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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把政治思想教育融合到专业课教学中是高等教育教学的基本要求。本文根据教学实践，针对作物栽培学
探讨了课程思政的主要环节，从价值引领和知识传授之间的内在联系、师德与教书育人的关系、学生的
主体地位等方面，对当下的思政课程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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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教师应该建立教学联动、相互反馈的教学模式，

既要完成知识传播，又要实现观念、价值的提升，从单

纯知识灌输到双向联动，从学生对教师尊敬但疏远到亦

师亦友，从生搬硬套到无缝连接。为了做到这一点，教

师要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进行情境教学设计、增强教

学互动、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学习热情、激发学生

学习主动性。在教学过程中，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支

持学生主动思考、发挥想象力、创造力，对新的观点和

发现进行鼓励。

2  教学过程融入思政教育实践

在明确课程思政的目的和实施主体后，如何开展课

程思政实践成为教学的中心任务。

2.1 教学内容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导，实现传授知识与育

人同步。在教学过程中，介绍我国农业发展历程，以增

强学生对国家的归属感。

中国古代作物科学经历了从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到

明清时期的精耕细作的发展历程。从最原始的储备栽培

和选种到完全依靠经验的农民育种时代，中国种植和培

育了大量的农作物 [1]，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然而，

由于封建社会长期闭关锁国的政策，传统农业和科学技

术开始落后于西方国家。直到 19世纪 60年代，随着洋
务运动和改良主义的兴起，外国现代农业科技开始在我

国引进和传播，农业科学研究和推广体系逐渐建立起来，

并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对近代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起

到了促进作用 [1]。从夏商农作的演变，到明清时期栽培

技术的完善，古人的实践与智慧使得中华民族历经硝烟

战火依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教师还可以结合课程的相关知识点，插叙本行业的

专家、科技工作者、技术人员在推动我国粮食生产发展

中做出的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等事例。例如，中国工程

院袁隆平院士的奋斗历程。战争的爆发，让随家迁徙和

流浪的少年袁隆平经历了坎坷和磨难。山河破碎、流离

失所这些残酷现实使袁隆平过早的领会到“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这促使他刻苦勤学，树立了为国为民的情

怀。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数达千万，袁隆平充分认识到

“民以食为天”这句古语的分量。他思考着怎样创造粮食

高产，向饥饿发起挑战。

水稻雄性不育株的问世为解决杂交水稻难题带来了

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就必须把专业课与课程思政紧密联系。本文就农学专业

教育如何贯彻立德树人，课程思政怎样与农学专业结合，

根据教学实际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1  探索专业教育教学中进行课程思政的主要环节

1.1 确定价值引领和知识传授之间的内在联系
作物栽培学是研究作物生长发育规律、作物产量、

品质形成规律以及环境条件对作物生长的影响，探索作

物高产、优质、高效的应用科学。本课程的培养目标与

任务是：使学生掌握农作物种植与管理的基本专业知识，

通过实践训练，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并使学生在区域发展、土壤、肥料、农药、资源、环境

等相关领域灵活运用专业知识。授课过程中可以围绕教

学目标结合立德树人的指导思想，有意识地引入课程思

政元素，引导和促进学生形成“勤奋努力、刻苦耐劳、

蓬勃上进”的心理状态。

1.2 明确师德与教书育人的关系
教师是高校的灵魂，是教书育人的主力军，教师队

伍的职业道德状况和师德修养水平不仅关系到学校教学

和科研的质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影响大学生思想状

况和精神面貌。“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

人，己愈多。”只有在思想和精神上做学生的楷模，引

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才能提高德

育教育效果。教师不仅应该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积累，

更应该要有崇高的理想信念、高尚的思想品德和严谨的

治学态度。在教师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学生耳濡目染，

在不经意间受到教师的道德情操、价值取向的影响。另

外，师德建设决定了公民道德建设的方向。公民道德建

设的最终目标和发展方向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

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而培养“四有”公民

的前提是思想路线要与党和国家保持一致，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和“人生观”。高校学生在接受知识和技能学

习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受到教师思想观念的教育和熏陶，

因此，教师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学生的思想形成及其思考问题的方式，而学生在社会

生活中表现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了教育的成果，学生能否

达到“四有”公民的标准，学校教育起着决定性作用。

1.3 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
大学生精力旺盛、有活跃的思维，勤于思考，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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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光。1964至 1965年，几株雄性不育株被袁隆平发现，
20世纪 70年代袁隆平团队在不育株的基础上，通过坚
持不懈的努力，攻克三系配套的难题。三系杂交稻的问

世，展示了杂交水稻巨大的生产潜力。针对三系杂交稻

制种出现的问题，袁隆平提出两系法的构想。1987年，
袁隆平被任命为国家“863”计划生物工程项目中两系法
杂交水稻研究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和首席负责专家。经过

9年的艰苦奋斗，袁隆平带领科研合作小组克服了一系
列技术困难，于 1995年成功获取两系杂交水稻种子，并
开始逐步推广两系杂交水稻。

两系法的成功，使袁隆平把研究目标放在更高的层

次——超级稻，这是国内外攻关多年的世界难题，而未

获任何进展。以袁隆平为首的研究团队在现有亲本的基

础上，广泛地进行测交和筛选，投入了难以想象的精力

和心血，才选出了具有超高产潜力和米质优良的组合；

更重要的是找到了库大源足和高度抗倒的理想株型，筛

选出一批新的超高产组合。连续试种几年后，超级稻的

优势大放异彩，稳产、增产效果十分明显。

从杂交稻到超级杂交稻，再到海水稻；从 1963年的
春天到 21世纪的今天，在水稻研究的历程里，袁隆平
经历了无数个艰辛岁月和磨难坎坷，但他昂首向前，不

断创新，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袁隆平的科研成果

和对世界的贡献吸引了国内外赞誉的目光。他先后斩获

共和国勋章、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技术发明

奖特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等国内重大奖项；同

时也获得了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杰出发明家”金质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等近 20项国际大奖。在荣
誉面前，袁隆平谦逊地说：“荣誉是代表国家、代表民族

的，并不是给我个人的。”其实，在荣誉的背后，是艰辛

和磨难、创新与智慧、勤奋与奉献！ [2]

这些行业发展领军人物的经历不仅丰富了课堂内容，

还能在专业课课堂上传递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使学生

在课堂上不仅仅学到了专业知识，在思想、道德方面有

所触动，更重要的是老一代科学家的精神在学生的心中

春风化雨、落地生根。

作物栽培学作为一个发展的学科，新材料、新技术

的不断问世促进了栽培技术更新。学生应持续关注国家

农业发展的宏观环境、国家发布的相关政策。如，“坚

持绿色发展，发展循环生态农业，推进农业资源高效利

用”。鼓励学生关注这些热点问题，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可以把握本行业的发展方向，对自

己的职业生涯也能更好地规划。学生须客观认识我国作

物栽培的现状，认识到国内地域辽阔，经济发展、生产

技术水平差异极大；与国际先进技术相比差距不小；鼓

励学生把个人发展与国家崛起相融合，把个人的未来融

入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大业中，以祖国的农业发展为己业，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和力量，从而达到良好

的德育效果。

2.2 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
教师只有以自身广博的学识、良好的品德、极具个

性的人格魅力、温文尔雅的言行举止，获得学生的认同，

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才能影响学生的思想行为。同时，

教师应该充分备课，多花时间精力准备每一堂课，对专

业知识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在课堂上应该保持良好的

风度与耐心，对学生谆谆教诲、孜孜不倦。在教学手段

方面，为调动学生积极性，可以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等辅

助教学，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勇于表达自己的结论和发

现。教师应该深入理解教学内容，做好教学内容背景、

过程、前沿的调查，授课中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收放

自如；把科研的点点滴滴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学生进行

交流，引导学生走科研道路，鼓励学生及早参加科研团

队和兴趣小组，培养科研能力和严谨的实验态度，在实

践中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和动手能力；在帮助学生掌握系

统化的专业知识的同时，还要注重学生创新能力、思辨

能力、表达能力、团队能力的培养。

教师应该深入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通过谈心、共

同活动来及时掌握其思想动态，在做思想教育时才能做

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大学生正处青春期、叛逆期，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懵懵懂懂，处在将要形成而未

形成的关键时期，此时教师对学生的影响至关重要。定

位学生需求，以学生能够接受为目的，充分发掘带有思

政色彩的专业知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专业内容

紧密融合，达到专业和思想政治双重教育的效果。

总之，要做好作物栽培学思政课程，一方面，教师

要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精研专业，提高专业水

平；在备课时，仔细研究教学内容，挖掘专业知识中的

课程思政元素，把握好专业知识和课程思政的结合点，

既要做到课程思政无缝过渡、转接，又要做到情境交

融，不使学生产生抵触；另一方面，对学生要本着相互

尊重、平等的态度，在专业上循循善诱，授业解惑，在

生活中尊重、关心学生，用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学生

才能回报以认同与尊重。这样教师与学生才能真正成为

良师益友，对学生在思想、品德方面的影响就变得顺理 
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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