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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公共课课程思政教学中用活用好用足地方
生态文明资源

张  聪

伊春职业学院，中国·黑龙江　伊春　153000

【摘　要】地处小兴安岭核心区的伊春林区拥有丰富的生态文明资源，作为伊春林区唯一的高等学校——伊春职业学

院的教师，在公共课的课程思政教学中应当不断挖掘、总结、提炼和升华伊春林区特色的生态文明资源，将之应用于日常

的授课当中，使教学内容与地方特色资源有效结合起来，这对于提高教学的实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也在实际的教学

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学生的接受度更高了，这更加坚定了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们要更加用活用好用足伊春地方特色生态

文明教育资源，创新教学模式，取得更好的育人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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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祖国林都”称号的伊春林区是新中国林业发展

的缩影，发生在伊春林区的一些重大事件对黑龙江省生态

文明建设产生重要影响。伊春林区具有特色鲜明的丰富生

态文明建设资源，用活用好用足地方特色生态文明教育资

源推进高校公共课课程思政的教学与研究，是增强课程

思政教学实效性的重要举措。尤其是对于伊春林区高校而

言，将伊春林区地方特色生态文明教育资源有机融入公共

课课程思政教学，对于不断增强公共课的思想性、理论性

和亲和力、针对性，具有十分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经

过伊春职业学院近年的公共课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发现，把

地方特色生态文明建设资源融入公共课课程思政教学实

践，构建密切结合地方特色生态文明建设资源的教学模

式，既是提升公共课育人效果的有效方式，也是促进高校

学生了解和认识新时代地方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特殊渠道

和有效载体。

1　伊春林区地方特色生态文明教育资源融入公共课课

程思政教学的必要性

一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的内在要求。

高校公共课的讲授与生态文明建设有关教学内容时一般会

选择其他地方的事例进行教学，缺少地方的特色，学生感

觉离本省实际太远，不够“接地气”。因此我们在保证

公共课理论内容不走样的前提下，要精挑细选与教学内容

相匹配的发生在黑龙江省学生身边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

文明教学事例，使其既能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保证

公共课的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林区开发建设、禁止商业采

伐、植树造林、天然林保护工程、碳汇交易、山水林田湖

草沙系统治理等等，这些影响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重要事

件，在伊春林区留下了深深的印迹，这些地方特色事例一

般比较具体、直观，涉及的人物、地点和事件在现实生活

中距离学生比较近，对学生而言是“活着”的生态文明，

有亲切感，有吸引力，容易引起学生共鸣、激发学生的学

习动力。

二是，丰富教学内容、拓展社会实践教学的内在要求。

实践教学是高校课程思政课堂教学的课外拓展和延伸，是

学生在由知识接受向价值信仰转化的重要载体。地方特色

生态文明教育资源所依托的各种陈列馆、纪念地是天然的

实践教学场所。伊春林区有丰富的生态文明教育资源，大

学生通过实地参观纪念馆、博物馆、森林公园、生态治理

工程、林场所等，可以真正做到将实践体验、知识获取、

能力提升有机结合起来，进而实现课程思政立德树人的德

育功能。

三是，促进教学活起来的需要。地方特色生态文明教

育资源融入公共课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可以提升公共课课

程思政的说服力。尽管公共课的教学内容丰富，但由于理

论性较强，教学形式单一容易使学生失去兴趣和热情。通

过开展以地方特色生态文明教育资源为依托的实践教学，

引导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现实，与现实生态现状实现“零

距离”接触，从而真正体会到生态文明在新时代中国的发

展与成就，使理论知识真正入脑入心。地方特色生态文明

教育资源融入公共课课程思政教学实践，还可以提高公共

课课程思政的感染力。以地方特色生态文明建设资源为依

托的实践教学，既给公共课教师提供了走向生态、观察生

态、解读生态的机会，也提供了与学生亲密接触多样互动

的机会。通过实践教学，老师们能对自己讲授的内容有亲

身体会，就会以饱满的热情和深厚的感情讲授课程内容，

更能深深地感动学生。

2　伊春林区地方特色生态文明教育资源融入公共课课

程思政教学的具体路径

伊春林区地方特色生态文明教育资源丰富而多样，既

有典型的人物事迹，也有十分生动的现实场景，这些资

源都是公共课课程思政教学中“近水楼台”的资源。我

们认为，伊春林区地方特色生态文明教育资源融入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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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课程思政教学以提升课程思政教学实效的具体路径，

有如下几条：

一是，以案例教学融入公共课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课

堂教学是公共课课程思政教学的主渠道，是进行思想政治

理论教育的主阵地。课堂教学中融入伊春林区地方特色生

态文明建设的相关内容，可以在深化教学内容生动性、学

理性的同时，增强其亲和力和感染力。如教师讲授“双碳

目标”相关内容时，可以使用伊春森林碳汇交易案例，以

此向学生讲清楚，我国双碳目标的要求，森林碳汇交易是

纾解碳排放困境，实现我国双碳目标的一个重要途径；讲

授“生态文明发展历程”相关内容时，可以使用林业英雄

马永顺的案例，让学生生动全面地了解新中国生态文明建

设的发展历程，从破坏森林生态到建设发展森林生态的转

变；讲授“习近平对生态文明的重视”相关内容时，可以

使用“习近平到伊春调研”的事例，让学生了解习近平总

书记对于绿水青山保护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对伊春林区

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等等。总之，在课堂教学中，通过

相关地方特色生态文明教育资源的融入，可以使学生切实

感受新时代走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道路的必然性。

二是，以现场教学融入公共课课程思政实践教学。社会

实践教学是公共课课程思政教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伊春林区丰富的实际事例有助于公共课课程思政实践教学

目标的实现。实践教学可以将生态文明为主题贯穿全程，

充分利用伊春林区的生态文明教育资源开展实践教学。如

讲述“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相关内容时，可让学生参观伊

春森林资源馆、马永顺纪念馆、伊春河生态修复工程等，

结合生态文明图片、生态文明文物、生态文明现场，将伊

春林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故事展现给学生，让学生深入了解

伊春林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情况；讲授“习近平总书记

对生态文明的指示”相关内容时，可以带领学生参观溪水

国家森林公园、溪水生态文明教育基地，重走总书记考察

路线，使学生了解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通过“

参观体验+现场教学”的课程思政实践教学课，把“课程思

政小课堂”和“社会实践大课堂”结合起来，厚植学生绿

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情怀，让生态文明基因代代传承。

三是，以调研报告融入公共课课程思政过程性考核。

高校公共课课程思政教学工作要求明确规定，要采取多种

方式考核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要注重过程性考

核。这就要求大学生公共课课程思政的考核方式应该是过

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平时成绩与期末闭卷考试

成绩相结合。因此可以让大学生利用周末的时间深入社会

进行实地调查，并在实践的基础上，以青年人的视角观察

社会、思考人生。调查以小组形式进行，5-7人组成1个小

组，其中1人为负责人，其他人为参与人，每个小组提交

1篇书面调查报告，并在班内课堂教学中进行调研报告汇

报展示，由教师和学生评委共同评定调研报告成绩，作为

学生平时成绩的一部分。调研报告可以是国家生态文明政

策给伊春林区面貌改变的调查、伊春生态文明建设现状调

查、伊春森林碳汇交易前景调查等等。这种考核方式既能

把伊春林区生动的地方生态文明建设资源融入公共课课程

思政内容，又能提升学生统筹规划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第四，以短视频、微电影形式融入公共课课程思政自

主学习。为了调动学生学习公共课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

造性，我们鼓励支持学生在参加公共课课程思政实践教学

时，自主借助手机、摄像机等设备，通过对伊春林区的生

态文明教育资源进行个人录制和编排，激发起学生作为“

林都人”的自豪感与荣耀感；通过多样的镜头记录今天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具有教育或警示意义的生态文明建设事

件，使学生感受到自己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实际上，这种

尝试也对今后实施短视频、微电影实践教学提供了重要启

示，有助于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公共课课程思政实践教

学的新途径。

伊春林区地方特色生态文明教育资源在高校公共课课程

思政上的应用，既可以使教学内容兼具理论性和趣味性，

又能提升公共课课程思政的教学实效性。地方特色生态文

明教育资源融入高校公共课课程思政的过程中，要注意

以下几点：一是需要顶层设计，从学校到教学单位到教研

室到任课教师，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课程合力；二

是应用地方特色生态文明教育资源到高校公共课课程思政

的教学过程中，要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以小见大，

服务于高校公共课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三是实践教学是

地方特色生态文明教育资源融入高校公共课课程思政的重

要方式，要精心设计，扎实开展实践教学。总之，将地方

特色生态文明教育资源融入高校公共课课程思政，特别是

生态文明教育资源异常丰富的黑龙江省，有望大幅度提升

高校公共课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高校公共课教师要认真

思考、严肃对待，用活用好用足地方特色生态文明教育资

源，从根本上生态文明基因的传承问题，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合格的美丽中国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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