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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高职院校专业课与课程思政相结合，使专业课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形成协同效应，是课程改革的

热点方向。课程思政对专业教师也提出了新要求。在专业课程《乡村社区建设与管理》的教学改革中，

从课程定位来看，需要从课程的客观本质出发；从课程设计和实施角度，巧妙突出“课程思政”；从教

学成效与评价角度，巩固加强“课程思政”。将职业素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农耕文化等思政元素全

面融入教学。通过总结《乡村社区建设与管理》课程的教学经验，围绕课程思政理念，从课程定位、教

学设计与实施、学习效果与反思，探索融入课程思政的教学方法与逻辑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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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it’s the main trend to combine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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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ical so as to form a synergistic effec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lso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professional teachers. In the course delivering 
strategy reform of the course of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the course should 
help th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objective nature of the course;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hould be ingeniously highlighted throughout curriculum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and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hould be consolidated and strengthened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teaching evaluati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such as professional integrity, 
core values, and farming culture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course. By summarizing the delivering ex-
perience of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this paper shows the strategies for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design into the course from the aspects of course orienta-
tion, methods of course delivering and learning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cept. 

 
Key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Rural Revitalization, Farming Cultur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关系到高校培养什么样的

人、如何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1]，立德树人是高校的根本任务与根本职责。专业课程教学更要突出育人

导向[2]，高校的专业课程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要将“课程思政”更好地设计和融入课堂教

学中。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将课程思政元素融入村务管理专业的教学中，对实现乡村振兴的人才发

展具有显著的社会价值和教育价值[3]。目前，各地普遍开展了农村基层干部培训，但由于其本身的特殊

性，有着显著的“趋利性”，即是迫于现实问题和社会压力才去学习，所以，专门开设思政教育课程的

实效性不高。专业课和课程思政结合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笔者通过总结《乡村社区建设与管理》

课程的教学经验，围绕课程思政理念，从课程定位、教学设计与实施、学习效果与反思三个方面来阐释

《乡村社区建设与管理》课程推行“课程思政”的方法与逻辑进路。 

2. 课程定位：从客观本质出发 

2.1. 课程定位的“思政性” 

近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反复强调，要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队伍。“一懂两爱”既

是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也是重要保证。村干部作为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不但要掌握现代农业生产和

经营技能，更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还要有纯粹的乡土情怀和主人翁意识[4]。这就要求我们的课程不仅

需要传授知识和技能，更要育人。过去，普遍注重前者、弱化后二者。课程思政视域下，新时代的课程

定位要从课程的客观本质出发，即乡村社区建设与管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村务管理的学生来自京

郊 3891 个行政村在任的农村基层管理人员，他们有大量的基层经验，但时代在变革，不能用过去的手法

来建设与管理、运营乡村，需要乡村社区建设和运营管理的新理念、新方法。据此，总结概括出课程定

位的思政性：培养造就“一懂两爱”，具有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的新时代乡村振兴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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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课程目标的“思政性” 

课程目标的确定也要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专业课的课程思政改革，贵在知识传授的同时实现价值

观的同频共振[5]，融入思政元素可以帮助学生在工作中解决很多具体问题。乡村社区建设与管理过程中，

涉及到管理体制与模式的知识、社区服务和社区管理的技能、爱岗敬业踏实肯干的素质目标，突出问题

具体集中体现在宅基地、邻里关系、土地流转等方面[6]。村务管理的学生入学水平参差不齐，对学习抽

象理论知识存在畏难情绪。但他们长期在乡村一线工作，有大量实践经验，求知欲望较为强烈。在《乡

村社区建设与管理》课程中，向学生传递有思政引领性的信息，使他们在掌握科学技能的同时，增强认

同感，树立职业理想，这反过来又能促进知识和技能培训质量的提高。因此，课程目标的确定需要充分

提炼“思政”元素：践行“两山”理论；树立扎根乡村、助力乡村振兴的社会责任感；提高发现农村社

区真问题的能力；培育服务创新的精神。 

3. 课程设计与实施：巧妙突出“课程思政” 

3.1. 教学内容的“思政性”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开设村务管理专业五年来，采取双主体培养、模块化教学、多岗位锻炼的人才培

养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针对我国乡村社区建设和管理人才培养相对滞后的现状，结合人才培

养方案，围绕乡村社区相关工作任务的需求，打破学科限制，重构课程内容。在课程内容设计上，实现

了四大融合和六大联动：基础知识与案例调研的融合；课中授课与课前课后学生自学融合；线下小范围

下点教学与智慧线上教学融合；课程思政与德育培养成效融合；章节与案例联动；传统多媒体与智慧教

学资源联动；教师授课与翻转课堂联动；内业学习讨论与下点集中教学多维考核评价联动；教学互评联

动。 
将课程内容设计为四个模块，一是认识乡村社区，二是乡村社区管理组织，三是乡村社区服务和乡

村社区环境建设，四是乡村社区文化建设和管理。在模块设计和内容选取上，充分挖掘思政元素，将职

业素养、时代文明、核心价值和农耕文化等思政元素全面融入教学内容，并分任务、可观测、可测量、

可评价。课程的思政元素映射见表 1。 
 

Table 1. Mapp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course delivering 
表 1. 课程实施中的思政元素映射 

模块名 思政元素观测点 课程思政考核评价点 

模块一： 
认识乡村社区 

培育职业素养 职业归属感 

认识乡村是否从职业归属感出发，是否

结合生态文明，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认识

乡村社区；对优秀传统文化是否兼容并

蓄；考察对城乡融合的理解 

传承农耕文化 精耕细作、天人合一、 
疫情背景下乡村的响应 

建设生态文明 
“两山”理论、“山水林田湖草沙” 

理论、北京历史文化传承、耕地和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粮食安全 

模块二： 
乡村社区管理组织 

培育职业素养 团队意识、“铸根京郊”精神 

观察团队配合程度；考察学生的家国情

怀；考察学生对“党领导一切”的理解；

考察对乡村振兴的实践理解；抗击疫情

事迹分享 

传承农耕文化 家国情怀、文化自信、多民族交融、 
以德治乡 

建设生态文明 乡村垃圾分类 

重大方针政策 乡村振兴战略、党领导一切、基层治理

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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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模块三： 
乡村社区服务和 

乡村社区环境建设 

培育职业素养 为人民服务、国家行业规范、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是否体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考察 

对国家法规政策的理解；在乡村社区 
环境建设中是否具备环保理念； 
是否采用乡土材料；是否优先选取 
当地树种；考察学生如何理解 

“以人为本”；考察人居环境整治 
的精细度 

传承农耕文化 尊老爱幼、“大国三农”情怀 

建设生态文明 人与天调、道法自然、“三生”空间、

乡土材料、当地树种 

践行方针政策 “海绵城市”理念、节能节水节地理念、

生态红线 

模块四： 
乡村社区文化 
建设和管理 

培育职业素养 团队协作、审美水平、服务意识 考察学生在小组合作讨论中是否 
做到和谐、平等、诚信和敬业； 
考察学生在乡村文创中是否融入 
生态环保理念；是否传承赓续红色 
基因；是否传达对文化遗产的尊重 

传承农耕文化 一二三产融合、赓续红色基因、长城文

化带、双碳行动 

融入核心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思维 

3.2. 教学实施的“思政性” 

根据以职业岗位需求为导向，兼顾京郊农村经济发展的育人目的，结合企业调研、岗位能力分析、

人才培养方案，采用多种创新教学方法来提升教学效果，如课堂讲授法、案例研究法、分组探究研讨法、

旋转木马等。同时，采用个人学习与小组学习耦合的方法，引入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PBL)、小组合作学

习(TBL)和雨课堂，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导入和设计不同的资源与活动环节，增强教学互动。 
具体实施过程中，思政性主要体现在： 
第一，践行“两山”理论，倡导生态文明。 
2005 年，习近平首次明确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论断。随着实践的探索和理论的深

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7]。结合课程教学，讲授乡村

社区环境建设与管理时，导入“两山”理论的起源和背景，分析生态文明的意义和价值，让学生更好地

领会乡村振兴二十字方针。讲授乡村社区环境建设与管理时，采用的教学过程见表 2。教师进行巡视和

引导学生讨论，进一步强调“两山”理论的战略意义、鼓励学生在工作和学习中倡导农村居民走生态与

经济良性循环的发展之路。下点教学探访农村垃圾整治环节教学中，结合人居环境整治相关内容，引入

中国传统农村采用循环农业的案例，让学生从理论上和实践活动中真正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在乡村振兴

中的地位。讲授农房整治相关内容时，强调中国民居建筑总体讲究谦虚低调、互为尊重的价值取向。很

多农村建筑贪大求洋、盲目攀比、外观老旧、无地域特征，存在“只重外观、不重功能”、“只重单体、

不注重环境”的错误观念。整治时要考虑色彩与风格统一，外观质朴、优雅得体、尺度合宜，创建彰显山

水格局、展现高低错落、与周边自然环境有机融合的乡村社区。 
第二，坚定文化自信，传承农耕文化。 
2015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指出，“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

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8]。乡愁传承着历史记忆，延续着文化血脉。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传

承农耕文化。西方现代工业思维使我们的传统农耕文化面临重重危机，发展空间逐步萎缩，知识体系逐

渐消失，文化遗产过度包装，遗产传承后继无人。医治这个困境的“解药”，不在西方在东方，不在城

市在乡村[9] [10] [11]。发展乡村旅游一体化有助于乡村振兴的实现[12]，讲授乡村规划时，倡导学生深挖

乡村文旅元素，开发田园农耕、传统民居、民俗风情等文旅产品，充分利用祠堂、庙宇、戏台、古井等

既是农村文化设施，又是文旅产品的项目，选择乡土材料，最大限度反映乡土风俗，恢复和保持乡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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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魅力，同时，打造村史馆、民俗馆、乡村图书馆等传统文化和生活设施，实现乡村生活旅游的叠加

功能[13]。讲授乡村社区环境建设时，突出“三生”空间营造，引入有机农业、野外研学、捕捞采摘、风

物特产制作，手工作坊等体验产品，构建乡土大地景观、策划特色节庆活动，打造“一二三产”融合、

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的乡村环境。讲授农房整治时，强调乡村社区建设不仅要塑造“颜值”，还要体现

地域性，显示民族特色、乡土特色，打造唯我独有、富有文化内涵的村庄风貌。 
 

Table 2. Examples of teaching strategies in rural community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表 2. 乡村社区环境建设与管理教学过程示例 

教学环节 学习内容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教学手段/ 
教学方法 设计意图 

实施厕所革命 
15 分钟 

厕所革命的 
目标任务、 

农村公厕应该 
是什么样子 

学生利用收集资料的搜集， 
以小组分工的形式 

进行讨论 

引导学生观看 
视频、讨论 

讨论、 
视频展示 

引导学生主动 
讨论、交流 

农房整治 
30 分钟 

整治内容、 
整治形式、 
屋面整治、 
墙面整治、 
风貌导引 

请学生提前在生活中拍下 
或者收集自己村内农房的 
照片；判断整治内容： 
保持现状、局部整治、 

全面整治；讨论整治形式； 
选取不同材料，请学生 
将材料贴到模型上； 

学生投票选择优秀的整治 
方案；不同风格新建集中片区

让学生讨论选择 

制作课件， 
显示不同整治形式、

不同材料， 
形成整治方案、 

巡视指导 

课堂展示、 
学生讨论 

过程分析、 
审美提升、 
旋转木马、 
海报选拔 

农村垃圾整治 
30 分钟 

生活垃圾、 
公共环境垃圾、 
农村生产废弃物 

请学生提前在生活中拍下或者

收集三种农村常见垃圾的 
照片；学生根据教师展示的 

学生照片进行讨论 

教师将学生收集 
提交的照片编辑到

课件中，请学生介绍

并引导学生讨论 

翻转课堂、 
下达任务、 
编辑课件、 
课堂展示、 
学生讨论 

分析信息、 
探究原因 

村庄绿化美化 
15 分钟 绿化树种选择 

教师提前收集相关资料， 
请学生判别、分析村庄绿化 

树种如何选择 

下达任务、 
巡视指导 

讨论、 
讲授 

信息检索能力、

沟通能力 

 
第三，下沉实践服务，助力乡村振兴。 
要结合学校特色开展课程思政。小学教育强调价值理念传递，告诉学生“是什么”；中学教育则是

探究“为什么”；大学及以上的学习则要侧重于如何践行这些价值理念。作为农业职业院校，需要我们

的师生下沉到实际，教学要更好地为实践铺路，乡村建设与管理课程更是当仁不让要参与助力乡村振兴。

就农村公共服务来说，虽然当前脱贫攻坚已取得决定性成就，但公共服务、设施的短板仍十分突出[14]，
还普遍存在资金短缺和服务专业化、质量有待提升等问题[15]。进村教学中，学生反映他们所在的乡村社

区服务与建设基本是根据上级指示，仅有少数乡村依托特色产业开展社区服务，大量的乡村缺乏专业化

服务组织。有的乡村社区干部群众甚至认为农村社区建设就是发展农村经济，对于专业化服务不甚了解。

在教学中，要从“服务共同体”的理念出发，将基层党组织、外源型社会组织、内生型乡村服务志愿者

等缔结起来，形成合作共赢的价值共同体、以人为本的目标共同体，长期驻村精准服务的功能共同体和

深度参与稳定在场的感情共同体[15]。讲授乡村社区管理组织时，针对乡村社区存在过度行政化问题时，

植入乡情乡愁，有效凝聚人心，通过乡村内嵌的教化功能，倡导开展邻里百家讲坛、“最美乡贤”、“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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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媳”、“好婆婆”、“文明家庭”、“最美庭院”等评比活动，成立百家宴席互助组、退役军人服务

队、巾帼志愿服务队、“女当家”合作社等，从个人层面调动居民的参与感，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从

村庄层面增强村民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提升村庄自组织的能力，从政府层面扩大宣传空间、增加宣传途

径、扩展宣传形式，从市场层面深化服务的社会化、市场化，通过村民的互帮互助，协同社区、政府和

经营主体，提升服务的品质。这些，都有赖于在教学中，使学生深刻理解、领悟相关逻辑，在上传下达

的工作中，更好地实践乡村社区组织形式，助力乡村社区形成有法律强制力的“法治”体系和有道德约

束力的“德治”体系。 

4. 教学成效与评价：巩固加强“课程思政” 

4.1. 取得成效 

通过融入新技术的创新教学，挖掘课程应用的普遍性，提升课程任务的挑战度，突出课程内容的思

政度，提高了整体教学效果。学生参与度明显提升，自主学习能力显著增强，团队协作能力有所提高，

实践创新能力得到锻炼，从教学反馈来看，学生对课程的认可度也比较高，他们在乡村振兴工作中也更

加有底气，更加得心应手了。 

4.2. 教学评价 

为提升课堂教学效果，落实立德树人，积极探索《乡村社区建设与管理》课程设计和融入课程思政

的方法进路，在课程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教学成效和学生满意度均得到了提升。课程组采用“知识、

能力、素养”三位一体的评价体系，实现“传授知识、训练技能和提升素养”的有机结合，也凸显了润

物无声，桃李自芬芳的课程特色。 

5. 结论 

“立德树人”是高校教育之本，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实现三全育人。课程定位充

分考虑“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实施巧妙突出“课程思政”，教学评价巩固加强“课程思政”。牢牢

抓住课程思政的切入点，放弃单纯说教灌输。很多学生反映上这门课之前，长期在乡村一线工作，也在

学校学了很多专业知识，但是不知道如何应用到乡村当中，学习本门课程之后，他们豁然开朗，发现自

己的专业知识有了用武之地，过去的短板也得到了极大提升。 
虽然通过融入“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有不足之处。比如乡村运营实践教

学不足、学生综合协调能力有待提高等。需要课程组结合社会和企业、校内其他学科的力量，整合提升

乡村运营管理方面的教学资源。课程组也鼓励学生在工作中多尝试、多讨论，引导他们在实践中总结经

验，提升综合协调和管理能力，从而更好地建设好、管理好乡村社区，更好地助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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