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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壤肥料学是涉农专业的基础课程，在新农科建设下，对其进行课程思政建设是推进教育教学高质量发

展的基本要求。本文分析了该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根据课程特点对其思政元素进行了梳理和

挖掘，并对其实施途径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期为新农科课程思政建设改革和实施途径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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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il and fertilizer science is the basic course of agriculture-related major. U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agricultural scienc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urse is the basic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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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rement of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 this study, it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this course, sorts out and excavates i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rse, and makes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its implementation approach,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agricultural 
scienc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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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提出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

其它课程中的思政元素[1]，要求各门课程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门课程与政治理论课同向

同行，形成协同效应，以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2022 年 2 月 5 日，吴岩司长在教育部高等教育

司高教处长会上，进一步强调课程思政需纵深推进，切实解决课程思政“表面化”、“硬融入”和“两

张皮”等问题，真正构建三全育人大格局[2]。专业课程作为课程体系建设的主阵地，是课程思政建设的

基本载体。因此，将思想政治理念有机融入专业课程有利于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也有利于达到“润

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 
继党中央提出“新工科”、“新医科”和“新文科”建设后，2018 年，教育部提出“新农科”建设

要求，2019 年《安吉共识》明确提出了建设目标，提出要以现代科学技术改造提升现有的涉农专业，布

局适应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需要的新型涉农专业，推进课程体系、实践教学、协同育人等方面的改革，

为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3]。在这一背景下，涉农高校应与时俱进，推进

教育教学的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在推进“新农科”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新农科人才不仅需

要掌握更多智能化时代的知识和新型技术，还需坚定理想信念，做到德才兼备。因此，在高校人才培养

过程中，需确立立德树人为中心的育人环节，在教授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应做好专业精神教育与思政教

育，加强思政教育和专业知识的融合，促进学生思想品德的建设。 
园林专业作为涉农专业，需要肩负新农科的使命，找准专业定位，利用信息化技术、工程技术、生

态原理等寻求多学科间的融合发展、多元化发展和学科协同发展的道路，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创新型、

应用型、技能型和复合型农林人才。土壤肥料学是面向园林专业开设的一门基础必选课程。主要内容包

括土壤的基本组成、理化性质、土壤形成与分布、植物营养与施肥原理、营养元素在土壤中的转化、肥

料种类性质及合理施用等，是一门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相结合的课程[4]。该课程历来注重专业知识的讲

授和实验技能的训练，对思政教育方面重视程度不够。因此，本研究在“新农科”建设和课程思政的背

景下，以《土壤肥料学》为例充分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剖析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根据当今社

会发展要求，将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实现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统一，以期为新农科课

程思政建设改革和实施途径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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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壤肥料学课程思政教学现状 

2.1. 基础内容多，学习任务重，缺乏课程思政意识 

土壤肥料学总学时为 48 学时，理论和实践学时各为 24 学时，但由于《土壤肥料学》课程是由《土

壤学》和《植物营养学》两门课程有机结合而成的一门学科，内容涵盖土壤科学和肥料科学的基础理论

和知识，知识点繁杂、内容繁多。不仅涉及面广，而且需要学生深入灵活掌握，才能更好的理论联系实

际，用于指导实践，因此，学习任务非常繁重，在有限的课堂学习时间内，教师主要考虑以讲授专业知

识为主，从而缺乏对课程思政的考虑。部分教师课对程思政理解不够深入，甚至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应重

点融入到思政课程，没有意识到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一样都承担着立德树人的基本任务。 

2.2. 教学方法单一，不能满足课程思政要求 

教学内容以教师讲授为主，手段单一，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授课内容，大多教师采用满堂灌的

教学模式，与学生互动少，不能满足课程思政要求。虽然有时在教学内容上加入了一些思政元素，但由

于缺乏有效方法，思政内容硬融入，流于表面化而不能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学效果。 

3. 深度挖掘土壤肥料学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 

课程内容是课程目标的最直接体现，是实现课程目标的手段。在课程内容中有机融入思政元素，实

现显性和隐性教育的统一。根据课程的章节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从历史材料、现实生活以及最新科学

前言挖掘课程理论中存在的思政元素，通过对教学环节和教学方式进行设计，将思政内容融入课程中，

以此教会学生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培养学生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和责任。各章节课程内容课程思政元

素融入点，如表 1 所示。 
 
Table 1. Integration poi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course content of “Soil and Fertilizer Science” 
表 1. “土壤肥料学”课程内容中思政元素的融入点 

章节 课时 授课内容 思政元素融入点 

第一章 1 土壤肥料概述 

讲述土壤基本概念和历史时融入中国土壤文化，耕读思想

以及在此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伟人的故事，培养学生知农、

爱农情怀，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建立自己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 

第二章 6 土壤的组成 通过案例讲述，让学生明白土壤是由固、液、气组成的统

一体，三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培养学生科学素养。 

第三章 5 土壤基本性质 通过举例，引导学生求知求真，科学探索，通过现象看本

质，了解事物的内在联系。 

第四章 2 土壤形成与分类 通过视频资料，让学生知道我国土壤资源情况，培养学生

保护环境和生态文明意识。 

第五章 2 植物营养与施肥 通过视频资料和科学前沿案例，培养学生科学思维和创新

精神。 

第六章 6 化学肥料及合理施用 通过讨论和案列分析，在了解化学肥料性质的同时，培养

学生辩证思维和团队合作意识，同时树立生命安全意识。 

第七章 2 有机肥和生物肥料 将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等理念融入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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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壤肥料学课程思政实现路径探索 

4.1. 优化教学目标，完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 

课程目标指导课程教学，是解决“教什么”的问题，因此，在原有课堂教学目标的基础上，增加思

政目标，从认知领域、情感价值等方面构建《土壤肥料学》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道德意识、科学精神、人文意识、家国情怀等思政基本理论融入情感价值目标。通过课程思政教学，使

学生在掌握土壤肥料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德信仰和科

学思维。结合专业知识和德育目标，优化教学大纲、教案等教学资源，确保把立德树人的精神目标融入

到专业课程的教学中。 

4.2. 提升专业教师团队思政素养 

教师是课堂教学的第一责任人，教师的职业道德，专业水平，价值观等都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思

想导向。在《土壤肥料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在讲授专业知识的同时虽时有提及相关思想政治等内容，

但整体思政内容表达较混乱，没有形成课程思政系统。因此，开展教师的德育培训，加强对教师思政教

育与专业课的有意识的融合是非常必要的。教师通过阅读相关理论著作、参加相关讲座、培训等，加深

了解思政教育的理论；然后利用座谈会、交流小组等形式加强专业课老师与思政教师的沟通，提高专业

课教师思政教育实践水平；最后利用课程教学小组研讨会等形式，充分发掘自身专业与课程特点，形成

具有特色的专业课思政教育体系。 

4.3. 改革教学方法 

根据大纲，合理巧妙的对教学环节和教学方式进行设计，挖掘课程理论中存在的思政元素，通过案

例、故事和提问等方法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中，以此教会学生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培养学生实现民族

复兴的理想和责任。其次，从当前发展现状，面对的土壤环境等生态问题为切入点，灵活运用不同的授

课手段融入思政元素，激发学生课程参与的热情，培养学生的独力思考能力以及生态环保意识。此外，

利用在线课程和课程资源开展多种形式的网上教学，激发学生主动学习意识，同时，将含有思政元素的

案列和资料等上传到课程网站，形成专门的课程思政资源库，同时利用线上软件进行交流讨论，以达到

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将思政元素融入实验教学，《土壤肥料学》是实验性课程，不仅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还

要通过基本实验操作培训，解决实际问题。在实验过程中以小组的形式安排实验教学，以此培养学生团

队合作精神。通过关注实验细节，如实验试剂配制、仪器规范操作及废弃试剂处理等，着重培养学生的

环境保护意识、安全意识和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实验结束后，要求学生认真书写实验报告，对实验数

据实事求是地进行记录，分析。对于实验结果出现了偏差，一定要仔细分析原因，形成经验，而不是为

了拿到好成绩而编造或抄袭实验数据，培养学生的学术诚信意识。同时，每个实验报告都要求以论文的

格式进行书写，以培养学生科学研究素养。经过课程学习后，吸纳能力较强的学生参与本学科老师的科

研课题，鼓励他们参加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及“挑战杯”和“互联网+”等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以此激

发他们对科学研究的兴趣，锻炼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实验设计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

强化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心理抗压能力。同时，指导学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论文和专利，训练他们的

科学思维方法和专业写作能力。 

4.4. 优化考核机制 

土壤肥料学课程的考核以平时成绩 40% (包括出勤、平时作业、实践技能操作) + 期末考试 60%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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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考核机制。但在各项考核指标中主要考核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和应用，未将德育环节融入其中。因此，

为了更加科学的对生进行综合评价，完善考核机制，在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中增加思政考核指标。平时

成绩中增加课堂思政表现考核指标。课堂表现指标主要包括线上、线下讨论，实践表现，小组间的协作

表现，以出勤、作业、实践、课堂表现等综合指标均衡考查学生成绩[5]，实现全过程育人。在期末考试

试卷中则融入含有思政元素的客观题或主观论述题，以此考核学生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考核德育素养。 

5. 结语 

高等教育的本质是为了育人，全面推广和实施课程思政建设是高校实现育人目标的必要手段。土壤

肥料学我校园林专业开设的一门基础课程，也是新农科专业建设的必修课程，进行土壤肥料学课程思政

建设，是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选择，也是“新农科”建设的内在要求。因此，挖掘课程

中的思政元素，丰富课堂教学方法，充分发挥专业课程育人作用，真正实现教书育人的真正功能。培养

具有高综合素养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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