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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壤学是农科类专业重要的一门基础必修课程，进行土壤学课程思政改革的建设是“新农科”背景下专

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必然选择。该研究通过在课程思政教学中课程目标的重新定位、调整教学内容融入思

政元素、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思政效率、改革考核方式提高思政效果等对“新农科”背景下土壤学课程思

政改革进行了探索，为土壤学课程思政的改革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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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il science is an important basic compulsory course for agricultural majors. The constru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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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 of soil science courses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the training goal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agricultural science”. This research has a 
great impact on soil science cours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agricultural science” by repo-
sitioning the course objectives in the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adjusting the 
teaching content to incorpo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mproving teaching methods to 
impro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fficiency, and reforming assessment methods to improve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ffect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 has been explor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 of soil science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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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 5G 新时代、新媒体和人工智能的到来，给农业、农村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

给农林高等院校的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1]。2019 年 6 月 28 日，全国百余位涉农高校的

书记、校长和农林教育专家共同发布了“安吉共识——中国新农科建设宣言”，根据党中央对“新农科”

建设的部署，把思想政治贯穿于课堂教学，进一步深化农林教育，为国家培养具有科学素养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合格人才[2]。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高校人才的培养是育

人与育才相统一的过程[3]。高校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

在首位。但是，思想政治教育仅仅依靠开设思想政治课是远远不够的，大学教育主要以专业教育为主，

传统的教育中将专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分开，效果甚微，在课程思政建设的背景下如何在专业课程中

挖掘思政元素，做到专业知识的传授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实现价值塑造与知识传授、能力培养

一体化的推进，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专业素质过硬、思想道德高尚的接班人[4]。 
土壤学是农林高等院校中土地资源管理、农学、园艺及环境专业的基础课程，其授课范围广，学生

人数众多，它是一门理论和实验相结合的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笔者结合新建本科院校中土壤学课

程中开展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教学的改革进行探索。 

2. 土壤学课程思政开展的必要性 

土壤学是农科类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教学中选取的教材是由华中农业大学黄巧云主编的《土壤学》

教材，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该教材分为八章的教学内容，课程理论知识丰富，主要涉及土壤矿物质

的组成、土壤理化性质、土壤微生物、土壤养分及土壤资源与利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同学们基本能

掌握土壤的基本性质及相关的土壤类别的划定及应用，初步具备土壤分析的基本能力，为后续的学科打

下基础。从 2019 年开始，教育部启动“新农科”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的举措来推动农科类专业的建设和

发展，使农科面临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土壤学作为众多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具有授课面广，课程的知

识点较多的特点，是我校新农科建设的重要的支撑。然而传统的土壤学教学中只注重基础知识的传授，

对于土壤资源与利用及土壤污染与退化的知识讲得比较少，很难引起学生的重视，学生知识机械化地掌

握知识，缺乏对当前形势下“新农科”发展的趋势和认识，学生的学习的兴趣减弱，积极性变差，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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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学生的学习责任感和使命感。土壤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与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密切相关，课

程中具有较多的思政点，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往往出现专业课教学和课程思政没有很好地融合，出

现“两张皮”的现象，主要的原因如下： 

2.1. 对土壤学课程思政的重视程度不够，课程思政的教学体系存在缺陷 

很多教师上课只关注专业课程的讲解，对教育强国战略深刻认识，没有意识到包括专业课在内的所

有课程都承载着立德树人的任务，都有责任培养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5]。学生绝大部分的时

间都是在进行专业课程的学习，分多专业课的学习都是实验和实训的内容，同学们比较感兴趣，但是思

想政治教育比较枯燥，学生们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6]。在课程思政教学体系中存在的缺陷主要表

现在课程教学大纲中没有对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没有教学内容的设计，课程思政的教学不清晰，另一

方面，没有明确的考核指标和目标，所以导致师生在教学中缺乏动力。 

2.2. 教学方法陈旧，不能满足课程思政的要求 

很多教师在上课中采用传统的教育方式进行教学，只是采用了黑板和 PPT，但是 PPT 得内容主要也

是文字，所以分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现在的大学生都是伴随电子产品长大的一代，所以对电子产品

的依赖性很大，他们对于课堂形式的多样化的要求也高，虽然有些教师也在课堂教学中涉及了课程思政，

但是只是生搬硬套，没有有机融入，缺乏科学方法，没有做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7]。 

3. 土壤学课程思政改革的路径 

3.1. 重新定位课程目标 

传统课堂教学大纲中没有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所以为了响应教育部在高等学校中展开课程思政教

学的号召，我们需要重新定位课程目标，在制定教学大纲时，将基础知识传授、专业能力的培养和思想

价值引领有机融合，在能力培养方面需要对土壤学的基础知识及应用，重点培养学生勤于思考、用于实

践的精神，在道德品质培养方面，在传授土壤学基础知识的同时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农学意

思、工匠精神、环保意思、人文情怀等多个方面的教育，培养学生不怕困难、勇攀高峰、勇于创新的科

学精神，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为实现中国梦不断奋斗的精神。 

3.2. 调整教学内容，融入思政元素 

在专业理论课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的内容是教学的核心环节。通过对《土壤学》教材内容的梳理，

充分挖掘专业理论知识，从严谨的科学探索精神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到爱国主义的情怀展开土

壤学课程思政的教育。在讲授绪论中讲授到土壤学的发展史的时候，可以将我国土壤学界优秀的科学家

引入课堂，例如为我国土壤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候光炯院士、朱祖祥院士等，倡导学生向老一辈科学

家学习，扎根土壤，奉献三农[8]。在讲授第七章土壤资源与利用中关于土壤退化与修复，结合当前生态

文明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等重要理论结合起来，使学生树立

保护环境，爱护土壤的环保意识，通过土壤学专业基础知识与课程思政相结合，让学生理解了“两山论”

的理念，同时激发学生的环保意思，激发学生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认识。 

3.3. 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思政效率 

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对教学方法和手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单一的面对面的教学方式已经不

能满足现代课堂教学，所以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应该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进行教学[9]。土壤

学中理论课 40 学时的教学对于知识的全面传授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应该结合网上资源将丰富的土壤学教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21470


严云 等 
 

 

DOI: 10.12677/ae.2023.13121470 9516 教育进展 
 

学案例及探讨的专题及课前预习题发放给学生，让学生通过预习和课后作业进行土壤学课外学习的延伸。

充分利用的网络资源有中国大学 MOOC 课、翻转课堂、QQ 群、微信群等进行学习交流和讨论。在教学

中通过智慧树建立翻转课堂，教师在上课之前通过甄别以后上传土壤学法律法规、优秀土壤学家的案列、

土壤学科最新的前沿动态等资料，让学生线上学习和思考，同时线下重点分析和答疑，结合线上线下的

教学方式同学们可以牢固地掌握土壤学的基础知识及应用[9]。 
案例教学是融入课程思政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案例教学引入学生的家国情怀和土壤污染的意识，

让学生获得批判性思维，获得正确的价值观[10]。在讲授土壤退化与修复，可以将我国沙漠化的情况通过

数据介绍给大家，让同学们意识到土壤退化的严重性，可以讲此讨论形成相关的专题，同学们搜集不同

地方土壤退化的情况然后分组讨论，通过此次讨论让同学们意识到“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的神态文

明的思想。另外，在讲授土壤理化性质和土壤养分可以让同学们假期搜集家乡的土壤测定西理化性质，

认识到不同的作物生长需要不同的养分，将课堂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既提高了学生综合应用知识的

能力，又有利于同学们热爱家乡，热爱农业的情怀，课程思政有机融入理论的教学中。 

3.4. 改革考核方式，增强思政效果 

课程考试是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标准。课程改革中要避免传统教学课程的“一考定终身”，应

该在第一次上课就告诉学生期末考试的构成比例，其中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的比例有 7:3 变成 5:5，
平时成绩包括出勤率、课堂表现、线上学习进度、线上问答、平时作业完成率、实训成绩等。通过考核

方式的改革，同学们在平时的学习中将更加积极，学习的氛围大大提高。由于 50%的成绩都分布在平时

的线上和线下的教学中，同学们上课打瞌睡、玩手机、交头接耳、看课外书的现象大幅度降低，作业完

成率和正确率大幅度提高，学习效果明显提高。 

4. 结论 

土壤学作为高等农科院校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授课范围广泛，学生人数众多，对土壤学课程思政

改革的探索思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选择，也是“新农科”建设的内在要求。该研究通过在课程

思政教学中课程目标的重新定位、调整教学内容融入思政元素、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思政效率、改革考核

方式提高思政效果等对“新农科”背景下土壤学课程思政改革进行了探索，为土壤学课程思政的改革提

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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