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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课程思政实践路径研究
张　博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甘肃 兰州 730300）

摘要：随着课程思政有条不紊地实施，思政教育与经济学专

业的融合越来越深入，有利于促进思政教育与专业课教学的深度

融合，进一步构建协同育人模式，提升学生道德情操。高职院校

要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挖掘《农业经济管理》课程中蕴含的

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爱农情怀；搭建资源共建共享的网络教学平台，

拓宽思政教育渠道；思政教育融入实践教学中，培养学生吃苦耐

劳、知农爱农和耕读精神；完善课程思政评价考核体系，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融入“三农”相关时政新闻，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

提升课程思政建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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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的核心是促进思政教育与各类课程教学的融合，

让思政教育与课程教学同向而行，构建协同育人模式，让学生

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接受思政教育熏陶，进一步提升他们的

道德情操，让他们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高职

院校作为培养职业人才的摇篮，要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立

足《农业经济管理》课程特点，挖掘教材中蕴含的思政元素，

构建课程思政建设体系，提升教师思政教育能力，利用线上教

学平台搭建课程思政资源库，把思政教育融入教学中。同时，

教师要积极讲解袁隆平院士科研故事、乡村振兴战略等农业相

关时政新闻，培养学生爱农情怀，促进思政教育与农业经济学

管理教学的深度融合。

一、高职院校《农业经济管理》课程思政建设现状

（一）爱农情怀教育效果不佳

部分高职《农业经济管理》教师忽略了挖掘教材中蕴含的爱

农素材，忙于讲解农机经济相关原理、农业经济管理理论等知识，

忽略了挖掘其中蕴含的爱农情怀、科研精神、耕读精神等，影响

了思政教育与课程教学的融合。很多高职大学生虽然选择了农林

类专业，但是对农业依然存在偏见，陷入了“学农不爱农、学农

不择农”的困境，不愿意在“三农”领域就业，缺乏爱农情怀和

社会责任感，不利于个人全面发展。

（二）教师思政育人意识相对薄弱

部分高职《农业经济管理》教师对课程思政的理解不够深入，

缺乏思政创新意识，思政教育停留在理论层面，没有延伸到实践

教学、网络教学中，导致课程教学和思政教育存在“两张皮”的

情况，影响了课程思政建设质量。部分教师认为思政教育是辅导

员和思政教育的责任，对思政教育不太重视，只是在公开课或评

优课中渗透思政教育，没有建立课程思政建设常态化机制，影响

了农业经济管理课程思政教育质量。

（三）忽略了融入时政新闻

部分教师局限于《农业经济管理》教材，忽略了搜集农业类

相关时政新闻，例如“三农问题”、乡村振兴和农业科学家先进

事迹等新闻，单一化的思政教育素材难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难

以发挥课程思政引领作用，不利于构建协同育人模式。例如教师

在讲解农业产业化经营相关知识时，忽略了讲解我国乡村振兴战

略、农业合作社和农村电商相关时政新闻，教学内容脱离现代农

业发展，也能以激发学生社会责任感和耕读精神，不利于提升学

生就业竞争力。

（四）渗透思政教育的渠道单一

《农业经济管理》课程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这些思政元

素各具特色，但是很多教师采用“一刀切”的方式渗透思政教育，

忽略了把思政教育融入线上教学、实践教学和教学评价等环节，

影响了思政教育与教材知识点的融合，枯燥的思政教育方式缺乏

吸引力，影响了课程教学和育人质量。例如教师在线上教学中忙

于讲解农业发展历史、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产品市场与流通管

理等知识，忽略导入我国农村精准扶贫政策、大学生村官相关短

视频，没有发挥出网络教学平台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优势。

二、新时期高职《农业经济管理》课程思政建设必要性

（一）有利于提升课程教学质量

《农业经济管理》是高职院校农业经济学专业的基础课程，

阐述了农业、农村发展规律，讲解了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市场

流通与管理等相关知识，为新时期我国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转

型提供了理论依据。推进《农业经济管理》课程思政建设，有利

于把专业课教学和国家“三农”政策紧密结合起来，督促教师挖

掘教材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培养学生爱农情怀，让他们积极参与

乡村振兴建设，为国家培养更多掌握扎实农业经济和经营管理的

农业人才，提升课程教学质量。

（二）有利于提升学生道德情操

《农业经济管理》课程思政建设有利于塑造学生健康的人生

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激发他们投身农业一线的积极性，厚植学

生助力三农发展的家国情怀，培养他们吃苦耐劳、甘于奉献、脚

踏实地、开拓创新精神，鼓励他们扎根农村、带领村民致富，从

而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同时，课程思政建设有利于加深学生

了解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分配、经营方式变更等重大历史事件，

感受党和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增强他们的政治认同感，

让他们坚定不移拥护党的领导，提升他们的道德素养。

（三）有利于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生态农业、绿色农业、脱贫

攻坚和农村电商等成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热点，农业人才需求量

逐年提升。《农业经济管理》课程与“三农”问题息息相关，通

过课程思政建设有利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更好地回答农业

经济管理类专业培养什么人、怎么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根本问题，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三观，鼓励他们积极参与乡村振兴，鼓励他们

回乡就业创业，为乡村振兴建设奠定人才基础，进一步提升高职

院校农二经济管理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三、新时期高职《农业经济管理》课程思政实践路径

（一）挖掘思政教育元素，培养学生爱农情怀

高职《农业经济管理》教师要积极学习思政教育技能，挖掘

教材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把思政教育与教材知识融为一体，让学

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接受思政教育熏陶，厚植他们的爱农情

怀。例如教师在讲解农民专业合作社相关知识时，可以挖掘我国

农业合作社典型案例，例如山东寿光蔬菜合作社相关新闻，2020

年全国首家蔬菜合作社联合会在“中国蔬菜之乡”寿光市正式成立，

引领种植户从“单打独斗”到合作社“抱团发展”转型，进一步

提升蔬菜品质，从而提升种植户经济收益。这一案例折射出寿光

政府对农业的重视，以及当地种植户团结协作、引进智慧大棚新

技术的创新精神，有利于激发学生对农业的热爱，让他们感受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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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农业崛起，从而激励他们积极投身农业产业，培养他们的爱国

情怀。此外，教师还可以结合古代农业发展历史渗透爱国主义教育，

介绍我国传统小农经济发展模式，例如茶叶种植、养蚕业与丝绸

业发展，展现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展现中华民族吃苦耐劳、脚踏

实地、勤劳朴实、耕读精神，进一步增强学生爱国情怀，鼓励他

们前往农村就业，让他们为农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二）思政融入线上教学，拓宽思政教育渠道

“互联网 +”教育模式为《农业经济管理》课程思政建设提

供便利，教师可以搜集互联网优质教学案例，把思政教育融入线

上教学中，促进思政教育与课程教学融合。首先，教师可以浏览

MOOC 在线开放教育平台《农业经济管理》教学视频，借鉴其他

高校课程思政教育经验，下载优质课件，把《农业经济管理》打

造为农业经济学专业课程思政精品课程。例如教师可以利用超星

学习通 APP 开展线上教学，提前导入课件、线上互动问题等教学

资源，便于学生线上了解新课教学内容，为线上教学奠定良好基础。

例如教师可以精心制作国家农业补贴政策、四大粮库等相关视频，

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分析视频中蕴含的农业

经济管理知识，并和学生进行线上互动，增强他们的爱国热情。

其次，教师可以在线上教学中设计线上测试环节，由超星学习通

软件自动汇总学生答题成绩、出错比较高的题目，利用大数据分

析学生线上学习短板，录制线下复习教学视频、布置线上作业，

督促学生线下自主回看线上教学、完成线上作业，培养他们良好

的学习习惯。同时，学生还可以线上讨论专业问题、完成小组学

习任务，搜集“三农”相关新闻，进一步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和团

队协作精神。

（三）思政教育融入实践教学，提升学生道德情操

第一，高职《农业经济管理》教师要把思政教育融入实践教

学中，带领学生深入农村进行调研、劳动，进一步培养他们吃苦

耐劳、踏实肯干、自力更生的耕读精神。例如教师可以组织“三农”

问题社会调研活动，带领学生深入周边农村进行调研，了解当地

农村产业结构、农产品供给、农产品市场流通和农业专业合作社

等情况，鼓励他们发挥专业所长帮助农民解决问题，提升他们的

社会责任感。例如学生可以积极参与农民职业培训，为农民讲解

农产品直播带货、农产品深加工技术，提升农民职业技能，在实

践中提升个人专业能力和道德情操。第二，教师可以开展项目化

实训，鼓励学生自由结组，让他们设计一份农村、农业创业计划书，

激发他们投身农业一线就业创业积极性，进一步增强他们的创新

创业能力。例如有的项目小组以“农产品网店”为创新方案，提

出创办淘宝店铺、开通抖音账号，定期开展直播带货的创业计划，

利用抖音短视频分享农产品种植、采摘和加工食品，凸显绿色有

机、无公害优势，利用直播带货模式销售农产品，提升农产品销量。

思政教育融入实践教学有利于激发学生前往农村就业、创业的积

极性，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提升学生道德素养和人才培养

质量。

（四）搜集农业类时政新闻，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感

高职《农业经济管理》教师要积极搜集农业类时政新闻，对

教材内容进行拓展，让学生了解国家农业领域新政策、新理念和

新技术，端正他们的就业观，培养他们爱农精神、科研创新精神

和工匠精神，进一步提升他们的职业道德素养。例如教师可以搜

集袁隆平院士研发杂交水稻故事，他几十年如一日扎根水稻培育

一线，不断挑战自我，一次次提升水稻产量，保证了我国粮食安全，

并把杂交水稻技术传播到世界各国，帮助贫困国家解决粮食问题。

这种无私奉献精神、科研精神、爱国精神值得当代大学生学习，

端正他们的人生和价值观，让他们学习袁隆平院士扎根农业一线、

无私奉献精神，进一步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精神。此外，

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观看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视频，介绍黄文

秀研究生毕业后放弃城市优渥待遇，毅然回到家乡广西百色市成

为一名驻村干部，她带领家乡农民脱贫致富，不幸因公牺牲，把

最美的青春奉献给了家乡，是脱贫攻坚战线上的杰出人物。教师

要激励学生向黄文秀学习，鼓励他们积极回乡创业、投身农村建设，

让他们利用所学专业知识带领家乡人民致富，提升他们社会责任

感。

（五）思政融入教学评价体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首先，教师要把思政教育融入教学评价体系中，增加团队精

神、爱农精神、工匠精神、爱国情怀、团队协作精神等评价指标，

让思政教育贯穿《农业经济管理》课程教学，促进高职学生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为他们未来就业奠定良好基础。教师可以根据

章节教学内容制定思政教育评价标准，例如讲解农产品国际贸易

相关知识时，增加乡村振兴、社会责任感相关思政教育评价指标；

讲解国际关税相关知识时，渗透诚信教育和法治教育评价；讲解

土地制度改革时，渗透工匠精神、爱岗敬业评价，促进思政教育

与农业经济管理教学深度融合。其次，教师要把思政教育和学分

评价相结合，增强学生对思政教育的重视，督促他们在学好专业

知识的同时关注国家农业发展、乡村振兴建设，进一步提升他们

道德情操。例如教师可以结合学生每一章节思政教育评价分数、

社会实践分数等来进行学分评价，完善教学评价体系，提升高职

学生道德情操，促进他们全面发展。课程思政有利于完善高职《农

业经济管理》教学评价体系，挖掘学生学习潜力，让思政教育与

专业教学同行，提升学生职业道德素养，进而提升他们的就业竞

争力。

四、结语

高职《农业经济管理》教师要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挖掘

教材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带领学生了解农业发展历史、新时代新

农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培养学生爱国情怀，鼓励他们积极参

与乡村振兴建设，提升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

支撑。同时，教师还要把思政教育融入实践教学、线上教学和教

学评价中，加快构建协同育人模式，培养高职大学生吃苦耐劳、

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精神，鼓励他们积极回乡创业就业，全面

提升农业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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