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3, 13(11), 8483-8487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11310   

文章引用: 张易龙, 刘谦. 协同创新视域下的农业职业院校“大思政”课程教育体系研究[J]. 教育进展, 2023, 13(11): 
8483-8487. DOI: 10.12677/ae.2023.13111310 

 
 

协同创新视域下的农业职业院校“大思政” 
课程教育体系研究 

张易龙，刘  谦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收稿日期：2023年10月2日；录用日期：2023年11月1日；发布日期：2023年11月8日 

 
 

 
摘  要 

职业院校所开展的思政教育具有一定的多样性特点，而这一特点恰好能够为协同创新理论提供一个更为

宽阔的实践场景。在协同创新视域下所开展的“大思政”教育，不仅需要遵循教育的客观规律，同时还

需要重视教育各要素之间的协同与合作。本文主要以农业院校为例，试着分析了协同创新视域下农业职

业院校“大思政”课程教育体系的相关内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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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rried out by vocational colleges has certain diversity 
characteristics, which can precisely provide a broader practical scenario for collaborative inn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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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theory. The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rried out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l-
laborative innovation not only needs to follow the objective laws of education, but also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various elements of education. This 
article mainly takes agricultural colleges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relevant content of the 
“Grea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education system in agricultural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for reference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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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农业职业院校是强农兴农的国之重器，院校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标，在实现我国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在协同创新视域之下，对于农业院校而言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大思政”课程教育体系，充分发挥出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之间的协同效应，为我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

复合型农业人才。 

2. 协同理论和思政教育之间的关系 

首先，从思政教育的特征角度分析。思政教育主要是以学生为主要培养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思政教

育主要以培养学生三观为主要任务。但是，由于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对于客观世界的认知与反

应也会存在差异，从而就导致了学生思维上的不同，甚至还有一些学生已经出现了思想偏差的情况[1]。除

此之外，由于大学生本身的思维就处于较为活跃的阶段，加之当前我国信息技术的发展速度在不断加快，

多元文化的出现也对大学生的思想造成了一定的冲击，甚至会影响到他们的价值观念。上述因素都使得思

政教育的开展环境更为复杂。在此背景下，加大思政教育力度，通过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教育，能够帮助大学生树立起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在这一过程中融入协同理论，将更有利于

实现多主体与多渠道的协同。其次，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角度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环境以及所

面临的主体本身都具有复杂性这一特点。为此，学校需要根植于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并通过加强思政

教育阵地建设，来全方位推动教学改革，以进一步增加思政教育的有效性，尽可能地降低多元文化对学生

所产生的不良思想冲击。在协同理论背景之下，各类影响学生的观念可以理解为是环境因素，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则可以看作是序参数，这一参数能够对其他的因素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引导大学生在多元文

化思潮之下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与思想道德观念，最终为我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3. 农业院校“大思政”课程体系教育目标 

农业职业院校承担着为我国培养以及输送新时期知农、爱农的专业型农业科技人才的重任，对于推

动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人们固有的印象之中，会把农业专业与传统农业完

全联系到一起，这使得当前农业院校的学生无论是在选择专业的时候，还是在进行就业的时候都容易被

忽视，导致此类情况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教育环境所存在的不足。以农业职业院校而言，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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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学校往往会把教学重点放在农业专业知识传授上，但是却忽视了把该专业与学生的人生理想规

划等结合到一起，导致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容易缺乏目标与动力。在此背景下，学生在毕业后选择从事专

业相关领域的热衷度也会有所下降，使得农业技术类人才流失。从宏观角度来看，这对于我国农业科技

的发展十分不利。基于此，通过“大思政”课程的融入，能够帮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三观，引导学生走

向更为正确的道路[2]。“大思政”课程从本质上而言是做人的工作，因此该课程体系在建设过程中也需

要把学生放在主体位置上，围绕学生开展相关工作，无论是学校还是教师都应该在教学与生活中重点关

照学生，以全面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与思想道德素养，使学生形成高尚的思想情操，并帮助学生树立起

学习农业的热情与信心，为我国培养出更多高素质的农业科技类人才。 

4. 协同创新视域下农业职业院校“大思政”课程现状 

协同创新视域下农业职业院校“大思政”课程现状，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来分析。第一方面，从“三

农”情怀的角度分析。“三农”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国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

点就是人才。对于农业职业院校而言，在教学中则需要重点解决学生“爱农”情怀不深、以及“学农”

兴趣不高等问题[3]。农业职业院校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想要实现最终的培养目标，单纯依靠思政课程是

无法达到较为理想的效果的。因此，需要基于协同创新视域建立“大思政”课程，从多角度来对学生开

展思政培育工作，使学生在提升思想水平的过程中，也能够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素养等。

但从现阶段实际情况来看，一些农业职业院校中的课程与思政理论之间并没有形成协同育人的效应，其

“大思政”课程体系的建设也存在诸多不足。第二方面，从教学资源的角度分析。如今我国农业处于从

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此背景下我国农业的智慧化程度也在不断提升，各类现代

化技术被充分运用到农业领域之中。因此在这一时期中人才的作用就更为突出。对于农业职业院校而言，

还需要依据我国现阶段农业发展的形势，积极开设多元化的农业教学，设计针对性的教学方案，并经常

组织学生到红色教育基地等进行参观。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当前农业职业院校思政教学资源还相对比较

匮乏，难以满足新时期对于现代化农业类人才的实际需求。第三方面，从思政教师队伍的角度分析。现

阶段在农业职业院校中，思政教师、辅导员以及专业教师之间并没有形成合力。事实上，教师队伍的建

设质量会对“大思政”课程体系建设的效果产生较为直接的影响，也关乎学生能否在学习的过程中把握

正确的政治方向[3]。辅导员属于学生思政教育的第一线，也属于学生思政教师的范畴。无论是在学习上

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辅导员都需要承担着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的作用，帮助学生正确看待当前世界和中

国的发展趋势，能够拥有远大理想自觉承担起属于自身的责任。而对于思政教师与专业教师而言，更是

承担着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和义务，除了需要对学生传授专业知识外，也需要承担起学生的德育教

育义务，充分发挥出自身的育人功能。 

5. 协同创新视域下农业职业院校“大思政”课程体系构建 

5.1. 以专业为平台，以社会资源为依托 

“大思政”课程体系构建的过程中，需要把课程放在核心位置上，而课程管理则是进行课程建设的

基础。在协同创新视域下农业职业院校在构建“大思政”课程体系时，不能够单纯把该课程当作是普通

的思政教育，也不能把思政教师当作唯一的教学主体。以农业职业院校为例，在构建“大思政”课程体

系的过程中，教师需要跳出“各自为战”的局限性，由专业负责人、专业课教师以及辅导员等组成一支

专业化的协同育人教师队伍[4]。在此背景下，农业职业院校在构建“大思政”课程体系的过程中，能够

逐步形成“全员皆教、人人皆师”的育人局面。除了需要以专业为平台之外，也需要把社会资源作为依

托，利用实践进行育人。如果单纯理解育人资源，我们可以把它等同于教育资源。在协同视域下农业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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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院校构建“大思政”课程体系的过程中，需要善于使用社会这一庞大的“资源”，尝试把“实践课堂”

搬到更为广阔的天地之间，使整个教育场景得到拓展，通过真实的活动来引导学生实现从“小我”到“大

我”的蜕变。时代在不断发展，如今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可以利用到的资源有许多，作为教师而言就需

要对这些资源进行科学的筛选与整合，从中选出适合农业职业院校学生的资源，并使其在人才培养的过

程中发挥出最大的价值。总之，从“大思政”课程的角度而言，其主要目标在于育人。传统课程常常会

把教学局限在课堂内，所关注的重点则是理论知识。而在协同创新视域之下，无论是学校还是教师在育

人的过程中都需要及时改变以往“重理论，轻实践”的误区，做到理论与实践两手抓。比如，农业职业

院校可以为学生专门设置实践学期，把人才培养与社会资源整合到一起，建立实践育人课堂。在这一过

程中，通过社会资源的引导，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我国农业行业的发展现状，并以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

作为依托，为学生呈现出真实的职业环境，以进一步提升育人的整体效果。 

5.2. 打造立体式教学 

在“大思政”课程体系构建的过程中，融入实践环节，将更有利于实现思政小课堂和社会这一大课

堂的统一。首先，作为农业职业院校而言，还需要把绿色元素融入到“大思政”课程体系构建的过程中。

在新时期中，我国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视为农业职业院校思政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平台，

使思政教育所具有的“红元素”能够与农业的“绿元素”有机结合到一起，更有利于强化学生的“三农”

情怀。其次，在打造立体式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尝试为学生创造出一个沉浸式的实践课堂。实践教学与

理论教育有所不同，在实践的过程中学生更容易感受到思政教育并非是死板且枯燥的，相反思政教育也

可以是充满趣味性的，而这一特点也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参与到思政教育之中[5]。其实，相较于一般学

校而言，农业职业学校在实践教育中具有更为显著的优势，比如学校可以带领学生到乡村振兴的第一线

去开展调查，把乡村作为学生的实践课堂，在增强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同时，也起到了一定的思政教育

效果，使学生在未来毕业后能够坚定自己的想法，愿意走进农村、走进农民、走向农业，为我国现代化

农业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5.3. 聚焦大目标 

目标对于过程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在协同视域下农业职业院校所开展的“大思政”课程体系的构

建，还需要基于党的教育方针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来设置具体的目标以及总的目标。“大思政”课

程体系的构建目标实际上也是一个体系，而该体系构建的总体目标则是“立德树人”，换言之就是为我

国培养出更多优秀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关于该体系构建的具体目标，则是基于总目标而言所进行的更为

细致的划分，划分还需要依据农业职业院校的特点来进行。总之，“大思政”课程体系构建的总体目标，

和农业职业院校中各个专业的课程以及各专业阶段性的目标而言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次，从协同的

角度分析，所谓的协同创新，主要是指在“大思政”课程体系构建过程中所开展的教育活动需要在方向

上保持一致性，其中包含了公共课教师以及专业教师还有管理人员之间的配合，同时还包含了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之间的一致性。比如，在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过程中，作为学校而言需要通

过教师的引导，帮助学生了解当前社会的需求，使学生能够潜移默化地形成爱国主义精神。在此基础上，

通过学生家长个人的成长经历等，把爱国精神这一看似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为较为具体的事件，逐步帮

助学生形成良好的爱国主义精神。 

5.4. 依托新媒体，创新教学方式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其优势也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该技术在当前教育领域中的作用也十

分突出。基于此，在协同创新视域下构建“大思政”课程教育体系的过程中，也需要积极融入新媒体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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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不断创新教学方式。对于农业职业院校而言，可以尝试把农业文化相关的专题放到学校网站之中，

并可以在学校网站内设置问卷调查以及在线测试等内容，让学生在平时能够通过网络来接受德育教育，

充分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与参与度。农业职业院校也可以结合我国当前农业发展的情况，把各类农业专

题放入到学校网站内，同时还可以利用微信平台等，把一些较为抽象的政治理论知识和农业发展以及乡

村振兴等内容结合到一起，进一步提升课程的教学效果。 

6. 结束语 

总之，“大思政”课程体系的构建，并非单纯是对学生开展思政教育，也不等同于一般的思政课程。

尤其是在协同创新视域下所开展的“大思政”课程体系的构建，更是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与参与，使学

生能够在了解思政理论化内容的同时，也能够从真正的实践中去感受思政教育，并逐步形成良好的思想

认知与三观。最后，作为农业职业院校而言，在协同创新视域下构建“大思政”课程体系时，还需要把

新农科建设融入其中，为我国培养出更多复合型农业科技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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