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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生教育是国家高等教育质量水平的重要体现。《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进展》课程是培养复合

型高素质农业人才整体知识结构及能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课程体系中具有领航地位

和基础作用。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对农业人才的新需求，本文结合《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进展》课程的教学目标，

围绕课程教学方法、课程内容和考核方式进行了思考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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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ostgraduate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the quality of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dvances in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resear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overall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ability structure of training compound and high quality agricultural talents, and has the pilot position and foundation role 
in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pecialty.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new demand for agricultural talen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eaching methods, contents and examination methods of 
the course with the teaching objectives of "Progress in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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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国家科技进步的驱动力，研究生教育是为

国家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是应对全球

人才竞争的基础布局，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

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基石。研究生是我国科研人员的

后备军，同时也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是建设创新型

强国重要的人才支撑和技术支撑。高等院校是研究生

培养的主体，为了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需求，国家通

过撤销旧学位点和增列新学位点的形式不断优化研究

生培养结构，从而有效地支持了产业和区域发展。随

着高等院校学科建设的跨越式和交叉式发展，研究生

教育日益成为高等院校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核心，而研

究生教学则是研究生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对研究生

建立知识体系、培养创新能力至关重要 [1]。教育部在

2020年《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

中明确指出，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进入新时代，

研究生培养要注重固本培元，推动新时代研究生教育

高质量发展。由此可见，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是我国

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现阶段目标。然而，当前我

国研究生培养中原始创新能力差、学术创新能力弱、

实践创新能力低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进而影响了知

识发现和科技创新进程，导致了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下

降 [2,3]。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农业生产、

环境气候、资源利用等问题的不断凸显，农业资源与

环境学科面对一系列挑战发挥出了重要作用。农业资

源与环境学科是一门关于自然生态系统和农业经济系

统中土壤、养分和肥料、水分和生物质及气候等自然

要素和生产了决定的资源和环境属性对农业生产和管

理活动的影响及其运筹控制的科学 [4]。《农业资源与

环境研究进展》课程是《研究生核心课程指南（试行）》

中列出的农业高等院校农业资源与环境学科研究生必

修的核心课程，同时也是培养复合型高素质农业人才

整体知识结构及能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业资

源与环境专业课程体系中具有领航地位和基础作用。

课程的学习任务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培养研究生的研

究能力，动手能力以及独立思考和分析、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进展》课程是吉林

农业大学植物营养学和土壤学专业研究生的必修课，

相较其他课程而言具有更强的综合性和学科交叉性。

课程由 48 学时的理论课构成，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

研究生充分掌握土壤学、植物营养与肥料学、农业生

态与环境科学等农业资源与环境相关学科的研究进展、



76

2022 年 3 月  第 4 卷  第 3 期
 教育新探索 New Exploration Of Education 课程研究

发展趋势及相关技术，培养农业可持续发展意识，了

解农业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的实现途径、影响因素

及解决方法，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协作能

力，为培养知农、爱农、为农的高素质农业人才奠定

理论和方法基础。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农民、农村和

农业的高度关注，社会对高素质农业人才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因此需要结合社会发展和生产需求对课程进

行教学改革和建设。

1 课程教学整体目标

1.1 知识目标。通过教师讲解与引导、学生自己

阅读相关文献，理解并掌握农业资源与环境学科的概

述、地位、研究范围、基本框架、研究方法、学科进

展和未来方向；掌握相关的基本原理及技术，具备农

业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和基本知识，能够分析农业资源

在农业可持续发展中作用及影响因素，掌握专业相关

基本技能。

1.2 能力目标。使学生能够运用基本学科原理，

借助文献研究分析农业资源利用过程的影响因素，进

而获得有效结论，具备制定农业资源合理开发与利用

方案的能力、具备解决农业生产实践中实际问题的能

力、具备初步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1.3 素养目标。在《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进展》

课堂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充分利用先进的教学方式

和教学手段，如慕课、学习通等实时软件。通过丰富

多样的网络资源让学生更好地拓展与本课程相关的课

外知识，在加深对课程内容认知的同时了解更多现象

背后的故事，从而增强学生的责任感、使命感及对未

来从事本职业的高度认同感，培养学生社会主人翁的

积极意识和知农、爱农、为农的爱国情怀。

2 课程教学改革举措

为适应社会发展对新农科人才提出的新要求，吉

林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结合研究生培养方案组建

了《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进展》课程组，并从教学方

法和教学内容对课程教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2.1 开展教学方法创新

2.1.1 模块式教学

课程主讲教师由原来 1 名教师改为 7 名教师，每

位老师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设计教学内容，与此同时

按照年龄结构进行搭配，以保证课程的延续性，进而

建成“模块式课程”，其中1名教师为课程主管教师，

负责课程设计、学生管理等工作，其他 6 名教师根据

课程模块设置进行授课。

2.1.2 启发式教学

通过邀请校外知名专家就研究优势方向做专题报

告，同时引入共建企事业单位中实践经验较丰富的技

术人员和行业协会相关专家作为该课程兼职教师，将

课程教学与产业实际紧密结合，向学生讲授农业生产

一线中应用的新产品、新技术，从而启发和培养学生

的创新意识。

2.1.3 比较式教学

利用小组讨论的形式，检查学生对既定教学内容

的预习情况、对课堂讲授理论内容的理解情况以及对

前后相关模块知识点的融会贯通情况，同时也锻炼了

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

2.1.4 案例式教学

案例教学法的特点是，学生学习的专业理论知识

不是通过死记硬背掌握的，而是通过学习和研究大量

案例来掌握。在农业面源污染和黑土地保护等模块中，

通过使用案例教学使学生能够对现实存在的资源环境

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从而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2.2 开展课程内容创新

《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进展》课程组各位老师通

过集中商讨，结合当前农业生产中存在的热点问题对

教学内容进行了重新设计。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

能掌握土壤学、植物营养与肥料学、农业生态与环境

科学等农业资源与环境相关学科研究进展及发展趋势，

掌握土壤物理、土壤化学、土壤生物、土壤资源信息

技术、植物营养学、农业生态学以及农业环境保护方

面的国内外主要研究热点以及取得的最新进展，重点

掌握土壤微生物分子生态、根际营养与调控、土壤有

机质构成及土壤健康、新型肥料研制开发、养分资源

管理、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以及盐碱地改良与利用

等方面的主要理论与技术。

调整后的课程教学内容分为（1）植物根际营养，

（2）黑土地保护，（3）盐碱地改良治理，（4）肥料

产业及应用，（5）废弃物资源化利用5个板块，涵盖了；

（1）植物根际营养研究进展，（2）植物根际营养调

控研究进展，（3）黑土地保护国内外研究进展，（4）

土壤有机质与土壤健康关系研究进展，（5）我国盐碱

地研究现状，（6）盐碱地改良与利用研究进展，（7）

硫素增产提质效果，（8）缓控释肥增产增效减排效果，

（9）配方掺混与秸秆还田效果，（10）新型液体肥增

产增效减排效果，（11）农业面源污染研究进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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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肥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13）秸秆还田问题，（14）

畜禽粪便利用问题共计 14 个研究专题。

2.3 开展考核方式创新

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考察，扩展考核内容和形式，

将学生课堂表现计入课程最终成绩，包括课堂回答问

题情况、随堂作业完成情况、小组讨论发言情况等。

期末考核采用课程论文与 PPT 汇报相结合的方式。课

程设置了 20 个选题，包括：（1）平衡农业资源与环

境 走生态农业发展之路，（2）新形势下如何有效提

高作物的产量，（3）土壤科学在持续农业发展中的作

用及意义，（4）如何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5）有效解决多发的农业面源污染的

重要措施，（6）新型肥料研发的研究进展及应用前景，

（7）盐碱地改良利用的研究进展及应用前景，（8）

近年来有机肥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9）秸秆综合

利用技术的研究进展及展望，（10）秸秆综合利用与

循环农业的发展趋势，（11）植物根际营养调控措施

的研究进展及展望，（12）土壤微生态与植物健康的

研究进展，（13）干旱胁迫下保障农作物产量的技术

途径，（14）逆境条件下的植物营养研究进展，（15）

生物质资源在持续农业发展中的作用，（16）土壤有

机质与土壤健康关系研究进展，（17）有机物料分解

菌相关研究进展，（18）有机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

中的作用，（19）缓控释肥在增产增效减排的作用研

究进展，（20）碳中和技术及其前景。学生根据个人

兴趣选择1个选题，在查阅文献资料后撰写课程论文。

课程结束后提交课程论文并组织学生进行 PPT 汇报展

示，同时开展学生互评和教师评价，二者合计为期末

考核成绩。通过横向比较让学生在自己发现问题的同

时，也看到他人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也锻炼了学

生查阅文献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3 结束语

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

现代化、信息化农业技术被广泛应用，农业资源与环

境专业人才培养面临着新问题、新挑战，这也意味着

需要对原有的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人才的培养机制进

行改革和创新。《农业资源与环境研究进展》课程是

吉林农业大学植物营养学和土壤学专业研究生一年级

的必修课。本课程教学团队在教学过程中十分注重课

程教学内容的更新和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随着课程

教学团队的成立、教学方法的创新、课程内容的创新、

考核方式的创新，学生对本课程的认可度和课堂参与

度逐渐提高，学习积极性和综合素质也得到了大幅度

提升。在今后的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学团队将不断更

新教学内容，探索教学方法，例如以吉林农业大学资

源与环境学院现有的梨树玉米科技小院、通榆谷物科

技小院、宁江蔬菜科技小院 3 个科技小院为平台，把

理论学习与实际生产紧密结合，把研究生培养与技术

创新落地相融合，既巩固了学生的理论学习水平，又

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在满足研究生科学研究需求

的同时，也提升了研究生的研究水平和认知能力，同

时也锻炼了研究生的沟通和协调能力，为培养适应新

时期社会发展需求的乡村振兴专业人才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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