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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指将思政元素融入学生所学课程，促进课程内容体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是当代大学教育

中的一种新兴育人模式。通识课程是当前高校大学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开课内容面向本校乃至全

国高校非本专业的学生。由于选课学生具有专业知识背景广、人数基数大等特点，思政元素在通识课程

中的融入很有必要。因此，该论文以贵州大学通识课程“舌尖上的水生生物”为例，从思政元素挖掘、

融入方式以及考核评价等方面，探讨思政元素的融入技巧，旨在更好地促进思政元素在水产类通识课程

中的育人功能，进而达到与专业知识协同育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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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refers to integra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courses completed for students and promoting curriculum content to reflect the educational con-
cept of morality education, which is a new educational mode in contemporary university. The gen-
eral education cours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ontemporary university education, whose 
course contents are for students with non-related majors in the whole school or even in all uni-
versities across China. Due to the different professional backgrounds and large population of the 
students in classroom,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gen-
eral education courses. Thus, the present paper takes the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Edible Aqua-
tic Organisms” of Guizhou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methods on integration of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s, from the aspects of exploration, way 
of integration and performance assessment, aiming at how to efficiently develop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finally resulting in the goa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
cal elements educating students in collaboration with professiona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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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教育部下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明确指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1]。由此可见，在大学课堂中如何有效融入思政元素已然成为高校教师

当下需要迫切思考的问题。从已有的实践结果来看，将“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齐头并进，使思政

元素贯穿整个教学过程，这一举措很有必要[2]。在此过程中，课程内容是“载体”，在不影响“载体”

的前提下，教师应围绕该“载体”采用一系列策略方法挖掘课程内容中的思政元素，通过隐性育人的方

式培养大学生的道德情操和家国情怀[3]。与水产类专业课相比，“舌尖上的水生生物”是一门面向本校

非水产专业学生的通识选修课程，其在专业性和功利性等方面都有所淡化。然而，在高校“三位一体”

的人才培养体系中，其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即便如此，由于通识课程性质的特殊性，以及任课教

师理解的片面性，思政元素在通识课程中的融入实施仍具有一定难度。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通识课程包

含丰富的知识知识，也为思政元素的挖掘提供重要的题材来源[4]。“舌尖上的水生生物”课程内容包括

“原料种类”、“养殖技术”、“加工方法”和“食品安全”四大板块，内容丰富，几乎涵盖了水产学

科的所有内容，是教师开展立德树人教育的理想场所。因此，本文将从思政元素挖掘、融入方式以及考

核评价等方面与同行进行探讨，旨在能进一步提升水产类通识课程的思政育人效果。 

2. 水产类通识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挖掘 

在挖掘水产类通识课程内容中的思政元素前，教师需要明白“思政元素”是什么。在《高等学校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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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指出：课程思政建设内容要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为主

线，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法治意识、道德修养等，系统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心理健康等教育[1]。根据《纲要》指示，我们不难看出，凡是课程内容中有助于引导

学生形成正确“三观”的教育元素都是思政元素的极好来源。在笔者看来，通识课程的“思政元素”挖

掘，可以从课程自身、学生未来岗位和当代大学生培养要求三个角度进行。以“舌尖上的水生生物”为

例，在水产养殖日益发展壮大的现实情况下，结合该课程特色，从中可挖掘出的思政元素包括：热爱祖

国、爱岗敬业、责任担当和爱护环境等。因此，笔者主要从以上三个角度进行思政元素的挖掘探讨，以

期为同行提供参考。 

2.1. 从课程角度进行思政元素的挖掘 

从课程角度挖掘思政元素，其实质就是将课堂知识中的真理与价值相统一，以课程知识作为价值与

科学衔接的桥梁[5]。值得注意的是，从课程角度进行思政元素的挖掘并没有固定的模板可套用，笔者认

为教师在执行该角度的思政元素挖掘时，应该采用适时、适度和适当的原则，以提炼出具有时效性和切

合课程教学内容的思政元素。以“舌尖上的水生生物”为例，教师应围绕课程培养目标、结合各部分内

容的发展历程、水产品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挖掘切合该课程内容的思政元素。比如，在“养殖技术”

模块，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给学生科普可食用的水生动植物种类时，还应该培养学生在应对社会上有

关水产品品质安全问题争议时的思辨能力。此外，教师也可引导学生思考这一社会现象，即：市场上的

黄鳝都是用避孕药喂大的，据说这是因为避孕药可以让黄鳝从雌性变为雄性，原因在于雄性黄鳝比雌性

黄鳝更好卖，同时还给出了具体的实例进行佐证，即：重庆某养殖户给黄鳝饲喂含有避孕药的饲料后，

黄鳝长得又肥又大。这给许多不明真相的消费者造成了极大的心理恐慌。如果学生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也很容易受到这类谣言的干扰。然而，通过分析其本质后，学生就会明白，这个新闻其实根本站不住脚。

首先黄鳝由雌性性状变为雄性性状是其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的自然规律，这种现象与外界因素的诱导没有

任何关系，并且避孕药的成分是雌性激素，其主要作用是促进雌性特征的出现，又怎么会让黄鳝由雌性

变为雄性？因此，有关这一类谣言的真实性，教师可以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进行讨论，并让学生说出支

持他们自身观点的依据。在训练学生理性思考能力的同时，教师也要鼓励学生敢于质疑、从多角度思考

问题。比如在“三文鱼事件”中，由于虹鳟与三文鱼在体型和肉色上十分相似，因此很多不法商家会以

次充好，将虹鳟当作三文鱼来卖，这明显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从经济价值的角度思考，学生很容易理

解“三文鱼事件”背后的诱发动因。然而，教师让学生从其它角度进行思考，可以让学生在原有知识的

基础上，进一步延伸扩展，进而达到融会贯通的目的。比如，教师可以让学生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思考，

将虹鳟当作三文鱼卖给消费者，这会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然后引导学生从虹鳟和三文鱼

的生活史入手，比较二者生长和繁殖阶段的差异，进而分析可能的原因。这些案例的引入可以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同时也能有效训练学生在面对网络谣言或社会问题时，通过个人的理性思考进而保持科学

理性的态度。由此可见，从通识课程中挖掘思政元素并不是要从已有知识中创造新知识、新想法，而是

通过相关知识将内在真理与价值引领相统一。 

2.2. 从学生未来岗位角度进行思政元素的挖掘 

“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会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

工[6]。思政元素的挖掘亦是如此。通识课程由于面向全校不同专业知识背景的学生，教师在挖掘其中的

思政元素时，应充分考虑学生的专业背景和学科范畴，考虑其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同时结合教学内容

中包含的意识形态，针对学生的专业背景进行提炼，从课堂教学内容中挖掘理想信念、责任担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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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和成长方向等。比如，教师可选择某些区域水产制品重金属超标的案例，让学生分析为什么会出现

这一现象？在该过程中，教师可以循序渐进引导学生从环境角度进行思考，然后再将该地区水环境中的

重金属含量一一列出，通过呈列数据的方式，用客观公正的态度让学生形成自己个人的判断。教师再进

一步介绍重金属对人体的危害，比如，镉会损伤肾小管，铅可导致人体贫血，铬会诱发人体肺癌和鼻咽

癌等。根据水产制品存在的潜在威胁，让学生思考：水产品重金属超标威胁人类健康究竟是水产品的问

题，还是人类自身的问题？通过这一系列循序渐进的讲解方式和理性分析的互动模式，让学生发自内心

地明白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明白保护环境人人有责，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同时也能让学生更好地认同

我们国家为环境保护所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比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和《清洁生产促

进法》等，进而更好地理解我们国家在环境保护上所做出的努力。习近平总书记曾说：“生态环境保护

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这说明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造福人民、惠及民生的伟大事业。在这项

光荣而神圣的事业中，水产领域的人们也做出了很多努力，比如网箱拆除、加强鱼药质量监管、推广生

态健康养鱼模式等，这些行为承载了水产人在水产领域响应国家环境保护政策的决心。最后，教师可以

让学生查阅自己所在学科领域为环境保护采取了哪些措施，让学生明白除了水产行业外，其他各个行业

也在为保护环境持续不断地努力奋斗，从而培养学生的国家和集体荣誉感，提升学生在将来工作岗位上

的责任担当意识。 

2.3. 从当代大学生培养要求角度进行思政元素的挖掘 

热爱祖国、与人协作和大胆创新等是当代大学生必备的基本品质。教师应根据当代大学生的培养要

求，从课程内容中挖掘思政要素：即当代大学生对国家和集体认同感、与他人协作的意愿以及在专业领

域充满激情进而大胆尝试的勇气。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作为高校教师，我们应该让

学生明白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其自身荣辱密切相关。因此，在成长成才的道路上，学生要努力学习、积

极创新，为祖国富强而努力奋斗。以“舌尖上的水生生物”课程为例，教师应增加学生在课堂中的参与

感，进而达到吸引学生注意力和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目的，通过小组汇报模式，增强学生团结协作、组

织表达以及与人沟通交流的能力。因此，通识课程的教学活动中，教师需要深入挖掘团结、合作元素，

将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嵌入到学生的灵魂深处。此外，教师在介绍不同鱼类的时候，可以让学生思考：

为什么很多小型鱼类喜欢成群结队？为什么小丑鱼喜欢生活在珊瑚礁附近？在教师的积极引导下，学生

进行思考回答后，能让学生明白，自然界存在优胜劣汰的现象，很多小型鱼类为了能够更好地在大自然

中生活下去，就需要通过与其他同类合作。作为游泳能力相对较弱，体型也不占优势的小丑鱼，其为了

更好地生活下去，也会利用珊瑚礁作为遮蔽物，保护其自身的生命安全，这些都是自然界赋予鱼类的生

存策略。作为当代大学生也应该结合自身优势，学会与他人合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自己的职业道路

上走得更远。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鱼类会有不同的体型？学生回答的因素

可能会有：逃避天敌、便于捕食或繁衍后代等。教师在此环节中可让学生明白世界上各个地方的水域环

境条件各不相同的，温度、光照和压强等环境因子自然也存在巨大差异。鱼类为了更好地适应其所处环

境，体型自然也会发生相应变化。然后，再进一步做出归纳总结，即：“这也在提醒同学们，要不断改

变自己、提升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变化”。除此之外，在教学内容中，笔者发现有些

名字带有“鱼”字的水生动物并不一定都是鱼类，比如鲸鱼是哺乳动物，鳄鱼是爬行动物，娃娃鱼是两

栖动物，鲍鱼是软体动物等。从这个知识点可以让学生明白，虽然以上四种水生动物的名字中都带有一

个“鱼”字，但它们的亲缘关系却相差甚远，其内在本质也大不相同。因此告诉学生要努力提升和修炼

自己的内在品质，丰富和强大自己的内心，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对他人和社会有用的人，这也是勉励

学生要做一个志存高远的人。教师也可以将以上案例从动物进化的角度进行思政元素的融入。比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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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周知，动物由低等到高等的进化方向依次是：软体动物、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教师可以

从这一点入手，即：对于软体动物的鲍鱼来说，两栖动物是它在进化道路上的极限，然而对于两栖动物

的娃娃鱼来说，这仅仅是它的起点。通过这个知识点，教师让学生明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教

育他们在人生奋斗的道路上要时刻保持谦虚低调的态度，需要大胆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在以后的人生道

路上不断前进。 

3. 融入方式 

课程思政是指将思想政治元素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全过程，达到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协同育人的目

的[7]。课程内容中思政元素的有效挖掘是开展课程思政的必要环节，而思政元素在课堂教学中的灵活融

入则为课程思政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有力保障。因此，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将思政元素与通识课程知识进行

有机融合，是实施课程思政的又一难点。在笔者看来，思政元素在通识课程中的融入，不应机械化地引

入，而应将思政元素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课程教学中。笔者根据已有的课堂教学经验，提出以

下几种方式与同行探讨。  

3.1. 瞄准通识课程的使命 

在通识课程的课程思政运用中，教师应根据不同通识课程的教学目标和任务，灵活巧妙地将思政元

素融入其中[8]。由于通识课程在专业性和功利性上都有所淡化，教师在课堂中通过课程思政应有意识地

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增加爱国主义情怀，加强思想政治品德修养，增长科学知识与见识，培养学生

为国家和民族复兴大业而奋斗的精神，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以“舌尖上的水生生物”为例，在教

学内容上，笔者主要构建了“原料种类”、“养殖技术”、“加工方法”和“食品安全”四大板块，旨

在让学生对水生生物的种类、养殖、加工和品质安全等能有一定的了解，明白我国目前可食用水生生物

的相关现状，同时，积极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比如，在“原料种类”这一专

题中，教师可以介绍我国鱼类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让学生知道我们国家地大物博，鱼类资源丰富，

从而让学生为国家的繁荣昌盛而自豪。同时也让学生明白，有些鱼类由于人类的过度捕杀和栖息环境破

坏等原因，已经灭绝或者濒临灭绝，比如白鲟，虽然科学家在保护上做了很多努力，但它仍从地球上消

失了，让学生明白保护鱼类资源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同时，以“某网红直播烹饪噬人鲨事件”为例，让

学生明白鱼类灭绝的行为正在上演，保护鱼类物种多样性，人人有责。教师还可以介绍其他濒临灭绝的

鱼类，比如中华鲟、巨骨舌鱼和匙吻鲟等，让学生明白虽然可作为我们餐桌上的食用鱼类多种多样，但

有些鱼类却不能食用，以增加学生保护鱼类多样性的意识。最后，教师可通过科学家们在鱼类多样性保

护上几十年如一日的奋斗精神，提醒同学们在以后的工作岗位上，做一个有理想信念和责任担当的人。 

3.2. 在通识课程内容上作自然延伸 

“课程思政”的实施是基于课程内容来实现的，在不影响课程总布局的基础上，教师可通过课程内

容的知识作适当延伸，进而达到思政元素在课堂中“润物细无声”的目的。以“舌尖上的水生生物”为

例，众所周知，水产养殖与家禽、畜牧养殖类似，皆是将野生动物通过驯化等一系列手段，以实现人工

养殖的目的。在我们餐桌上呈现的众多水产品都是前人几十年如一日在水产养殖业上努力创新改良后的

结果。教师在讲到这一板块时，可以延伸出许多科学家的事迹，比如我们国家的麦康森院士，其一直专

注于鲍鱼营养需求研究。鲍鱼曾经是一种极为昂贵的海产品，素有“海洋软黄金”的美誉。然而有关鲍

鱼的营养研究十分薄弱，限制了其在人工养殖中的发展。麦康森院士不怕困难，一干就是十几年，最终

让鲍鱼出现在普通百姓的餐桌上成为可能，与此同时，麦康森院士最终也赢得了“鲍鱼博士”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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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科学家的事迹，教师可提醒学生要不怕困难、敢于创新。除了引出经典人物外，在“加工方法”

这一模块中，教师还可以引用一些常识现象，比如“拼死吃河豚”，即古人由于加工技术不发达，在吃

河豚的过程中，虽然能享受河豚所带来的美味，但也有因此中毒丧命的风险。当今社会，由于河豚加工

技术的完善，我们不仅能享受河豚带来的美味，也避免了河豚毒素对我们生命和健康造成的危害，这得

益于广大水产加工者的在河豚加工方法上的不断摸索和完善。同时教师也可以介绍威胁人类生命安全的

因素——河豚毒素。教师需要给学生强调河豚毒素虽然会致人死亡，但其在医学上却具有极高的医用价

值，比如镇痛、麻醉和降血压等功效，其价格比黄金还贵。教师通过在通识课程内容上作自然延伸讲解，

让学生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认可自己，接纳自己，只要专注做好一件事，为人民幸福生活做贡献，

即使在平凡的岗位也能发光发热。 

3.3. “碎片化”地镶嵌于通识课程的知识点上 

“思政元素”的融入要以课程知识作为“载体”，才能有效地发挥其所蕴含的育人效果。然而，在

思政元素的切入过程中，由于不同专题模块所包含的知识类型不同，侧重点存在差异，为了更好地发挥

思政元素的育人效果，教师往往会以一种“碎片化”的形式将其融入课程内容中。值得注意的是，这种

“碎片化”的镶嵌，并不是指教师将思政元素与课程内容的融合进行简单的“零打碎敲”，而是在把握

好整体规划的前提下，以“分片布局”和“遍地散花”的方式，最终整合起来，以有效地实现立德树人

效果。以“舌尖上的水生生物”为例，为了让课程思政显得更有凝聚力，笔者结合学生兴趣，在每一个

板块中设计了几个相关专题，进行讲解，围绕这些专题筛选相应的案例与学生分享讨论。例如，在介绍

鱼类多样性时，笔者给学生展示各种鱼类图片，从鱼类适应环境的角度让学生知道鱼类体型的多样性与

鱼类自身为了更好地适应生活环境有关。教育学生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要努力奋斗，改变自己，不断进

步，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上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才能更好地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等。再比如，笔者在

讲到鱼肉是一种优质的动物蛋白时，引入了理想蛋白的概念，并说明决定蛋白利用率高低的不是其含量

最高的氨基酸而是含量最低的氨基酸。让学生明白一个人的短处是限制其将来能有多大发展空间的重要

因素，因此鼓励学生要正视自己的短处，并努力纠正，成为一个“理想的人”。同时通过案例分析，笔

者采用小组讨论的方法，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引导学生发掘其中的思政元素。比如，笔者在

课堂上提出：“某些地区鱼肉中的抗生素为什么会超标、为什么会出现注胶虾和注胶蟹的现象、掺假海

参出现的原因是什么”等问题，让学生分析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否与个别商家的法律意识淡薄、自私自利、

唯利是图等因素有关。从而教育学生要恪尽职守、敬畏生命，以塑造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家国情怀。笔者

通过这种“多片布局”和“遍地散花”的思政元素融入模式，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能发自内心地接

纳以课程内容为“载体”的思政元素，从而发挥思政元素在水产类通识课程中的育人功能。 

4. 考核评价 

由于思政元素融入通识课程对学生思想道德所产生的影响具有潜移默化的特性，不能在短期内达到

立竿见影的效果[9]。因此，在笔者看来，教师不能以常规的卷面成绩和某种单一的评价为标准，有必要

在课堂中加入学生自评、组内评价和组间互评等环节，坚持全过程考核评价，构建多元化的考评体系，

以灵活多变的方法，将思政元素的考核隐性地融于通识课程内容的测评之中。比如，教师可设计如下考

题“2020 年 1 月，我国颁布了《长江十年禁渔计划》，说明物种多样性的保护已经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重

视，试从物种多样性的角度分析其颁布该计划公告的宗旨是什么”，或者设计考题如下：“2019 年 7 月，

我国农业部颁布了饲料禁抗令，标志着全面禁抗时代的到来，试从水产品品质与人类健康的角度分析我

们国家颁布这一法令的初衷”，通过这类问题，可以让学生明白国家在关注民生福祉上做出的努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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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提升学生对国家的认同感，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也能有效考察学生对通识课程中所涉及案例本质的

认识及学生的分析理解能力。教师也可以选择一个开放性题目，比如：假如你是一条鱼，你眼中的世界

是什么样的，将该问题融于课堂汇报、课后思考或者期末测试中，这有助于教师掌握学生对通识课程中

思政元素的理解，从而帮助教师评估该类思政元素融于通识课程中的育人效果。在以往的考核过程来看，

学生通常会从一条鱼的角度，以第一人称的角度阐述其从幼鱼到中鱼再到成鱼的经历，包括其面临人类

大肆捕捞以及环境污染带来的灭顶之灾等等。通过这种换位思考的方式，更能给学生带来感同身受的体

验，从而引起学生的共鸣。 

5. 小结与展望 

通识课程中思政元素的融入有助于教师积极引导学生端正“三观”，提升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以及培

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然而，不同类型的通识课程在教学内容和目标上存在差异，以及其所面对的选课学

生存在专业背景知识多样化的特点，教师在挖掘思政元素时也应遵循因时、因人和因地的原则，精心选

择案例，以学生为中心，通过小组讨论，加以循序渐进的技巧方法，使学生形成对国家具有高度认同感

以及对自身严格要求的优秀品格。这些品格的形成也会进一步提升学生对其所学专业、所处环境乃至整

个世界的认识。我国水产养殖规模增长迅速，截至 2020 年，其养殖产量已超过 6500 万吨，是人类重要

的食物来源。然而，由于水产学科具有专业性强并且冷门的特点，学生对水产领域中可食用鱼类的种类

及其品质安全相关知识知之甚少。“舌尖上的水生生物”是一门为非水产专业学生进行科普的通识选修

课程，其开设内容所面对的学生具有专业背景复杂、人数基数大等特点，是开展课程思政的极好场所。

然而，也正是由于学生专业知识背景存在差异，导致不同学生对同一个知识点会有不同的见解。因此，

对于如何有效挖掘通识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是一个值得教师不断深思的问题。笔者分享以上的思政案例，

旨在为广大承担水产类通识课程任务的教师在发掘和整理学科内容中的思政元素提供参考。但值得一线

教师注意的是，由于水产类不同通识课程的教学内容和目标不同，教师也应根据具体内容和其所面向的

具体学生类型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思政元素的融入。因此，如何在教师各自承担的通识课程中挖掘思政

元素并将其成功融入，仍然是承担通识课程的一线教师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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