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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加强涉农高校耕读教育的落实推行，各大涉农高校需结合本校办学特色与当地农业教育资源，在人才培

养的过程中因地制宜，挖掘特色教育资源，有效构建具耕读教育模式。在新时代背景下，涉农高校开展

的耕读教育既是情怀使命，又是价值追求，更是对当下生命与人文艺术教育的诠释。南京农业大学通过

将耕读教育融入教学课堂、实践课堂、校园文化、社会服务，助力人才培养。但其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

一些困境，主要有顶层设计不足、实践形式单一和宣传力度不足。为了在当前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耕读教

育体系，提出改善耕读教育教学体系、丰富耕读教育实践形式和拓宽耕读教育宣传渠道的措施，从而扩

大耕读教育影响力，也希望为之后其他高校开展耕读教育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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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farming-and-reading education in agriculture-re- 
la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ajor agriculture-rela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ed to com-
b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schools and local agricultural education resources, excavate cha-
racteristic educational resourc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in the process of personnel train-
ing, and effectively construct the framing-and-reading education mode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the farming-and-reading education carried out by agriculture-rela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not only the mission of feelings, but also the pursuit of value,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urrent life and humanities and art educ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lps culti-
vate talents by integrating farming-and-reading education into teaching classrooms, practical 
classes, campus culture, and social services. But in the process of its development, it also faces 
some difficulties, mainly the lack of top-level design, the single form of practice and the lack of 
publicity.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farming-and-reading education system on the current 
basis, measures are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system, enrich the practical forms and 
broaden the publicity channels of it, so as to expand the influence of agricultural education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othe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carry out farming-and-reading educa-
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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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时代党中央高度重视涉农高校耕读教育，积极部署推进新农科建设的大背景下，为培养涉农高

校学生的“三农”情怀，推动学生实现从学农知农到爱农为农的成长，各涉农高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以立德树人为己任，以课程实践和耕读传家为关键，积极探索新时代耕读

教育新内涵、新模式。 

2. 耕读教育的时代内涵 

耕读教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农耕文明的代表性瑰宝，“耕”指从事农业劳动，“读”即读书学

习，两者结合体现了我国古代教育与生产劳动之间的辩证统一。传统的耕读教育为半耕半读模式，主要

包含乡村农耕劳作、家族日常生活、私塾教育三个主要内容 [1]。新时代，赋予耕读教育新的内涵，教育

部《加强和改进涉农高校耕读教育工作方案》指出“耕读教育不仅是‘亦耕亦读’的教育方式，也是情怀使

命、价值追求、生命与人文艺术教育的重要途径” [2]。由此可以总结出新时代耕读教育传承的是中华农

耕文明之精髓，弘扬的是家国大义、乡村情怀，具有其独特的外在品格与内在价值。 

2.1. 新时代耕读教育是情怀使命 

耕读教育所蕴含的重要道德修养，就是儒家强调的“修齐治平”，将勤劳节俭、读书劳动的身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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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与道德情操的理想追求密切结合起来，实现报效国家、造福百姓的人生价值。中华民族历史上，前辈

先贤们留下了无数慷慨激昂、感人至深的爱国事迹和壮丽诗篇，体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价值追求。从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到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戚继光、林则徐，以及近现代以来抗

击外敌入侵、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无数英雄志士的爱国事迹，无不体现着中华儿女热爱祖国、舍

生取义、威武不屈的英雄形象，成为促进民族发展壮大的精神宝库。在新的历史时期，弘扬耕读文化精

神，对于增强全民族的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精神，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十分重

要的现实意义。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涉农高校耕读教育，培育青年学生崇尚家国大义、以天下为己任、“与

祖国同行、为人民奉献”的精神品质，培树青年学生在农业里寻找人生坐标、在农民中汲取成长养料、

在农村大地追求事业与职业发展的价值情感，是汇聚起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复兴青春动能的重要途径。 

2.2. 新时代耕读教育是价值追求 

从中华文化的发展轨迹来看，忠信守义、以身许国、精忠报国、为民造福的家国情怀，始终是民族

发展壮大的根本动力，也是耕读文化的核心价值所在。古人始终保持着“以农立国，耕读传家”的传统 [3]，
上层阶级通过家族藏书和聘请私塾教师对子女进行教育，达到传承家风的目的，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

成家规家训，用以劝勉后世子孙勤于劳动，读书明理；下层民众随着民间教育的普及化，逐渐形成晴耕

雨读、昼耕夜读的生活方式，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影响下，通过读书考取功名成为乡民学习进

取的动力，北宋时期宋仁宗颁布劝耕劝读政策，鼓励士人与农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为底层民众和士人

向高层流动提供了条件。耕读教育所反映的便是分布于社会各阶级之中有远大志向的人，他们在长期的

农业劳作中，形成了“勤俭节约”“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在艰苦的农业劳动中，仍坚持学习与进步

的人生态度。时至今日，“耕读”已成为中华民族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所谓“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仁义礼智信”、“礼义廉耻”、以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士大夫

君子精神，必须通过勤奋耕读的身体力行和学习实践才能养成。 

新时代耕读教育是生命与人文艺术教育 
中国传统的耕读文化产生于小农自然经济的条件之下，在半耕半读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中，将山水

田园融入亦耕亦读，陶冶情操、修身养性。在这一过程中，耕读文化蕴含有中华五千年历史发酵的哲学

思想，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的启示，乡民们在半耕半读的日常生活中，遵循“合四时而

劳作”的规律，形成了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的观念 [4]；耕读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对文

学创作领域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古代文学中涉及到农业的词句比比皆是，如“乡村四月闲人少，

才了蚕桑又插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 

3. 涉农高校耕读教育建设的现状分析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我国正加快农林人才供给侧改革，支持涉农高校增设新农科专业、新农

科研究项目并依托自身传统专业优势实行研究院模式，它需要新的改革以适应社会发展新的要求。涉农

高校在新时代承载着培养新型农业人才的使命，而耕读教育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将农业生产劳动与文

化教育相结合，古老却又充满生机活力，逐步为涉农高校所重视 [5]。近年来，涉农高校围绕如何实现农

业劳动与文化课程的有机结合进行了有益实践，并充分发挥自身农林资源优势、师资力量优势、学科科

研优势，利用延长专业教学链与农业产业链方法，探索出具有各自特色的耕读教育实践模式。 
南京农业大学紧密结合现代农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实际，积极探索实施如何将“耕读”元素有效有机

融入本校教育教学之中。南京农业大学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教育资源，以农业和生命科学为优

势和特色，在多年的办学过程中秉持“诚朴勤仁”校训，积极响应国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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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评为“国家科教兴农先进单位”，四次入选教育部直属高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精准帮扶)十大典型项目，

为推动农林人才培育与农业科技攻关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自 2021 年教育部制定《加强和改进涉农高校耕读教育工作方案》以来，各大涉农高校积极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就如何推进耕读教育落地实施进行探索实践，如中国农业大学开设“大

国三农”“农业总论”“乡村振兴：理论、政策与实践”等 20 余门核心通识课，并通过设立“劳动周”、

“校园劳动文化月”鼓励学生身体力行；华中农业大学开拓校外合作耕读教育实践基地，搭建智能耕读

实践平台，开展耕读志愿服务，实施“甘露工程”“活泉工程”“志·青春工程”，实现学生以知促行。 
但由于有关耕读教育的理论知识匮乏、高校实践经验不足，在实际落实的过程中仍存在有耕读教育

与专业教学联系不足、相关课程体系设置有待完善等问题，南京农业大学不断加强耕读教育实施的过程

也为其他涉农高校提供宝贵经验和模范借鉴。目前，南京农业大学在耕读教育模式的探索上多措并举，

成效显著。在课程教学中深化耕读教育内涵，以“耕读中国”“大国三农”等为主题开设《民俗与当代

社会》《大国三农与乡村振兴》《生态文明》等通识核心课程 [6]，促进学生理解农业农村发展的中国模

式，培养学生解决农业农村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积极推动编写《农业概论》《乡村振兴与农村社会治

理》《中国民俗文化》《稻作起源与文化》等具有校本特色的耕读教育教材，深度挖掘提炼专业课程中

所蕴含的耕读教育元素，实现耕读教育与专业教育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引导学生增强强农兴农责任感。

在实践课堂中培养学生知行合一，依托农科教育基地、社会实践基地、志愿服务基地、美育基地以及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国家现代农业园区等社会资源，以及农民丰收节、美丽乡村建设、“三下乡”

社会实践等，建设一批耕读教育实践基地，有效利用整合校内外的优质资源、结合校本优势特色、学生

的兴趣爱好、发展需求等，安排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农村科技服务、农业生态科普，开展

耕读教育项目，增强学生服务“三农”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校园文化中培育耕读氛

围，依托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校史馆等校内资源，围绕农业经典著作开展专题讲座、研讨会、分享交

流会等，邀请学者名师进行主题演讲；举办以“乡村振兴”“百年党史”“新农科”等为主题的征文比

赛、知识竞赛、经典朗诵会等，在师生中营造常态化的经典诵读文化氛围，将农耕文明融入到校园文化

建设和美育实践中；演绎将党建思政与文化美育元素融于一体的话剧、音乐剧等形式讲好南农故事，鼓

励和引导师生创作欣赏耕读文化作品，强化师生对耕读教育的关注、认识和传播。在社会服务中践行“勤

耕重读”，围绕乡村振兴服务总要求，聚焦优势学科团队和推广模式创新，提升科技应用助力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能力，实行“线下建联盟、线上做服务”的“双线共推”农技推广服务模式，包括线下建设“综

合示范基地 + 特色产业基地 + 分布式服务站”，线上开发“南农易农”APP，为农户提供在线专家指

导服务，形成“互联网 + 技术服务 + 农户”新模式，高质量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4. 当前涉农高校实施耕读教育的问题分析 

4.1. 顶层设计不足 

目前各涉农高校主要从构建耕读教育课程教材体系、强化耕读教育实践教学、培育耕读教育校园文

化、建设耕读教育专兼职师资队伍、健全耕读教育评价制度五方面着手布置耕读教育的实施 [7]，但并未

以耕读教育为重点制订具体的教学计划，在如何实现耕读教育与专业教育互相补充？如何打造耕读教育

第二课堂？等问题上没有实际可操作的规划，以至于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会出现教学重点模糊的问

题，从而严重影响实际教学质量和学生听课效果。 

4.2. 实践形式单一 

耕读文化融入社会实践的方式是多样的。目前学校为学生提供了较为充足的校内外实践资源，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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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仅面向少数学院和学生开放，大多其他学院学生对学校的实践基地了解甚少，很难在学生群体间形成

共鸣和认同 [8]，学生普及率较低，只有如“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才能面向全体学生开放并召集，

因此面临着实践资源丰富，但是利用率低的问题。其次，耕读教育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融入度仍不足，

在有关耕读文化的活动开展上欠缺，并不能达到全方位、全覆盖发挥出文化活动的育人作用。 

4.3. 宣传力度低 

虽然学校将耕读教育作为课题立项，鼓励师生去了解思考传播耕读教育，但是总体来说教师对耕读

文化的了解程度较低，学生对耕读文化也知之甚少。之所以出现此类情况，主要原因是学校对此项工作

的宣传力度仍欠缺，通过调查发现校园内部并没有充分利用如广播、宣传栏、板报等手段宣传耕读教育，

讲好耕读教育优秀典型人物故事，没有在学生的日常校园生活中营造出常态化的耕读文化氛围。 

5. 深入推进涉农高校耕读教育的改进措施 

5.1. 改善耕读教育教学体系 

改善教学体系，改进教学模式，必须结合自身情况，在合理制定教学计划的同时，充分发挥学校自

身特色和文化资源优势，做好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并且在实际改革过程中，重视教师和学生的意见，

为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量身打造相关的通识课程、公共课程和专业课程。与此同时，也可通过对

其他涉农高校的耕读教育落地实施进行实地调研的方式，学习借鉴其中的宝贵经验与教训，为耕读教育

具体实施提供充实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实现耕读教育在日常教学中的常态化与规范化。在此过程中，

也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师资队伍的专业水准和配置事关教学效果，既要注重对现有教师的专业素质培

养，还可以通过聘用农业领域人才担任教职 [9]，加强对教师的师德师风教育、专业培训和日常考核，拓

宽高素质人才引进渠道，增强立德树人、实践育人的意识，帮助学生去领略与思考耕读精神和文化内涵

以及耕读实践的途径和价值，从而更好地引导他们走进农村、走入乡野、走近农民，成为知农爱农人才。 

5.2. 丰富耕读教育实践形式 

学校需因地制宜，结合校内外社会资源，充分挖掘耕读教育实践基地潜力，提升并拓展学校耕读教

育水平和渠道；借助暑期“三下乡”等实践活动，为学生提供多渠道实践场所和机会，深入农村开展调

研和服务工作；合理引导学生参与校内开展的耕读教育相关文化知识竞赛，帮助学生聚焦文化作品本身

而非奖项，更好的发挥活动的文化宣传目的；对传统课程进行改革创新，在挖掘出原本课程耕读文化要

素的基础上设立耕读文化的第二课堂 [10]，例如本科生的特色课程思政，研究生的 seminar 课程，将历史、

文化资源进一步转化为耕读教育的养分，从而营造浓厚的耕读氛围，丰富耕读形式。 

5.3. 拓宽耕读教育宣传渠道 

拓宽宣传渠道，必须用好网络主阵地。可以通过建立耕读教育专题网站、耕读教育专区的方式来向

师生更新耕读教育相关动态，也可以借助学校影响力较大的媒体账号转发先进人物事迹、典型人物代表

的方式，发挥其带头作用，扩大实际宣传影响；还可以利用耕读文化因素制作 VR 全景世界，让学生通

过 VR 技术更直观的了解耕读文明，培养学生“三农”情怀。不仅如此，还可以通过不定期组织学生观

看农耕时期的历史纪录片，帮助学生深入了解农史农俗农情，激发学生自我教育、自我了解、自我传承

耕读文化精神。 

6. 结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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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新时代背景下，涉农高校积极开

展耕读教育相关实践活动，是时代赋予的责任，也是加快建设人才强国的支撑。目前涉农高校对耕读教

育的实践探索仍在初步阶段，在教学课堂、实践课堂、校园文化、社会服务四个方面还有很大创新的空

间。因此各涉农高校应结合学校特色，帮助学生找寻文本知识与田野实践的有机结合点，培养适应未来

农业发展需求的新农林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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