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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是国家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幸福感提升

的重要抓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简称水保专业)长期以来一直重视专业教育

与课程思政教育的有机结合，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从课程思政的历史出发，从水保专业实践与课堂教

学的结合、水保专业课程与行业标准的结合等方面阐述了水保专业与课程思政的关系。分析了水保专业

开展课程思政教育的必要性，指出课程思政教育存在的问题：缺乏科学的课程体系设计、学生及教师思

想政治素养参差不齐、课程思政的考核和评价体系较为模糊等。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如下建议：在水保

专业构建全面的课程思政教育体系；增强创新教学力度，提高教育者自身素养；加强教师间及师生间的

联系，提升课程思政的协同育人效应；完善考核和评价制度，注重课程思政教育的成果评价。同时，把

教师科研成果与教学相结合，帮助学生了解专业知识，提高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增强学生科研素质，

提高学生专业凝聚力，激发学生学习热情，推动水保专业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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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key component of Chines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programs of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and Desertification Control (SWCDC) initiate efforts that meet the demand of sus-
tainab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or local communities. The SWCDC Program of 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 has long recognized the importance of combining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curricu-
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IP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over 
the past decades. This study starts with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IPE, the ties between SWCDC 
and CIPE are expla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mbined SWCDC professional practice, class-
room teaching and industry standards. The necessity of carrying out CIPE in SWCDC program is 
discussed. Perspectives on the issues of CIPE at present required to be solved may include the lack 
of scientific curriculum system design, the unbalanc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teracy of students 
and teachers, and fuzzy evaluation system of CIPE. In order to improve CIPE, we proposed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CIPE system for the SWCDC program; strengthen innovative teaching and to im-
prove teaching skills of instructors; to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amo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to enhance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effects of CIPE; to develop an appropriate evaluation 
system that focuses 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results of CIPE. At the meantime, the instructors 
should introduce the updated scientific research results during the teaching in order to facilitat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their adaptability to the changing society, 
enhance students’ scientific research skills and professional cohesion, stimulate students’ enthu-
siasm for learning,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W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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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课程的育人作用。2017 年 12 月，教育部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

提升工程实施纲要》中提出，大力推动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课堂教学改革，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

系教育的有机统一[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作为一所首批入选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名单的教育部直属

全国重点大学，以农林学科为优势，立足西北，面向全国，始终将培养诚朴勇毅的高素质人才作为自己

的使命。而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以下简称“水保专业”)是该校的国家级特色专业和陕西省“名牌

专业”“一流专业”，并入选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该专业教学团队曾荣获陕西省教学

团队称号，先后荣获陕西省教学成果二等奖、一等奖、特等奖，在课程思政与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方面，

长期以来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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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思政的简要历史 

课程思政是由上海高等院校牵头，探寻将传统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即将原来具有针对性

的思想政治课程向专业课、通识课渗透[2]，将思想政治理论知识融入到专业课、通识课中，从而使高等

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全方位、多层次地渗透到每门课程的教学中。课程思政的主旨是把“立德树人”作

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优秀社会主义接班人。 
根据其发展历程，课程思政经历两纲教育(2005 年起)、整体规划大中小学德育课程(2010 年起)、思

政课程到课程思政(2014 年起) 3 个重要阶段[3]。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并不是简单的词序的调换，二者的

概念及内涵有所不同。高校的思政课程一般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形势与政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课程，每门

课程均具有鲜明、突出的特点。而课程思政则不同，其具有包容性、互补性、渗透性、全面性，是泛化

的合作共赢的概念，不是特定的某一门或一类具体教学科目或某一教育活动，它是学校育人的所有教学

科目和教育活动，其特点是以课程为载体，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灵魂，让思想政治元素融入到专业课堂中

[4] [5] [6] [7]。 

3. 在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中开展课程思政教育的必要性 

课程思政的实质是一种新的教育理念、一种新的教育思维方式，即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

学的各环节、各方面[8]，任何课程、任何教师、任何环境均具有对学生开展德育教育的责任。笔者运用

德育的学科思维，提炼课程中蕴含的文化基因、德育功能、精神传承，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化、

生动化，在“润物细无声”的知识学习中融入课程思政的信念和精神[9]。课程思政教育的目的是让每门

课程都有育人效果，每位教师都可承担育人责任，形成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课程育人的“三全”

育人格局[10]，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3.1. 教育者角度 

教师在高等教育活动中具有引导、控制的地位，是教书育人和课堂教学的第一责任人，是课程思政

教育的主要依靠力量。教师要在认识上，明确思政教育不仅仅是思想政治教师的事，而是所有教师在育

人过程中都要做的事，同时也是高等院校行政后勤教辅人员要做的事，要做到全面发动、全面提升、全

课程渗透[11]。唯有如此，高校才能做到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

育人的格局。 

3.2. 课程体系角度 

在水保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上，各高等院校教务处应注重加强“价值引领”功能。因为课程思政不

是在课程知识体系中强加思政内容，而是结合具体的课程有效地将育人功能融入到课程教学中[12]。总的

来说，必须将思政教育内容适时适量的融入到高等教育的培养方案中，弘扬爱国精神、奉献精神、敬业

精神、团队精神，在课程教学中融入挫折、规则、合作共赢意识教育。 

4. 在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中开展课程思政教育存在的问题 

4.1. 课程思政教育缺乏科学的课程体系设计 

虽然水保专业的课程学习与思政课程中相关的理论政策及国家最新动态联系较为紧密，但是与其他

专业一样存在很多共性的问题。比如，在较短的时间内在专业课中合理高效地融入思想政治理论知识具

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在课程思政教育的实际操作中，教师应根据自身经历、自己的科研领域、自己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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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开展相应的课程教学活动，各专业课教师之间或教学团队之间要进行有效沟，实现全员育人、全

方位育人。目前，课程思政教育仍处于摸索阶段，尚无一套完整的、科学的、有针对性的课程体系设计，

专业课和通识课授课教师需从思想政治课程教学中吸取思想政治元素，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以实现全方位育人。 

4.2. 学生及教师思想政治素养参差不齐 

由于学生就业或继续深造竞争日益激烈，学生更加注重实用性较强的专业知识理论教育和技能教育，

或花费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准备升学考试、出国考试或英语学习等。而教师的教学科研任务重，部分教

师过分注重专业教育而忽视思政教育，或就思政课谈思政课建设，没有树立全方位思政教育、全面思政

教育、全员思政教育的理念，或单纯形式上的解读文件，生搬硬套并没有和专业发展结合起来。 

4.3. 课程思政的考核和评价体系较为模糊 

目前，各高等院校评教评学系统中较多的是对教师教学情况的评价，包括受学生的欢迎度，教师的

教学责任心，授课技能，课程内容的熟练程度，讲课的条理性、层次性，课后作业、实验或实习报告及

试卷的审阅批改以及课堂师生互动及课后答疑等，缺乏对教师协同育人教学理念的考核和评价。例如，

教师的对学生协同育人教育的输出与学生在每一门课程所获得的思政理论知识的输入达到何种程度可以

视为合格，课程思政教育考核结果是否可以作为教师职称晋升、评优的一部分等等。课程思政的协同育

人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人才，其中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是内在的核心部分，仅仅通过常规的

评教、评学系统往往很难客观公正的表现出来。 

5. 在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中开展课程思政教育的实践探索 

5.1. 构建课程思政教育体系，增强教学创新力度 

课程思政总体要求紧紧抓住教材体系、教学方法、教师教导三大抓手。首先，教育改革得以实践应

用的基础是教材体系的相应发展，从协同育人角度，专业课程、思政课程及通识课程教材体系要具有中

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凸显中国精神。课程思政的核心是思政课程的理论知识，专业课是课程思政教

育实施的载体，因此思政理论课的教学是课程思政教育改革的核心要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大力支持马

克思主义学院的建成，并且于 2018 年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社团，旨在提高学生和教师对思政课程的重视，

为思政教师及热爱思政的同学提供一个畅所欲言的平台，激发了学生学习思政的积极性。 
其次，以课程思政为导向，制定明确的专业大纲，充分挖掘课程教学过程中的德育元素，努力做到

全课程渗透。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的课程内容很广泛，涉及到不同领域的不同学科，每一门课程

都可以为学生开辟一个新的学习领域，因此，要巧妙灵活地结合具体的专业课程内容将思政理论知识渗

透进去。教育者也可以利用自身经历和专业知识储备，在授课过程中准确地为学生规划水保专业在国家

发展、生态保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担当的重要作用，有利于学生树立正能量的职业观、价值观。 
鉴于此，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专业重点出版了具有课程思政特色和元素的专业教材体系。例

如：以《土壤侵蚀》为蓝本，相继出版了《土壤侵蚀原理》和《土壤侵蚀学》。在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

治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项目支持下，先后出版了《水土保持工程学》、《水土保持林学》、《水土保持

农业技术》、《水土保持经济植物栽培学》、《水土保持实验研究方法》、《流域水文学》、《开发建

设项目水土保持》、《水力学》、《土壤学》等 10 余部特色专业建设教材；《水土保持概论》发行 16000
册后得到再版。根据课程体系的基本框架，提出了 16 门基础课、5 门专业基础课、8~10 门专业课和 12
门方向选修课作为该体系构建的基本单元。既注重了课程内涵，又考虑了课程的系统组成，减少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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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重叠。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双一流”建设及其它项目的共同支持下不断更新专业核心教材，保

证了内容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前沿性，推动了专业的全面发展。 
再次，注重教学方法的创新，实行小组讨论、案例教学等创新教学方法，避免教师在课堂上唱“独

角戏”的情况，增加学生课后学习内容及平时测验，降低期末考试比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自学

能力和创新能力。教学改革不仅仅是对教学内容的改进，更是对教学方法的创新。随着学生思想更加开

放、自由，教师和学校也应该更大尺度的尝试新的教学方法，如正在高校兴起广泛实施的案例教学法、

课堂分组讨论法、情景代入法、翻转课堂、项链式教学、网络远程讨论等新颖的教学方法均可以让学生

在课堂有更多的参与性和获得感，从而“润物细无声”的将理想信念层面的精神指引融入知识中去。学

校和教师要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做到“互联网+”课堂，“智慧”课堂，依托网络大平台，丰富

课堂知识，开展远程教育。 

5.2. 发挥课程思政的协同育人效应 

“课程思政”教学构建了符合我国实际的多方协同育人模式，这个模式立足于国家生态环境建设的

新格局，很好地实现了人才培养与国家重大需求的对接[13]。教师们共同提高专业知识水平、分享教学经

验和交流教学科研成果，推动专业建设和科研成果共享，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完善人才培养体系。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在构建以大学为依托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过程中，充分发挥试验场、推广站的基地优势，

在注重理论教学的同时，更强调培养学生的科研动手能力，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合理的实践育人课程体

系和培养方案。在育人过程中，教师、研究员和工程师交叉互动[14]，确保了培养目标、人才规格、知识

体系与综合能力培养紧密结合，教学活动与学生未来职业能力训练有机衔接，既适应了生态环境建设内

容的变化及发展趋势，又体现了专业人才培养的育人规律，形成了符合新时代特征的水土保持与荒漠化

防治行业需求的综合治理人才的培养模式[15] [16]。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保专业超过 80%的教师为中共党员，以系或教研室为单位每周定期组织党员活

动，学习最新的国家大政方针、了解行业动向及探讨如何将这些思政要素融入到专业课教学中来，切实

提升教师队伍的育德能力和育德意识，充分利用课堂主渠道做好立德树人工作。在教师的引领下，超过

95%的学生积极主动参加入党积极分子培训或学校、学院开设的党课学习，约 30%的学生毕业时成为中

共正式党员或预备党员。 

5.3. 完善考核和评价制度，注重课程思政教学成果的评价 

课程思政教育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因而对教师课程思政教学成果的评价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科学的思政教学成果评价不仅有利于找到适合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方法、有利于对课程体系的设计

与调整，也可以加强教师注重“协同育人”的教学理念。评价原则要站在“大思政”的背景下，强调教

育合力，构建全方位、全员、全课程育人的大熔炉，不可单纯地就思政课评价思政课。总而言之，课程

思政评价体系要多方面考虑，根据教师不同的身份，如辅导员、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班主任、导

师等不同的角色分别采取不同的思政评价体系。同时，课程思政评价体系的结果可为教师设立奖惩机制，

从而提高教师科学育人的积极性。 

6. 在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中开展课程思政教育的效果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保系教师在课程思政这一概念提出之前就已经开始将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做了实

践性探索，注重将专业课知识与思政课结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挖掘水保专业课程与水保行

业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和做

人做事的基本道理融入各门专业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及日常生活中，激励学生自觉把个人的人生理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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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融入到国家和民族的伟大事业中去。同时，教师为学生讲述与生态、水保有关的国家发展新政策及

水保行业的新发展，努力做到专业知识紧紧跟随世界学科前沿，极大地丰富、更新了教学内容，提高了

学生学习和科研的兴趣，真正做到了从选题、申请、研究到取得研究成果四大过程始终将质量放在首位。

课程思政教学成果推广取得了重大进步，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6.1. 培养了大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靠接班人和“又红又专”复合型全能人才 

由于长期以来水保专业所有课堂都充分发挥了其专业和思政育人功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水保行业自我的身份认同感。因此，水保专业毕业学生从事本专业工作的比例稳居学校各专业

前列。抽样调查表明，三届(2005、2009、2012 届)毕业学生在行业的稳定率达 75%以上。此外，毕业学

生在水保行业工作中涌现一大批杰出领军人才，包括长江、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局长，研究所所

长，项目总工和扎根一线的水保专业从业者，著名大学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万

人计划”和“千人计划”等国家级人才项目入选者及众多在教学科研一线的大批科技工作者等。 

6.2. 为专业发展注入活力，推动水保专业持续发展 

近年来水土保持问题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保专业入选教育部“双万计划”，是

国家级特色专业、陕西省名牌专业、陕西省一流建设专业，连续 8 年被中国科学评价中心评为五星级专

业，排名全国第一，专业建设成就得到媒体的广泛肯定。中国教育报以“产学研用协同培养新型水保人

才”、西安晚报以“让教与学都成为一种享受”为题进行了专题报导。“榆林科技治沙社会实践活动”

受到中央电视台的播报。思政课程的开展为专业注入新的活力，对实现学生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和

高素质的培养大有帮助，推动水保专业稳步发展。 

6.3. 提高了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 

学生就业率由 87.54% (1999 年)上升 96.56% (2017 年)，考研率为 33.34%上升到 54.12%。700 余名学

生开展了科创与社会实践项目 135 项，183 人自发接受企业培训。10 名学生研发的 2 项专利直接应用于

水保监测。1 名学生 2016 年获国家林业局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本科生组建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革命

母亲河记录工程调研队”获 2016 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三下乡社会实践优秀团队”称号。在校水保

专业学生利用所学专业之长，创办了土壤修复生态公司，受到李克强总理的关怀。 

7. 结语和展望 

本文从课程思政的历史出发，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水保)专业实践与课堂教学

的结合、水保专业课程与行业标准的结合等方面阐述了水保专业与课程思政的关系。分析了水保专业开

展课程思政教育的必要性，指出课程思政教育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本文可为开设水保专业的

其它高校及其它相关专业开展课程思政建设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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