化技术与国家农村农业信息化建设实践 

7 周清明 2015 年 9月 17日 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瓶颈与对策 

8 肖浪涛 2015 年 10月 21日 植物激素研究与新的绿色革命 

9 邓子牛 2015 年 11月 12日 以产业需求为支点，有效提升柑橘科技创新能力 

10 邹立君 2015 年 11月 26日 职业教育课程设计理念与教学策略 

11 戴良英 2015 年 12月 9日 理性看待转基因 

12 罗  琳 2015 年 12月 24日 思考与漫谈农田重金属污染与修复 

13 孙志良 2016 年 3月 10日 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控制 

14 龙岳林 2016 年 3月 24日 湖南美丽乡村建设规划构想 

15 陈光辉 2016 年 4月 7日 提升创新能力，夯实强校之基 

16 周冀衡 2016 年 4月 28日 漫谈大学生自主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17 王晓清 2016 年 5月 5日 现代渔业发展与技术创新 

18 王  健 2016 年 5月 26日 大数据时代的社会运行、产业发展和大众创业 

19 朱翠英 2016 年 6月 16日 专念与创造力培养 

20 刘仲华 2016 年 9月 8日 科技创新与中国茶产业发展 

21 孙松林 2016 年 9月 22日 农业机械化与现代农业生产 

22 岳好平 2016 年 10月 19日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23 陈信波 2016 年 11月 2日 转基因农作物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24 匡远配 2016 年 11月 17日 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5 邹冬生 2016 年 12月 1日 现代农业发展动态——转型与创新 

26 谭兴和 2016 年 12月 15日 油炸食品的安全性分析 

27 袁哲明 2016 年 12月 29日 复杂生物数据分析 

28 周文新 2017 年 3月 2日 夯实学科基础 提升协同创新能力 

29 兰  勇 2017 年 3月 16日 管理与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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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数 主讲人 讲座时间 题目 

30 程天印 2017 年 3月 30日 远离草木丛，避开吸血鬼——蜱及蜱传病简介 

31 李  骅 2017 年 4月 13日 
内涵建设上层次 开拓创新谋发展——体育事业

值得我倾其一生 

32 邹应斌 2017 年 4月 27日 转型期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33 戴小鹏 2017 年 5月 11日 数据，计算与认知 

34 陈  斌 2017 年 5月 25日 猪的遗传改良 

35 卢向阳 2017 年 9月 14日 浅谈学习 

36 贺林波 2017 年 9月 28日 公共服务视野下的公法精神 

37 王辉宪 2017 年 10月 12日 环境激素与人类未来 

38 曾福生 2017 年 10月 26日 十九大报告中“三农”发展新理念新思想 

39 余兴龙 2017 年 11月 9日 从进化心理学与脑科学两方面谈人的认知 

40 周先进 2017 年 11月 23日 荀子，一位被误解了两千多年的醇儒 

41 文利新 2017 年 12月 7日 知识创新与产学研案例分享 

42 屠乃美 2017 年 12月 21日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浅析 

43 符少辉 2018 年 3月 15日 高质量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思考 

44 黄  璜 2018 年 3月 29日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稻田养鱼的现状与

发展趋势 

45 邓放明 2018 年 4月 12日 乡村振兴战略之农产品加工变革现代农业 

46 钟晓红 2018 年 4月 26日 乡村振兴战略之智造景观园艺 

47 张  彬 2018 年 5月 10日 
动物科学技术的创承与创新---以一项发明专利

能否授权博弈案为例 

48 曾亚平 2018 年 5月 24日 
语言深层密码探究——以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招

聘信息为例 

49 张海清 2018 年 6月 21日 
从杂交水稻机械化制种看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

化 

50 周孟亮 2018 年 9月 20日 中国普惠金融与贫困减缓 

51 杜红梅 2018 年 10月 18日 资源、环境与农业发展协调性研判 

52 李燕凌 2018 年 10月 31日 地方农业院校学科建设：有所为有所不为 

53 易自力 2018 年 11月 15日 
浅析一流本科教育的内涵——基于概念与逻辑

的认知 

54 廖晓兰 2018 年 11月 29日 绿色农业资源挖掘的理论与实践 

55 邝小军 2018 年 12月 13日 网络信息技术推进农村社会治理的作用路径 

56 刘  辉 2018 年 12月 27日 ＂三农＂政策演化与乡村振兴路径 

57 张扬珠 2019 年 3月 7日 我国微生物肥料发展概况与展望 

58 陈弘 2019 年 3月 26日 那些曾经点亮心灯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