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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壤与肥料课程作为高职院校林学专业的必修课之一，是进行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本文

分析了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高职院校林学专业土壤与肥料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性，面临的课堂教学滞后、

教学体系不完善、思政元素挖掘不充分等主要困境及建设路径探索，提出了从拓展教学视野、优化教学

目标、利用线上课堂、挖掘思政元素、采纳项目性教学、重构课程考核评价体系等方面入手，全面实现

专业知识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以期在传授课程知识的同时引导学生将知识转化为支撑乡村振兴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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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urse of soil and fertilizer is one of the required courses for forestry majors in higher voca-
tional colleges, it is an important lin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soil and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ve
https://doi.org/10.12677/ve.2024.132068
https://doi.org/10.12677/ve.2024.132068
https://www.hanspub.org/


孙琼 等 
 

 

DOI: 10.12677/ve.2024.132068 415 职业教育 
 

fertilizer cours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main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lag of classroom 
teaching, the imperfect teaching system and the insufficient exca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construction path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we should ex-
pand the teaching field of vision, optimize the teaching goal, make use of online classroom, exca-
v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dopt project-based teaching and reconstruct the course 
evalu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teach curriculum knowledge at the same time to guide students to 
transform knowledge to support the power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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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发展总体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即要引导更多的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

成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增加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要加强农村资源环境保护，维护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关系，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落实到乡村建设当中；要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

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 工
作队伍。因此，在乡村振兴中，我国农林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迎来了崭新的历史机遇，承载着新的任务

和使命。高等职业院校以培养学生技术技能为目标，且林业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给社会、农

村带来较高的价值，所以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将高职院校林学专业课程教学与乡村振兴相结合是林学

专业教育今后发展的必然趋势。高等职业教育具有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

要作用，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以农村的实际需要，

采取务实有效的举措，才能激发高等职业教育创新改革，助力乡村振兴[1]，助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2. 高职院校土壤与肥料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性 

土壤与肥料是园林技术、森林和草原资源保护、林业技术、经济林培育与利用等专业的专业基础课。

土壤与肥料是一门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是土壤学和肥料学的综合与浓缩，涉及内容广、

发展快，是以植物与植物生理、植物生物化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等课程为基础，为园林植物栽培与

养护、园林苗木生产与经营等课程提供支撑。土壤与肥料主要讲授主要成土母质所形成土壤特性，土壤

肥力的物质基础，土壤物理和化学性质，土壤利用与改良，肥料的种类、性质和施用技术。该课程的主

要任务是教会学生如何认土认肥、用土用肥。通过讲授和实验实训，要求学生掌握南方主要成土母质、

土壤的性质、利用和改良技术，常用肥料的性质和施用技术；认识常见土壤类型和常用肥料，会采集和

制备土壤样品，会测定土壤酸碱度、含水量，会进行根外和土壤施肥，能初略分析诊断植物营养元素的

丰缺等，为从事专业工作打下基础。土壤与肥料是高职院校大部分林学专业都需要学习的专业基础课，

具有课程思政传授范围比较广的优势。目前，我国土壤资源退化趋势较为严重，土壤与肥料学已成为关

系国土安全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学科，其中蕴含着大量的思政要素，因此在土壤与肥料课程中

融入与乡村振兴相关的课程思政元素是可行且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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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粮食安全的源头，只有健康的土壤才能产出健康的粮食，而合理施肥也是保障土壤安全的一

部分。我们要认识土壤健康对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性，更要意识到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新时代

环境专业人才具有重要作用，也为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提供有力的人才储备支撑[2]。
因此，将思政元素融入到土壤与肥料课程中，培养能够通过专业知识服务家乡、服务林业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3. 土壤与肥料课程思政面临的主要困境 

3.1. 课堂教学滞后 

在人机对话、远程控制等新技术加持下，中国农林业现代化正在逐步成熟化、专业化，而林学专业

教学课堂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教师掌握的相关农林业现代化应用的信息不够全面，因此面对“三农”领

域不断发展的新需求，教师无法及时更新现代化教学手段以及掌握现代化机械的使用方法，进而使得我

国农林类高校人才培养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匹配性。 

3.2. 教学体系不完善 

在土壤与肥料课程教学中常出现教学目标不明确，教学方法传统、单一，未及时动态更新教材内容，

现代化教学手段不够，未适当运用线上课堂，理实一体化还不够完善而无法实现理论和实践课程较好的

融合等等，由于这些问题的出现，导致教学过程中出现无法将林学专业知识与乡村振兴较好的结合。 

3.3. 思政元素挖掘不充分 

 在土壤与肥料课程教学中，大部分教师对课程思政重视程度不够，还在长期使用以前的教学内容和

教学方法，导致思政元素挖掘不够深入或者没有坚持紧跟土壤与肥料学科前沿而未适时更新教学信息、

学生对土壤与肥料课程的思政元素了解不够，未能真正意义上让学生意识到乡村振兴的重要性。  

4. 土壤与肥料课程思政建设路径探索 

4.1. 拓展教师视野 

为了加深教师对林业一线的理解，高职院校可安排林学教师到相关林地进行实地培训，也为林学教

师提供收集一线教学资源的机会，加强现代农业知识更新培训。高职院校聘用具有高级职称的涉农行业、

企业的高管和技术人员作为产业导师，建设双师队伍，突出跨界培养。从而拓展教师视野，打造双师队

伍，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需求，并应用在土壤与肥料课程教学中，服务好乡村振兴。 

4.2. 优化教学目标 

优化教学目标，提高土壤与肥料课堂效率。改变课程教学目标中只重视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的现状，

加强实践教学中的情感价值目标和素质目标。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培养学生的“三农情怀”[3]，让学生的专业知识目标更贴合新时代农业农村种植行业的发展、更符

合环境保护与防治工作的要求；培养和提高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学会与人合

作、沟通，提高合作效果；培养涉农领域学术精英、现代农业产业领域技术领军、农业农村社会发展领

导者；培养致力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优秀技能技术人才，与乡村振兴的需求一致。 

4.3. 利用线上课堂 

土壤与肥料课程中应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其教学效果大于单纯的线下教学，在线上课堂建立教

学资料库和课程思政视频和资料，以便于学生随时可以学土壤与肥料课程肥料教学内容，以及课前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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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自主学习，课后回顾、讨论等等。土壤与肥料课程应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可以让学生培养独立

思考的能力，引起学生对学习相关课程知识的兴趣，以及掌握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信息、意识到乡村振

兴的重要性，以便于后期教学中乡村振兴活动的开展。 

4.4. 挖掘思政元素 

挖掘思政元素，整理并建立思政元素资料库，精心设计教学内容，把政治认同、爱国情怀、“三农”

情怀、生态环境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责任担当和“双创”教育等方面的教育融会贯通，对土

壤与肥料课程思政建设进行有益的探索。 

4.4.1. 创新理论课堂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创新理论课堂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可以提高融入课程思政效率：改变教学模式和改革教学方法，

通过案例教学、研讨教学、项目学习、情景模拟教学等方式，让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互动中，在情

境中学、在互动中学，促进学生将所学、所感、所悟内化于心[4]。 
理论课堂是课程思政载入的良好载体。我们在了解土壤的重要性时，可以介绍土壤学界的知名学者

的故事，例如我国农学界和土壤学界德高望重的老一辈科学家、著名的土壤学家和教育家侯光炯教授，

侯光炯同志到长宁县竹海镇农村搞应用研究，一蹲就是十七年，直到与世长辞。从而启发学生像老一辈

土壤学家一样不求索取，但求无私奉献的精神对待学习，对待工作，对待生命。并鼓励学生将创业就业

与乡村振兴相结合，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在讲授土壤的现状时，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现阶段

土壤出现的问题以及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从而引发学生思考。例如土壤酸化、土壤污染、土壤荒漠化等

等，让学生在讨论中意识到土壤污染的危害以及保护土壤的重要性，引导学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通过学习专业知识，意识到保护土壤从自身做起，并

积极到家乡参与宣传土壤知识活动，提高自身专业技能参与家乡治理和拯救土壤资源行动中；在讲授肥

料时，让学生讨论施肥的利弊，尤其是过度施肥所引发的土壤问题，让学生调查家乡施肥存在的问题。

让学生学好肥料和施肥的基本知识，从而可以在家乡宣传如何鉴定真假肥料、合理施肥、倡导有机肥代

替化肥等知识，达到科学施肥、保护家乡土壤的目的。 

4.4.2. 实验课堂融入课程思政 
实验课堂应融入严谨性、科学性、爱劳动、勇于创新等思政要素。叮嘱学生实验操作的过程要严谨，

例如用湿测法测土壤质地时，取小块土样加水充分湿润的标准为以挤不出水为宜即以不粘乎为宜，若加

水过多会导致测定的结果有误，所以提示学生实验操作要严谨；实验后要立即收拾实验台、水池，将实

验器材洗净归回原处，教育学生要爱劳动、讲卫生。在操作实验器材时，学生可以勇于创新，积极思考

如何创造更加方便、实用的实验器材。 

4.4.3. 实训课堂融入课程思政 
土壤与肥料实训课堂上，应融入团队协作、外业安全、遵守纪律等思政要素。如在土壤与肥料教学

实习过程中，需要学生挖掘和观察土壤剖面，此时可以对学生进行分组，以强化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及

吃苦耐劳的品质[5]；实训课进行外业调查时，可以教导学生保持环境卫生，不乱丢垃圾，剖面挖掘和观

察完毕后要及时进行填埋，养成爱护自然环境的意识等，这样最终可实现对学生德才双重培养的目标[6]；
可以教导学生遵守纪律，安全、有序的进行外业调查。 

4.5. 采纳项目性教学 

可以采用项目式教学，与乡村振兴相结合，鼓励学生参与助力乡村振兴的项目。如下乡将乡村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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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样进行测定，测定出土样的综合性质以及养分含量，并通过综合性质判断土壤的肥力，给出适合乡

村土壤种植和施肥的各方面建议，既提高了自身的技能、积累了经验，又参与了乡村振兴项目。 
建立乡村振兴创新创业项目，利用学校的产业园、土壤实验室、实践基地等资源支撑学生开展相关

乡村振兴创新创业项目，将创业和就业与乡村振兴较好的结合，既达到乡村振兴的目的，又解决学生就

业问题，并培养学生的独立自主性。 

4.6. 重构课程考核评价体系 

重构考核评价体系，增加思想政治教学评估比重。土壤与肥料考核体系应包括试卷分数、平时表现

和实践能力等，平时表现包括学生在课堂上案例教学、研讨教学、项目学习、情景模拟教学时学生的互

动性和表现力。实践能力包括学生在实验操作时的动手能力以及操作过程的严谨性、科学性和是否注意

实验安全、保持实验室卫生等问题，培养学生成为德美体智劳全面发展的社会接班人。 

5. 结语 

土壤与肥料作为高职院校林学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通过进行课程思政建设，助力乡村振

兴是新形势下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选择。现阶段土壤与肥料课程思政建设面临着课堂教学滞后、

教学体系不完善、思政元素挖掘不充分等主要困境，可以通过拓展教学视野、优化教学目标、利用线上

课堂、挖掘思政元素、采纳项目性教学、重构课程考核评价体系等途径培养具有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意识

和生态文明价值观的高素质技能技术人才，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创新创业带头人、农村经营管理者、农

业科技推广者，助力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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