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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改革创新是新农科建设的关键内容之一，厘清其重点研究方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教育部

发布的《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指南》和首批立项的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名单为对象，采用

词频分析的方法，以“课程”为关键词，对比分析了其出现的频次以及所涉及的领域、选题方向和立项

题目等，以此研究提出新农科建设背景下课程建设与改革研究重点方向，包括农林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

与实践、农林类一流课程建设与实践、新农科课程体系建设与实践、农林特色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农林

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建设与实践等，可为进一步有重点的开展课程改革创新提供指引，同时也可为农科建

设发展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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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reform and innovation is one of the key contents of the “new agri-science” construc-
tion.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clarify its key research directions. The investigated ob-
jects include the application guide to research and reform practice projects of the “new agri-science” 
construction and the first batch of practice projects approv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Using 
the method of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with the keyword of curriculum,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frequency of its occurrence, the fields involved, the directions of topic selection and 
the topics of project approval. Then, the key research directions of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are develop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agri-science” construction. These direc-
tions include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first-class courses, 
the new agricultural curriculum system, the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the innovation and en-
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curriculumin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courses. This analysis can pro-
vide guidance for further curriculum reform and innovation. It also helps the development of “new 
agri-scienc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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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总书记指出，中国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高等农

林教育在现代农业农村发展过程中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新农科建设的提出给高等农林教育教学带来

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1] [2]。2019 年，新农科建设已奏响“三部曲”，先后召开了新农科建设安吉研

讨会、北大仓行动工作研讨会和北京指南工作研讨会，对新农科建设开展了系统研讨和整体部署。其中，

“安吉共识”从宏观层面提出了要面向新农业、新乡村、新农民、新生态发展新农科的“四个面向”新

理念；“北大仓行动”从中观层面推出了深化高等农林教育改革的“八大行动”新举措；“北京指南”

从微观层面提出实施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全面展开新农科建设[3]。新农科建设迫切需要同时开

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近年来相关研究与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不过新农科建设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4] [5]。因此，厘清研究重点方向，开展扎实有效的研究与实践，是当前新农科建设发展的重要命题。 
“课程改革创新行动”是新农科建设“北大仓行动”的八项重大举措之一，也是新农科研究与改革

的关键内容之一。“北大仓行动”目前提出，要让课程理念新起来、教材精起来、课堂活起来、学生忙

起来、管理严起来、效果实起来，提高农林课程的“两性一度”，建设一批农林类线上、线下、线上线

下混合式、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社会实践国家级一流课程，建立高等农林院校慕课联盟。2020 年 1 月 19
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推荐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通知》(教高厅函[2020] 1 号)，启动新

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也被称为“首批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通过项目的实施将以点带面

地推动全国范围内的新农科建设。其中，《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指南》是此次教育部办公厅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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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建设指导文件，可以认为是新农科建设的主要文件之一，也是国家层面对

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的顶层设计。在《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指南》中“课程”关键词出现频次

高达 30 次、涉及 4 个领域、涉及 9 个选题方向；教育部首批认定立项的 407 个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

目中，在题目中出现“课程”的频次为 24 次，共涉及 4 个领域、23 个项目。由此可见，课程在新农科

研究与改革实践中的重要性，在新农科建设背景下开展课程改革创新研究与实践具有重大意义。 
因此，本文采用词频分析的方法，以“课程”为关键词，对《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指南》、

首批立项的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题目分别开展词频分析，对比分析国家顶层设计中关于新农科研

究与改革实践研究的重点方向和要求，以及批准立项与课程相关的项目总体布局情况，以此研究提出新

农科建设背景下课程建设与改革研究重点方向，为当前课程改革创新和新农科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2. 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词频分析 

2.1. 基于项目指南的词频分析 

以“课程”为关键词，对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指南》进行词频分析，

发现其出现频次高达 30 次，共涉及 4 个领域、9 个选题方向(表 1)。 
1) “课程”关键词在《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指南》中的“第一部分新农科建设发展理念研究

与实践”出现了 2 次，主要是在选题方向“5. 基于四个面向的教学组织体系重构研究与实践”。该领域

的重点是新农科建设发展理念研究与实践，涉及选题方向的目的是强化基层教学组织体系建设，形成体

系建设方案、管理模式，建设面向新农业的现代农业产业学院，形成大类人才培养教学组织模式、管理

机制等。课程模块教学团队、课程组是基层教学组织的重要载体，因此，应以此强化基层教学组织建设

及制度建设，激发基层教学组织活力。 
2) “课程”关键词在《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指南》中的“第二部分专业优化改革攻坚实践”

出现了 1 次，主要是在“11. 农林类一流专业建设标准研制”。该领域的重点是专业优化改革，涉及选

题方向的目的是形成农林类一流专业建设标准，提出一流专业评价、验收机制的政策建议等。课程是专

业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提出要对标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2.0 和一流专业“双万计划”，

研究各专业类培养目标、核心课程等，制订农林类一流专业建设标准。 
3) “课程”关键词在《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指南》中的“第三部分新型农林人才培养改革实

践”出现频次最多，高达 26 次，涉及 6 个选题方向。该领域的重点是新型农林人才培养，而课程是人才

培养的核心要素，因此所出现的频率很高。 
 

Table 1.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of the keyword of curriculum in the application guide to research and reform practice projects 
of the “New Agri-Science” construction 
表 1. “课程”关键词在《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指南》的词频分析 

序号 涉及领域 涉及方向 具体要求 出现频次 

1 
第一部分新农科 
建设发展理念研 

究与实践 

5. 基于四个面向的

教学组织体系重构 
研究与实践 

围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加强系、教研室、课程模块

教学团队、课程组等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及制度建设，

激发基层教学组织活力。 
2 

2 第二部分专业优 
化改革攻坚实践 

11. 农林类一流专 
业建设标准研制 

对标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2.0 和一流专业“双

万计划”，研究各专业类培养目标、核心课程、主要

实践环节、毕业生知识能力素质要求等，制订农林类

一流专业建设标准，探索一流专业建设评价、验收机

制，指导一流专业建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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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3 

第三部分新型农林 
人才培养改革实践 

12. 农林人才思政 
教育与“大国三

农”教育实践 

深入挖掘各类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

资源，探索实践农林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的

模式与路径。以强农兴农为己任，开发建设“大国三

农”通识教育系列课程。形成可推广可示范的农林类

课程思政建设模式，构建课程思政建设标准，形成课

程思政育人方案和教学案例，建设一批“大国三农”

通识教育系列课程等。 

6 

4 
13. 新农科多样化 
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实践 

探索基于全产业链的农林人才培养新机制，推进适应

三类型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知识体系建设，开展多

样化培养模式改革实践。 
1 

5 15. 新农科课程体 
系与教材建设 

依据新农科人才培养要求，整体设计、整合优化面向

新农科的课程与教材体系，完善具有农林特色的通识

课程体系，注重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专业课程体系建设，

建设开发新形态教材，着力打造农林教育“金课”，

提升课程高阶性、突出课程创新性、增加课程挑战度，

培养学生解决农林业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建设体现

新农科特质的通识课程、核心专业课程和学科交叉的

系列课程，形成课程改革与“金课”建设方案，开发

新形态教材等。 

11 

6 16. 信息技术与教育

教学深度融合实践 

围绕在线开放课程与混合式教学，从“教”与“学”

入手，探索智慧环境下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组织模式

改革，创新课内课外师生互动机制，探索虚拟仿真等

信息技术的深度应用，实现优质教学资源的开放共享。 

1 

7 19. 农林创新创业 
教育与实践 

面向新农业、新乡村、新农民、新生态，完善农林创

新创业教育体系，推进创新创业教育与通识教育、专

业教育深度融合，开发农林特色创新创业教育课程，

推进分类培养和特色化培养模式改革。 

1 

8 20. 农林类一流课 
程建设标准研究 

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理念，研究农

林类一流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设计、教学团队、教

学内容、管理评价等核心要素，紧扣课程高阶性、创

新性和挑战度，体现多学科思维融合、农林产业技术

与学科理论融合、跨专业能力融合、多学科项目实践

融合，分类建设线上、线下、线上线下混合式、虚拟

仿真实验教学、社会实践五类“金课”标准。形成体

现专业特色的一流课程建设标准，建立对教学团队建

设、课程内容与资源、课程教学设计、学习支持与学

习效果等方面的评价标准等。 

6 

9 第四部分协同育 
人机制创新实践 

23. 校校协同育人 
改革与实践 

调研分析校校协同育人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现状与问

题，探索校校合作协同育人新模式，创建校际学分互

换互认等新机制，创新优质课程、实践平台、教学资

源共建共享的运行管理体制机制，建设区域性共建共

享实践教学基地。 

1 

小计 4 9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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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选题方向“12. 农林人才思政教育与‘大国三农’教育实践”的目的是提出构建农林人才“三全

育人”工作格局的政策、办法和实现路径，形成可推广可示范的农林类课程思政建设模式，构建课程思

政建设标准，形成课程思政育人方案和教学案例，建设一批“大国三农”通识教育系列课程等。课程是

思政教育的关键实现载体，“课程”关键词在该选题方向出现频次高达 6 次，提出要深入挖掘各类课程

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探索实践农林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的模式与路径；以

强农兴农为己任，开发建设“大国三农”通识教育系列课程，增进学生了解国情、农情，培养学生家国

情怀，增强学生服务“三农”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培育学生爱农知农为农素养。 
b) 选题方向“13. 新农科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践”的目的是形成多层次多类型多样化的新农

科人才培养模式和体系，“课程”关键词在该选题方向出现频次为 1 次。课程体系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的关键内容，因此，提出要探索基于全产业链的农林人才培养新机制，推进适应三类型人才培养的课程

体系、知识体系建设，开展多样化培养模式改革实践。 
c) 选题方向“15. 新农科课程体系与教材建设”中“课程”关键词出现频次高达 11 次，也是所有选

题方向中出现频次最多的，也充分显示了该选题方向与“课程”建设与改革研究的重要关联性。该选题

方向的主要目的是建设体现新农科特质的通识课程、核心专业课程和学科交叉的系列课程，形成课程改

革与“金课”建设方案，开发新形态教材等。其立项要点也非常明确，即依据新农科人才培养要求，整

体设计、整合优化面向新农科的课程与教材体系，完善具有农林特色的通识课程体系，注重多学科交叉

融合的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建设开发新形态教材，着力打造农林教育“金课”，提升课程高阶性、突出

课程创新性、增加课程挑战度，培养学生解决农林业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 
d) 选题方向“16.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实践”的目的是形成“互联网+”教学模式、教学方

法、学习方式、考核方式、教学制度改革创新的新方案和典型案例，建设农林教育信息化相配套的共享

和交流机制、教学管理平台等，“课程”关键词在该选题方向出现频次为 1 次。课程是信息技术与教育

教学深度融合实践的重要载体，因此提出围绕在线开放课程与混合式教学，从“教”与“学”入手，探

索智慧环境下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组织模式改革，创新课内课外师生互动机制，探索虚拟仿真等信息技

术的深度应用，实现优质教学资源的开放共享。 
e) 选题方向“19. 农林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的目的是形成创新创业教育新体系、新模式，提交创

新创业教育方案、典型案例等，“课程”关键词在该选题方向出现频次为 1 次。创新创业教育离不开课

程的建设与改革创新，因此提出要面向新农业、新乡村、新农民、新生态，完善农林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推进创新创业教育与通识教育、专业教育深度融合，开发农林特色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推进分类培养和

特色化培养模式改革。 
f) 选题方向“20. 农林类一流课程建设标准研究”的目的是形成体现专业特色的一流课程建设标准，

建立对教学团队建设、课程内容与资源、课程教学设计、学习支持与学习效果等方面的评价标准等，“课

程”关键词在该选题方向出现频次高达 6 次，也显示了该选题方向与“课程”建设与改革研究的重要关

联性。其立项要点明确提出，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理念，研究农林类一流课程的教学

目标、教学设计、教学团队、教学内容、管理评价等核心要素，紧扣课程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体

现多学科思维融合、农林产业技术与学科理论融合、跨专业能力融合、多学科项目实践融合，分类建设

线上、线下、线上线下混合式、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社会实践五类“金课”标准。 
4)“课程”关键词在《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指南》中的“第四部分协同育人机制创新实践”

出现了 1 次，主要是在“23. 校校协同育人改革与实践”。该领域的重点是协同育人机制，涉及选题方

向的目的是形成校校协同育人新模式，建设若干区域性共建共享实践教学示范基地。课程是协同育人机

制建立的重要内容，而优质课程更为重要，因此提出要探索校校合作协同育人新模式，创建校际学分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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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互认等新机制，创新优质课程、实践平台、教学资源共建共享的运行管理体制机制。 

2.2. 基于立项项目的词频分析 

2020 年 9 月 4 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公布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的通知》(教高厅函[2020] 
20 号)，认定了 407 个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从立项项目名称来看，所立项项目中有不少涉及课程

建设研究与改革实践内容，但考虑到与“课程”直接关联性，本文以“课程”为关键词，对立项项目名

称进行词频分析，发现其出现频次为 24 次，共涉及 4 个领域、23 个项目(表 2)。与“课程”关键词在《新

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指南》的词频分析(表 1)相比，涉及的归类领域略为不同，在指南涉及的领域“第

一部分新农科建设发展理念研究与实践”和“第二部分专业优化改革攻坚实践”中没有含有“课程”的

立项项目；在指南不涉及的领域“第五部分质量文化建设综合改革实践”有 1 项含有“课程”的立项项

目。此外，“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委托项目”领域中有 2 项含有“课程”的立项项目。 
 

Table 2.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of the keyword of curriculum in the titles of the projects approv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表 2. “课程”关键词在立项项目名称中的词频分析 

序号 涉及领域 项目名称 

1 

第三部分新型农林

人才培养改革实践 

农林经济管理人才的“大国三农”通识教育课程设计 

2 新农科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课程体系与教材建设 

3 新农科通识通用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4 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类本科专业一流课程建设标准研究 

5 基于学科交叉视角的《生态农业与农村生态环境》新型通识课程建设 

6 农林特色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完善与实践 

7 面向新农科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研究与实践 

8 以模块化层次性教学为核心的《植物生理学》一流课程建设 

9 动物医学专业课程教学信息化建设示范——以《家畜病理学》为例 

10 农林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建设与实践 

11 新农科建设背景下动物生产类和动物医学类专业课程思政研究与实践 

12 新时代农林院校课程思政教育教学体系改革与发展研究 

13 以新农科理念为导向的生物农药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14 农林高校“课程思政”体系研究与改革实践 

15 新农科视域下中原特色课程思政改革与实践 

16 基于问题导向的《农业工程与信息技术案例》课程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17 新农科养殖类专业的课程体系及核心课程建设研究与实践 

18 新农科林学类一流课程建设标准研究 

19 第四部分协同育人

机制创新实践 
面向公共卫生安全的村庄排水课程校校协同育人改革与实践 

20 基于专业核心课程建设的园艺专业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研究 

21 第五部分质量文化

建设综合改革实践 基于课程教学全过程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的重构与实践 

22 新农科研究与改革

实践委托项目 
新农科基础化学课程体系与新形态教材建设 

23 新农科视阈下农林高校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改革与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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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标题含有“课程”关键词的立项项目来看，主要分布在“第三部分新型农林人才培养改革实践”

领域，高达 18 项，占涉及立项数的 78.3%。这与“课程”关键词在《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指南》

中的“第三部分新型农林人才培养改革实践”出现频次最多(高达 26 次，占 86.7%)的规律是一致的，也

充分说了课程建设研究与改革实践是新型农林人才培养改革的关键内容和选题方向。从该领域立项的项

目题目来看，主要涉及不同涉农学科课程体系建设、一流课程建设标准、农林特色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课程教学信息化建设、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建设、课程思政、课程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核心课程建设

等方面。在“第四部分协同育人机制创新实践”领域，主要包括面向公共卫生安全的村庄排水课程校校

协同育人改革与实践、基于专业核心课程建设的园艺专业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研究两项。在“第五部

分质量文化建设综合改革实践”领域，主要涉及一项，即基于课程教学全过程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的重构与实践。在“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委托项目”类别，主要包括新农科基础化学课程体系与新形

态教材建设、新农科视阈下农林高校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改革与实践研究两项。 

3. 课程建设与改革研究重点方向 

在上述对《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指南》和首批立项的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名单中“课

程”关键词的词频分析基础上，结合新农科建设发展要求以及课程改革的基本规律，研究提出课程建设

与改革研究重点方向。从课程改革的具体内容来看，一般可以包括课程定位、目标设置、教学设计、内

容创新、方式改革、教学团队、考核评价等方面要素，但从整体改革思路方向和教改项目设计的角度，

可包括农林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与实践、农林类一流课程建设与实践、新农科课程体系建设与实践、农

林特色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农林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建设与实践等重点方向。 
1) 农林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与实践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主要是通过在各类课程中融入思政

元素，实现价值引领、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有机融合[6]。同样，课程思政也是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

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就应该发挥教师队伍“主力军”、课程建设“主阵地”、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全面推进课程

思政高质量建设，将思政工作体系贯通人才培养体系全过程，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课程思

政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在教学设计中把思想政

治教育作为课程教学首要目标，结合不同课程类别和学科门类课程思政建设要求，注重价值塑造、知识

传授与能力培养相统一，科学定位课程目标和优化教案，挖掘各类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并融入课程教学各

环节。课程思政课程要准确把握“坚定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

集体”主线，注重课程思政建设模式创新，体现专业特色和课程特点。如何将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是

开展课程思政的关键，要以课程教学内容和知识点为基础深入探寻思政元素的融入路径，通过深入挖掘

各知识点的思政映射与融入点，开展开始相应课程思政设计，从而将课程思政教育潜移默化、润物细无

声地融入到课程教学过程中[7] [8]。农林类专业课程的特点鲜明，应在课程中强化强农兴农责任担当、“大

国三农”情怀等方面的教育，让学生深入了解三农，培养学生家国情怀和爱农知农为农素养。因此，应

针对农林类的专业和课程特点，全面开展课程思政研究与实践，探寻农林类课程思政实现路径，创新农

林类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构建思政育人的课程教学评价标准，建立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才培养案例库，

建设“大国三农”通识教育系列课程，整体提升课程思政建设水平。 
2) 农林类一流课程建设与实践 
一流课程也称为金课，一般是指教育部实施一流课程“双万计划”建设的 10,000 门左右国家级一流

课程和 10,000 门左右省级一流课程。按照“一流课程”的标准和要求，开展农林类一流课程建设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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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示范作用，以此全面提升课程教学质量。根据《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教高[2019] 
8 号)，“两性一度”是一流课程的基本原则，即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那么针对农林类各门课程的

特点，就要在课程中实现知识能力素质的有机融合，培养学生解决农林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

课程内容还应紧密反映前沿性和时代性，教学形式呈现先进性和互动性，学习结果具有探究性和个性化；

课程还应有一定难度，需要跳一跳才能够得着，对老师备课和学生课下有较高要求。对于每一门农林类

课程，均需要紧扣课程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的要求，充分体现多学科交叉、先进技术的融入，建设

农林类五大“金课”，包括线下“金课”、线上“金课”、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虚拟仿真“金课”

和社会实践“金课”。以一流课程建设要求与评审指标体系为基础，研究并实践农林类一流课程建设标

准，提出包括课程培养目标、支撑毕业要求、课程内容、教学方案、教学设计、教学团队、管理评价等

要素的标准，强化课程内容更新、完善课程资源、优化课程教学设计、课程教学团队建设，将学生中心、

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理念融入课程教学过程中。 
3) 新农科课程体系建设与实践 
课程体系优化升级是新农科建设的关键所在，也是新农科人才培养的质量保障。各涉农高校、涉农

专业在结合自身特点的基础上，应充分考虑新农科人才培养要求，对新农科课程体系进行整体设计、整

合优化。结合涉农专业课程的理论性、实践性和创新性，课程类型可分为理论教学课程、实践能力培养

课程和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三大类。其中，理论教学课程可包括专业大类通识课程(大类基础课、大类平台

课、通识通选课)、专业教育课程(专业基础课、专业主干课、专业选修课)、专业拓展课程(跨专业选修课)
等；实践能力培养课程可包括实践教学(劳动教育、实验教学、实习教学、课程设计、毕业设计或论文)、
素质拓展课程(寒暑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课外活动参与、社会工作、荣誉与技能培训)等；创新创业教

育课程可包括创新创业课程(通识课、专业课)、学科竞赛(科技创新类、学术作品类、表达应试类)、大学

生创新创业训练(创新训练项目、创业训练项目、创业实践项目)等。课程体系建设还应注重多学科交叉融

合，建设体现新农科特质的学科交叉课程，并通过打造农林类“金课”，全面提升课程高阶性、突出课

程创新性、增加课程挑战度，形成科学合理的新农科课程体系。 
4) 农林特色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作为教育的一种重要类型，通识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目标是在现代多元化的社会中，为受

教育者提供通行于不同人群之间的知识和价值观[9]。通识教育是世界各大学普遍接受的国际化议题，也

是素质教育最有效的实现方式，以及“大学精神”的课程实现方式，而且还能防止学生偏科或因应试教

育出现“高分低能”学生等问题。农林类学校、专业和课程均具有鲜明的行业特色和专业壁垒或限制性，

开设通识教育课程，加强通识教育的工作刻不容缓。通识课程一般包括语言课程、数学课程、文学与艺

术课程、历史与文化课程、社会分析课程、道德思考课程等，分类的话也可以借鉴北京师范大学通识教

育课程的六大模块，即家国情怀与价值理想、国际视野与文明对话、经典研读与文化传承、数理基础与

科学素养、艺术鉴赏与审美体验、社会发展与公民责任。各涉农高校应结合本校课程设置与专业特点，

研究构建适合自身的农林特色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开发建设“大国三农”等通识教育系列课程，通过通

识教育努力提升学生的知识储备、能力发展和综合素质。 
5) 农林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建设与实践 
农林类专业和课程教育是面向新农业、新乡村、新农民、新生态，具有显著的实践性，因此学生创

新创业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教育部在《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

意见》中明确指出，在高等学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积极鼓励高校学生自主创业，是教育系统深人学习

实践科学发展观，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是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学生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是落实以创业带动就业，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的重要措施。作为一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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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具有创新创业基本素质和开创型个性的高级人才，那么创新精

神、创业意识、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就非常重要，而且还有紧密农林行业特点，针对不同群体对象开展

分阶段分层次的创新思维培养和创业能力锻炼的教育。各涉农专业应紧密结合专业和行业实践需要，开

发农林特色创新创业教育课程，构建产教融合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探索多学科创新创业师资队伍建

设模式，构建跨学科跨专业校企合作的培养机制，建立创新创业课程、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学科竞赛、

毕业设计或等多环节融合贯通式培养模式，努力促进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和综合素养的提升。 

4. 结语 

课程改革创新是新农科建设的关键内容之一，厘清其重点研究方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教

育部发布的《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指南》和首批立项的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名单为对象，

采用词频分析的方法，以“课程”为关键词，对比分析了其出现的频次以及所涉及的领域、选题方向和

立项题目等，以此研究提出新农科建设背景下课程建设与改革研究重点方向，包括农林类专业课程思政

建设与实践、农林类一流课程建设与实践、新农科课程体系建设与实践、农林特色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农林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建设与实践等，可为进一步有重点的开展课程改革创新提供指引，同时也可为农

科建设发展提供助力。 

基金项目 

河海大学新工科、新农科、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2021013)；教育部新农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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