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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物联网技术、大数据不断冲击着农业生产，传统农

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2019 年新农科建设的启动，更是对

农科专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农科专业的改造升级迫在眉睫。在

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特殊时期，农科专业也需要与时俱进，

推进内涵式发展[1]。如何在农科专业改革创新的浪潮中将课程思

政融入专业课程，充分发挥思政育人的作用，是每位高校农科

教师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1　课程思政的重要性

课程思政是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

将课程内容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把“立德

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是一种隐形教育。

课程思政不同于传统的思政课程，它是在专业课堂中把思想政治教

育融入其中，使思想教育工作与专业知识相结合，以春风化雨的方

式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实现思想价值的引领。课程思政的提出不

仅是教育本质的回归，同时也是对高等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

培养人的回应[2]。因此，课程思政建设不仅是新时代高校“立

德树人”的根本需要，也是教师“教书育人的”核心使命，同时也

是当代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内在需求。努力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将

是实现思想铸魂育人的有效途径之一。

2　农科类课程思政存在的问题

2.1 课程思政重视不够，师生思政意识有待加强

目前课程思政重视不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部分教师

认为专业技能的提高与思政教育无关，而对于所有课程都应该承

载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任务认识不足。（2）大

多学生认为学好专业知识最重要，而对课程思政内容的学习不积

极、不主动，也不重视。（3）农科类专业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

性，随着专业课学时不断压缩，使得授课学时紧，任务重，加之

教师对课程的规划和设计比较单一，难以契合学生的思想动态和

激发学生进行思政学习的兴趣。

2.2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融合不足，思政元素挖掘不够

“思政”教育的提出是要重点发挥隐形育人的功能，这样才能

彰显显性育人的功效，部分教师在课程思政融入的过程中生搬硬

套，并未深入挖掘专业课本身蕴含的思政元素，使得思政和专业

没有有效的融合、促进和发展，呈现“两张皮”的现象。

2.3教师的素养和能力有待提高，教学方法不能满足课程思

政要求

一方面从课程角度出发，要在专业课中融入课程思政，不管

是课程内容的教学设计，案例的选择，还是思政元素与专业内容

的导入途径和模式，都需要重新考虑和设计；另一方面只有教师

将良好的教学方法与手段有机结合才能充分发挥课程思政的真正

目的，方法和手段都需要不断的实践和打磨。而教师并未进行过

系统的学习和培训，因此教师的素养和能力是需要进一步提高的。

3　推动农科类课程思政建设的途径

3.1管理部门的政策引导和积极扶持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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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管理部门高度重视，积极研究和实践推动，才有可

能在课堂中落地。其次，作为一项新生事物需要教师不断学习

和提高，因此学校要提供良好的学习、交流和培训平台，帮助

教师理解和内化新技术。最后，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需要有标

杆去引领，学校可以予以政策导向，如设立相关的教改项目、

报酬激励等政策鼓励教师开展课程思政改革。

3.2 转变教学理念，改进教学方法，挖掘思政元素

理念是基础，方法是保障，思政元素是调味剂，只有三者

有机结合才能充分发挥思政教育的隐形力量。首先教师应该树立

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融合的教学理念，领悟课程思政对于培养高

素质综合人才的重要性；其次要不断的创新教学方法，丰富教

学的手段和技术，优化授课设计，将理想信念、爱国主义情怀

和专业思想潜移默化的融入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最后，要

注重思政元素的挖掘，需要教师花大量的时间和经历去挖掘思政

教育资源和案例，同时在授课过程中不断丰富教学的维度和方

法，并将案例有效的融入课程内容，有针对性的对学生道德观

念和人生价值正确引导。最后，对农科专业的学生而言，注重

思政元素和典型案例的挖掘，对于稳定专业思想，培养学生们

学农爱农的情怀意义更大。

3.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思政育人能力

有研究调查教师是对大学生成长影响最大的因素，只有教师

的素质和能力不断提高才能充分发挥课程思政润物无声的效果。

首先通过对教师进行系统的培训和指导，如推广试点、专家讲座、

经验分享、头脑风暴等方式进行学习交流提升教师素养；其次通

过邀请知名专家指导，选派教师去其他高校学习交流；通过不断

的学习和交流教师逐步认识到立德树人的本质，成为学生真正的

领路人和引导者。

新时代育人号角已经吹响，作为一名农科类专业的高校教师，

尤其需要不断的思考如何更好的将课程思政有机的融入专业课程，

这对于重塑农科学生对农业的认识，稳固专业思想尤为重要。只

有教师做好了教学中的各个环节才能充分发挥思政育人的作用。

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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