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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教育是中国高等院校教学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通过对我国高校农学专业课程《农业生态学》

进行思政教学改革探索，从教学内容中提炼出课程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政教育功能，并在传

授理论知识的同时，注重思想价值观念的引导，在“润物细无声”的知识教学中融入国家和社会政治理

念；同时，提出课程思政教学的实施建议和考核方案，为新形势下中国高校专业课程的思政教育创新与

实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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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urriculum is the key point to finishing the teaching 
reform i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rough implementing this reform in the agri-
cultural major course Agricultural Ecology, the article tried to refin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oughts inside this course, and gave full play to its functions of related education. While em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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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it is also important for teachers to give a lead in thoughts and values, 
and teach students the right outlook on country and society. At the same time, the article has put 
forward implementing suggestions and related assessment methods towards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ion,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nnovation process of ideolog-
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Agricultural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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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阶段，我国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期，需要许许多多有理想、有文化、有爱国奉献精

神的建设者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我国高校是“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执行者，肩负着为国

家“教书育人”的重任。2019 年 8 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指出农业类高职院校要根据新时期人才培养

目标，进一步发挥专业资源和人才优势，切实提升思政课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提供人才储备。 
新的时期，我国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高度重视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美丽

中国”写进了党章和宪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

作队伍”。2022 年 10 月 16 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

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

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这一系列大政方针为我国高校农业类人

才的培养目标，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方向[1]。2020 年 10 月 29 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二〇

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

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

显著，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2]。我国要顺利实现这些宏伟目标，就必须进一步加

强农业建设人才的培养和农业生态文明建设。 
《农业生态学》是我国高等院校农学专业的核心课程，是一门适宜打造专业知识和思政元素相统一

的应用创新型课程。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农业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理解农业农村生产的技术和规律、

规范农事活动并自觉遵循自然生态规律，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奠定思想、理论和

法制基础，进而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经过近几年的教学体会和探索，现将本课程思政教学实施方案总结

如下。 

2. 明确课程思政教学的指导方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各类课程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因事

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思政课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各专业课程都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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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共同构建“课程思政”。 
《农业生态学》是我校农学专业倾力打造的一门专业知识和思政元素相统一的核心课程，要求教师

以课程知识为载体，充分挖掘隐含在《农业生态学》专业知识中的思政元素，在课堂中渗透“课程思政”，

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优良的道德品质，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真正做到“传道、授

业、解惑”，助力学生全面发展[3]。 
当前，我国极少部分高校及教师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战场”，是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的“主业”，学生专业知识的学习掌握与专业技能的提升是专业课程的职责所在，从而不

可避免地出现思想政治理论课与通识课程、专业课程各自为政的问题，影响了高校育人的效果[4]。这种

想法显然与习主席关于高校思政教育的指示相悖，是我们工作中必须竭力避免的错误认识。 

3. 发掘课程思政教学的切入点 

教学过程中，我们选择陈阜、隋鹏主编的《农业生态学》(第 3 版)为教材。本教材的主要内容包括“农

业生态学概论”、“生物种群与群落”、“农业生态系统”、“农业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

“农业生态系统的评价与优化”、“生态农业与可持续发展”六大章节[5]。根据不同章节的内容特点，

我们在掌握课程核心和主线的前提下，按照学科知识体系，从不同侧面因事而为，嵌入思政元素。 

3.1. “农业生态学概论”思政元素设计 

这一章节主要包含农业生态学的发展史、研究内容、发展趋势以及我国农业面临的主要问题等内容。

教学过程中，可以嵌入如下思政元素的教学： 
1)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 
我国古人很早就对生态环境就有了深刻认识。在讲述“生态学形成和发展历程”的时候，引入我国

古代先民在《尔雅》《齐民要术》等著作中关于动植物与生态环境关系的论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诸

多实例彰显了我国古人的智慧与文化积淀。以此内容为题，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

信心。 
2) 认清我国农业生态的现实状况，增加农业生态建设的紧迫感和忧患意识 
古人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生态环境有了较大改观，但在一些地区仍存

在着较为严重的生态危机：如土地荒漠化、生态入侵、乱砍滥发、气候异常等，时时在威胁着我们的生

活。鉴于此，要深刻理解我国“精准生态扶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等社会生态

意义，并着重培育学生的生态忧患意识。 
3) 激发对革命先辈的敬仰 
我国各个地区都有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国家自然保护区、省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生态旅游地。

以四川省为例，有松潘草地、夹金山、甘孜红军会师遗址、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等很多壮丽的风景及

革命遗址，其背后都蕴含有惊天动地的革命英雄故事。在讲授我国生态环境现状的同时，可以巧妙引入

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若尔盖草地的故事。通过融入革命经典事迹，一方面，让学生铭记历史，珍惜当下

幸福生活，继承和发扬革命英烈精神，同时也激发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自豪感。 

3.2. “生物种群与群落”思政元素设计 

本章主要讲授生物种群特征、种间关系、生物多样性、生态适应性、生物群落演替理论及应用等内

容，可以从如下几方面嵌入思政元素： 
1) 培养团结互助的社会意识 
生物种群间既有竞争关系，又有协作关系。种群内部以互助协作为主。依据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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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自然选择理论，结合当今激烈竞争的时代和社会历史使命，引导青年

学生要团结互助、培养社会主义集体观，建设和谐社会；同时要苦练本领、砥砺前行，增强社会适应性

和自身竞争力，随时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2)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适应性理论表明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各生态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彼

此不可分割。通过多角度、全方位地讲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动案例，促进并强化绿色行动，开展倡

导“地球日”、“环保日”系列活动，打造绿色校园、绿色社区、绿色餐饮等举措，把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价值观贯穿于生产、消费等各方面。 

3.3. “农业生态系统”思政元素设计 

本章主要包括“农业生态系统的结构类型和功能、农业生态平衡、典型的农业生态系统”等内容，

针对这些知识点，发掘如下思政元素： 
强化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观念：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从认识到实践已发生

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同时也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攻坚期，严重农业生态环境的

事件时有发生。通过学习农业生态平衡原理，加深理解国家和社会一系列生态环保法律和制度的必要性、

严肃性，使农业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的“四梁八柱”日益完善[6]，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环境保护法

制观念和生态文明意识。 

3.4. “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思政元素设计 

本章主要有农业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温室效应、农业环境治理以及生物能源开发和利

用等内容，设计思政元素如下： 
1) 提倡低碳生产生活方式，积极开发和推广绿色能源 
温室效应导致全球变暖和海平面上升，自然灾害频发，成为全世界共同面临的气候问题。为此，世

界各国都在积极“节能减排”，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减缓全球气候变暖和环境恶化速度。我国积极

相应国际社会的协定，于 2020 年 9 月 20 日提出的碳减排两阶段目标(简称“双碳”战略目标)。二氧化碳

排放将于 2030 年达到峰值，2060 年实现碳中和。要实现“双碳”目标，我国高校应引导和提倡学生树

立低碳生活理念，提高可持续发展的环保意识。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低碳生活理念，采取农业生产措

施、研究创新低碳技术。同时拓宽学生创新思维空间，开发利用新型生物能源及替代能源，减少不可再

生能源，提高农业生产的能源利用率。 
2) 发展循环农业，减少环境污染 
农业生态系统是半开放式的系统，物质循环要遵循一定自然生态规律。在这一章的思政教学中，结

合目前我国大力推行的秸秆还田、生态种养模式、农业污染物和有毒有害物质的规范处理等农业农村政

策，以农村典型实例，讲解农业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理论；宣传循环农业是实现“山青、水绿、天蓝、

气净”和谐生态目标的主要方式。 

3.5. “生态系统评价与优化”思政元素设计 

本章节主要内容有：可持续发展观理论、农业生态系统评价理论、生态平衡和生态恢复理论等。结

合本章知识点，嵌入如下思政元素： 
1) 展示领先成果，感受科技强国力量，增强民族自豪感 
通过教学“弃耕农田的群落演替过程”、“受损生态系统的反馈调节”等知识点，结合我国在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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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修复方面的政策和成效，如我国森林覆盖率的持续增加、库布齐沙漠的成功治理、华北地区雾霾的

治理成果等，并实例阐释生态系统修复方面做的科研工作及成果，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让学生感受到

中国科技事业的强大力量。  
2) 合理进行生态规划，弘扬大国工匠精神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

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农业类高职院校培养的毕业生与其他髙职院校有所不同，

大多学生都是农科专业，工作和服务对象是农民和农村，思政课应引导学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对

接乡村振兴战略，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做最美村干部、做农业经纪人、做新型农场主。培养学生锲而

不舍、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 

3.6. “先进的生态农业模式”思政元素设计 

本章节主要学习先进的生态农业模式、原理、特点和案例，以及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理论，我们

进行如下思政元素的教学设计： 
1) 贯彻生态文明理念，实现自我价值 
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社会主义乡村振兴战略、绿色发展战略。现在有许多先进的生态农业模式，这些

模式都是依靠人民的智慧和双手奋斗得来的。广阔的农村，大有作为，激励学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实现个人价值。同时以此为出发点，启发和培养学生追求美好生活、吃苦耐劳的精神。

同时，引导学生理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深入思考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形成可

持续发展的理念； 
2) 树立地球是共同家园的观念，明确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责任 
地球是世界上所有人类共同的家园。保护和建设绿色家园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梦想和目标。中国

作为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参与者、引领者，在探索建设“美丽中国”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海洋污染等全球性环境问题。

我们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切实把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加强国际技术交流，

统筹推进“一带一路”相关的生态建设，深化与其他国家的生态保护合作[7]。 

4. 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 

4.1. 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师生学以致用的教学理念 

农业生态学理论来自于自然，是千百年来从农业实践中总结得来的。课程开课前期，要求新生在假

期对家乡生态环境状况进行调查，藉此激发学习本专业的兴趣，强化参与家乡建设的使命感；同时通过

了解农村政策，起到了积极的普法思政教育效果。为达到学以致用的教学目标，教学过程中安排农村调

查、走访、实习、参加科研项目等活动，使学生既能学到理论知识，又增强了社会实践能力。 

4.2. 混合教学模式，重点体现“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 

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可以采取多种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例如，通过案例教学法、视频和录像播放

法，形象阐释了生态学理论，激发了学生爱国、建国的豪情壮志。针对生态平衡理论，让学生列举身边

生态失衡的实例，采用课堂研讨式教学法和头脑风暴法，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法。在学习先进的生态农业

模式内容时，借助当今发达的网络，可采用“雨课堂”、“智慧树”、“QQ 课堂”等网络教学等教学方

式，使学生身份翻转，从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同时起到思政思想教育潜移默化的作用，有效地激发

了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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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重视第二课堂的教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政教育模式 

教师要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开展与奋斗创业相关的主题活动。例如，开展职业技能大赛、农业类高

校思政课教学创新大赛、红色主题实践活动及志愿服务活动等，让学生在各种活动中深化认识，激发奋

斗热情。在教学过程中，带领学生进行野外区域调查，参观农村红色主题遗址，探讨解决农村生态问题，

这样不仅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也对提高学生爱国思想素养，形成科学的农业生态文明发展

观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4.4. 开展创新创业训练，多角度思政元素挖掘 

教师可以指导学生进行创新创业项目的训练，引领学生进行乡村振兴和新农村建设实施方案设计，

还可以结合科研项目带领学生进行科研训练，培养学生勤奋、创新的能力。针对专业特点，指导学生进

行毕业论文设计与开展，强化学生自身素质、拓宽学生就业渠道，加强守法、奉献意识。 

5. 采取持续改进的有效考核方式 

本课程基于思政教改而进行的教学，我们改变传统的期末闭卷考试为主的考核方式，以考察学生的

应用能力为核心，同时考查学生的思政素质。采用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的模式。在传统卷面考评

机制基础上，融入调查报告、实验报告、课堂辩论、“第二课堂”、科研创新创业项目等表现进行综合

考核，并加大过程考核所占的比重。过程考核比例超过 50%，使同学们养成勤奋学习习惯和创新思想意

识。考核方式见表 1： 
 

Table 1. Table of assessment methods for courses 
表 1. 课程考核方式一览表 

考核项目 
理论考试 过程考核 

期末考试 实验 调查报告 课堂表现 科研训练 创新训练 

考核占比 40% 15% 15% 10% 10% 10% 

 
在教学过程中，根据理论知识和思政元素的不断变化发展，依照专业课程的特点并结合思政教学情

况，适当调整考核标准和方式，做到不断完善和持续改进相结合，充分发挥考核的导向和评价作用。 

6. 结语 

十年育树，百年育人。思政教育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见效，应在“润物细无声”的知识学习中融入理

想信念层面的精神引导。“课程思政”的目的首先是建设大学教师队伍，把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思想

引领等融入课程教学全过程，达到全面育人的目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与学生成长发展需求的一致

性[8]。授课教师要创新教学方法，多方位、多渠道探索大学“课程思政”的途径，不断挖掘“课程思政”

元素纳入课程教学。在整个教学系统中，整理出一套可操作、可借鉴的理论和课件，不断改进和完善，

持续进步，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

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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