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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壤学》是农林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主要讲授土壤的物质组成、性质和过程以及利用与管理等内

容，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和专业知识应用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为提升课程教学成效，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

灵活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我们运用“线上 + 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了课程改革，并强化

思政教育。文章针对新农科新要求，结合土壤学的课程特点，从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和课程思政元素

融入课堂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思考，提出了针对土壤学教学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显著提高了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培养了学生大国三农情怀，提升了土壤学课程的教

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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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il Science is an important basic course for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majors. It mainly teaches the 
material composition, properties and processes, as well as the util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oil, 
which lay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subsequent cours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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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course teaching and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to think independently and to apply knowledge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flexi-
bly, we have carried out course reform by using the “online + offline” mixed teaching mode, and 
strengthen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es. In view of the re-
quirements of “new agricultural science” construction,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science cours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of mixed teaching mod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cours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effective reform 
measures for soil science course teaching, which significantly improves students’ learning initiative 
and enthusiasm, expands their knowledge range, and cultivates students’ feelings for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mers”. Based on these measures,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soil science course is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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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物质条件，土壤学亦是关系国计民生和

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学科。土壤科学与多学科的交叉大大加速了学科研究发展和理念更新，其研究的深

度和广度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土壤学已不仅仅是农林业科学的基础学科，其在综合性大学相关专业中也

已被列为重要核心课程，该课程的教学质量直接影响着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以及三农情怀的培养。

因此，各高校在对土壤学课程组织教学时不能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模式，要时时进行改革和创新[1] [2] 
[3]。同时，在教学过程中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思政教育，为国家培养德能兼备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 

2.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和效用 

2.1. 混合式教学建设背景 

土壤学课程是农林类专业的专业基础核心课程，其内容涵盖了土壤的物质组成、土壤性质和过程及

土壤利用与管理等三大篇，内容覆盖面广、基础性强、知识点杂、概念理论多，学习任务繁重。土壤学

一般为 3 个学分，教学安排学时 48，其中理论教学 32，实验学时 16 [3]。但是，由于课程内容多，单纯

的线下教学无法将土壤学的重点和难点进行深入讲授和拓展，且不能很好地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索的

能力，难以灵活应用土壤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结合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制定个性化的学习方案和教学方法，可大大提升学习效率和教学质量。 
混合式教学模式是指将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相融合的教学模式[4]。线上教学具有不受时间和空间的

限制，信息量大，可重复学习等优势，但教师和学生不能面对面交流，无法及时了解“镜头后”的学生

学习情况，对学习效果的掌握具有滞后性；线下教学可弥补这个缺点，但由于内容多，课时紧，学生难

以对所学知识及时消化，且难以进行内容延伸和拓展。因此，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应运而生，并将其应

用到土壤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中[4] [5]。通过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的合理混合，可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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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性，两者相辅相成，提升教学质量。与单一线下教学模式相比，混合式教学模式更具灵活性、层次性

和多样性。因此，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将线上与线下教学相融合的混合式教学必将成为主流。 

2.2. 混合式教学的具体构建 

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如轻新课堂、雨课堂、学习通、慕课等，有效组织土壤学课程混合式教学，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学生学习效果。混合式教学可形成一个线上(课前)–线下(课中)–线上(课后)的一

个闭环。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1) 制定线上线下教学计划 
土壤学教学内容较多，根据专业的需求和知识体系，我们将土壤学课程分为八个专题进行讲授。为

保证内容覆盖全面，重点突出，在原有 48 学时的基础上，我们增加了 16 个学时的线上学习。根据每个

专题内容涵盖的知识点多少及重要程度，匹配对应的线上学时和线下学时。此外，为了拓展学生知识面

和知识运用能力，增加了线下翻转课堂环节。具体内容和学时安排如表 1： 
 

Table 1.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content and class hours allocation of soil science courses 
表 1. 土壤学课程线上线下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 

专题 教学内容 
学时分配 

线上教学 线下教学 实验教学 

专题一 美丽的相遇——初识土壤 1 2 2 

专题二 土壤的骨骼——土壤矿物质 1 2 0 

专题三 土壤的肌肉——土壤有机质 2 3 2 

专题四 土壤的血液——土壤水分 2 6 2 

专题五 土壤的呼吸——土壤空气 1 2 0 

专题六 前世今生——土壤形成发育 1 3 2 

专题七 错落有致——土壤结构 4 6 6 

专题八 抵抗外敌——土壤缓冲性 2 4 2 

翻转课堂 土壤趣闻 2 4 0 

小计  16 32 16 

合计 64 

 
(2) 线上教学构建与实施 
在线学习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课前的学习，一个是课后的拓展。课前学习资源包含两个内容，一

是教师制作的课件，帮助学生预习，提前掌握课堂学习内容和重难点；二是发布与课程知识点相关的典

型案例和视频影像资料，吸引学生兴趣，引导学生思考，培养学生自主探索能力。课后，学生可继续学

习教学课件等，巩固学习效果。同时，教师可在网络教学平台发布作业、专题讨论等检测学生对知识的

掌握程度，并适当发布一些锻炼学生高阶能力的拓展思考题等，引导学生完成挑战性任务；推荐优秀慕

课资源作为拓展学习资料，帮助学生全方面、多维度理解学科发展和教学情况，更全面掌握不同地区、

学科在教学过程中侧重点的差异。对于实践教学过程，同样叠加线上学习资源。每个实验开始前，在线

上发布教师录制的操作演示视频，增加学生对实验操作的理解，增强实验指导书的“可读性”，大大提

高学生实验操作的规范性和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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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线下教学构建与实施 
开展线下教学时，要以学生线上学习效果为依据，首先通过自学测试检测学生学习效果，明确学生

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薄弱环节，进行针对性教学，实现以学定教。为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性，采用

互动式教学，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具体可结合开展研讨式、开放式教学，改变以教师为主的单向灌输的

方式，综合运用兴趣引导、任务驱动、分层教学、多媒体辅助等方式，创设情境，鼓励和激发学生的独

立思考能力，通过学生和教师的思维互动，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课堂上也可利用网络教学

平台，让学生积极参与讨论、抢答等，活跃课堂气氛，也可及时检验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并视情况

对相关知识进行扩展和补充。同时，为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团队

协作意识，线下教学过程中将学生分成学习小组，实施翻转课堂教学。设立土壤学相关热点研究专题，

抛出一个问题，使学生分成小组，通过文献查找和阅读，总结凝练，并制作 PPT 进行翻转课堂讲授。其

他小组作为评委，对每个小组的汇报进行提问、讨论和答辩，锻炼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2.3.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课程考核方式 

混合式教学需要同时兼顾线上和线下教学成效，充分反应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由于土壤学课程

实践性较强，因此最终考核成绩由线上+线下+实践三个部分构成。课程线上考核占比 25%，主要由学习

完成度、课前测验、在线讨论等内容构成；线下考核占 50%，主要为期末考试成绩；实践考核将实验操

作、表现和实验报告纳入考核，占比 25%。这种考核模式，增大线上考核占比，能够调动和提升学生学

习主动性和积极性，线下考试主要考核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应用能力，实践考核则可增强学生动手

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综合考核学生的学习情况。 

3. 土壤学课程思政 

3.1. 开展土壤学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近年来，课程思政已成为国内教育改革的热点[6]。2020 年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思政建设指导纲

要》，要求高校要把思政教育贯穿整个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

育人作用，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贯彻落实“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

本问题，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单纯地向学生传授知识而轻视思

想政治教育的行为是不可行的，全体教师都应承担起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认真挖掘各门课程的思政元

素并将其融入教学的各个环节，实现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教育的有机融合。课程思政教育不仅体现了立

德树人的根本理念，更是将思政工作贯穿于人才培养各个环节的具体实施途径。因此，深入教学改革实

践、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已成为高校思政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土壤学是全国农林高等院校和部分综合性大学涉农专业都需要学习的专业基础课程，在课程思政教

育上具有传授范围广的优势。但是，传统的线下土壤学教学由于课时少、内容多，课堂教学主要以传授

专业知识为主，在有限的学时内很难融入思政教育。在新农科建设背景下，要加强学生对生态文明思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学习，强化学生“大国三农”情怀。因此，在专业知识传授过程中要

将思政教育结合起来，作为传统思政理论课的拓展和补充，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实现立德树人，为国家培养学农、知农、爱农的创新人才。 

3.2. 土壤学课程思政的具体实施 

课程思政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要潜移默化的给学生做好思政教育。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首

先最重要的就是授课教师要注重个人政治素养的提高，规范言行举止。此外，教师需要对思政元素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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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胸，这就需要在编纂教学大纲时就明确设立思政目标。以专业人才培养方向为切入点，巧妙、自然、

如盐入水地将思政元素融入到各个教学环节，制定多元化的教学目标，在要求学生在了解掌握土壤学的

基本知识理论外，还要强调培养学生爱土护土的意识，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家园。 
思政元素的挖掘和巧妙运用是达到理想课程思政的关键。土壤学与生产实践息息相关，思政元素也

很多。如在学习土壤有机质的章节，可以借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的论断

使学生认识到土壤资源的宝贵性，同时也可结合国家“双碳”目标的要求和最新科研动态，深化学生对

土壤重要性的认识。又如在土壤水、土壤退化等章节可以融入生态文明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两山理论。此外，还可以引用土壤学界优秀科学家，如侯光炯院士、朱显谟院士、朱祖祥院士等的典型

事迹，培养学生“学农、知农、爱农”情怀。在实验课程中，也可以融入思政元素。如在土壤有机质的

测定过程中，最后的滴定过程，实现的量变到质变的现象，可以融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的道理。

在教学实习中，可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品质。 

4. 结语 

土壤学的课程建设和改革是适应新时代新农科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新形势下对土壤学的教学模式进

行改革并强化思政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主动性，还可达到“立德树人”的效果，为更好

地培养“学农、知农、爱农”的创新性人才打好坚实基础。通过混合式教学模式，可增强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提高教学效果和效率；并可实现考核主体和考核形式的多样化，建立综合的学习成效评价体系，

更客观和全面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效果。课程思政是每个教师应有之义，在“课程门门有思政、教师人人

讲育人”的大背景下，土壤学课程在教学各个环节中多元化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将“教书”与“育人”

有机融合，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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