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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域下将柯柯牙精神融入涉农专业课程 

思政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以园艺技术专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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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高职涉农专业学生专业思想不稳定，“学农不爱农、学农不务农”现象非常普遍，导致涉农高素质技能人才匮乏。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将地域文化柯柯牙精神融入涉农专业课程思政建设，通过构建并实施“三阶三化三融合”课程思政育人模式，

提升涉农专业学生核心技能和职业素养，培养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优良的涉农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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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同时，也在全面开展乡村振兴

战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前夕,习总书记对涉农高校提出，“以立德

树人为根本”“培养更多知农爱农新型人才”“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

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1]。作为高职涉农专业，所培养的学生不仅要

具有较高的涉农职业技术技能，保证“用得上”，更需要对农业具有

深厚的感情，甘愿服务于现代农业，既能“下得去”，也能“留得住”
[2]。 

1.涉农专业课程思政育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近几年，涉农高职院校牢固树立课程思政育人意识，将课程思

政融入专业教学已有一定的基础。但是随着时代的变更，大学生的

职业价值观也不断发生变化。当前，高职涉农专业学生职业价值取

向功利性强，很多涉农专业学生从职业价值选择上以跳出农门为目

标，不愿到农村基层工作。大部分高职涉农专业的学生专业思想不

稳定，职业认同感不高，缺乏学习的目标和兴趣，在专业课中缺乏

全程参与的实践体验，“学农不爱农、学农不务农”的现象非常普遍，

极大地造成了涉农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匮乏，导致出现农村人才

短缺、农业资源分布不均、智慧农业发展落后的现状。因此把“乡

村振兴战略”及“一懂两爱”等思想融入课程思政育人体系，将思

想政治教育渗透入高职涉农专业教育的各个环节显得尤为重要[1]。 

2.柯柯牙精神内涵与涉农专业思政育人的联系 

在阿克苏柯柯牙荒漠绿化工程建设中孕育出的“柯柯牙精神：

自力更生、团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其根基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人民的民族精

神和时代精神的升华，与课程思政建设内容紧密契合，与职业教育

涉农类专业课程更是密切相关，是课程思政 生动的育人元素，益

于学生树立爱国情怀、“三农”情怀，树立爱疆、守疆、兴疆理念，

培养劳动素养和科学精神，提升专业素养和道德修养[3,4]。 

3.将柯柯牙精神融入涉农专业思政育人的意义 

3.1 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渠道，增强育人效能 

“四个自信”中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

自信，通过文化的传承创新达到育人的目的，是更持久、更有效的

育人渠道。通过构建立德树人的课程教育体系，将地域文化（柯柯

牙精神）融入课程思政，在课程教学中系统地、持续地渗透地域文

化的思想政治元素，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渠道，在知识传授中

实现价值观的引导，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3.2 充实专业课程思政的内容，丰富课堂教学内涵 

通过地域文化（柯柯牙精神）的深度融入，将柯柯牙精神中的

乡土情怀、文化内涵、精神品格等概念融入专业知识的教学中，形

成新时期边疆思政教育体系。从而润物无声地将专业知识与柯柯牙

精神元素融合起来，用地域文化的深厚人文精神影响和感染学生，

使学生在行为体验和情感体验中产生共鸣，在专业知识教学过程中

激发情感，使专业知识和思政教育教学更具温度，更加鲜活[3,4]。 

3.3 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高职业教育适应性 

农业类高职学生作为未来涉农行业的生力军，但由于工作环境

的特殊性，农业类高职学生要经常在田间地头劳作，与牲畜牛羊作

伴，户外体力劳作成为他们生活的主旋律，务必把提升职业精神与

专业技能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因此，农业类高职院校必须加强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职业精神培育力度，深入挖掘地域文化（柯柯

牙精神）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将其融入到课程思政之中，可以

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与深远持久的影响，从而有效地帮助学生成长

与成才，助力大学生职业生涯长远发展。 

4.将柯柯牙精神融入涉农专业思政建设的实践措施（以园艺技

术专业为例） 

4.1 挖掘整理思政元素 

整理关于新疆职业教育现状、学生核心素养、柯柯牙精神的育

人背景的相关材料，深入柯柯牙精神纪念馆、建设地、走访建设者，

深挖掘柯柯牙精神的内涵，甄选与园艺技术专业课程相关案例。例

如“用柯柯牙人物讲身边榜样”“用柯柯牙故事讲中国故事”“用柯

柯牙精神讲使命担当”，将理想信念和使命担当从抽象的“天边”拉

回到具体的“身边”。通过深入研究专业课程，梳理其内在逻辑，结

合人才培养目标，挖掘提炼专业知识体系中蕴含的思想价值、精神

内涵,引导学生树立爱国情怀、树立爱疆、守疆、兴疆理念，培养劳

动素养和科学精神，提升专业素养和道德修养。 

4.2 创建思政教学资源 

一是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将柯柯牙精神融入园艺技术专业人才

培养总目标。按照知识、能力、情感和价值观三个方面明确人才培

养目标，挖掘和梳理专业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承载的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并融入柯柯牙精神。二是修订课程标准，将柯

柯牙精神融入园艺技术专业的专业课程。根据园艺技术专业课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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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围绕学生核心素养—自学能力、审判性思维能力、创新性能力、

合作能力、沟通表达能力五大核心素养，融入柯柯牙精神育人元素，

对教学内容进行整合设计，完成专业课程标准修订。三是园艺技术

专业课程思政教材开发。教师结合思政教育的特征和专业的特征，

对园艺技术专业课程群思政教育内容进行梳理，再按照课程分布进

行部署和具象化，进而形成专业思政整体安排。通过发挥专业课程

的特色和优势，抓住思政素材关键点和闪光点，将柯柯牙精神有机

融入课程之中，对教材进行二次深度开发。 

4.3 构建思政育人模式（三阶三化三融合） 

三阶：从三个阶段逐渐提升园艺技术专业学生的核心素养（岗

位认知和基础技能→专项技能→综合技能）。 

三化：通过思政教育立体化、素质教育项目化、教育教学信息

化，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人文素养教育、创新创业教育之间深度融

合。首先，思政教育立体化，通过将行业认知教育、专业思想教育

等融入专业课程，辅以文明礼仪教育等思政学生社团，将思政从课

内贯穿到课外。其次，将素质教育项目化，通过构建“基础素能+

核心素能+素能拓展”模块体系，开展柯柯牙精神文化主题教育活动、

三农社会实践与专业志愿服务增强学生专项技能， 后，教育教学

信息化，提升综合技能。 

三融合：通过基础技能、专业技能、综合技能 3 个能力递进着

手开展思政教育。将“课程+工作室+基地+文艺精品”四位一体的“校

园红色生态教育圈”融入岗位认知和技能课程内容，培养学生学农

爱农；通过企业社会实践、志愿者服务等活动融入专项技能学习中，

进一步夯实柯柯牙精神的文化根基，培养学生爱农学农尚农乐耕。 

 

图 1  “三阶三化三融合”课程思政育人模式示意图 

4.4 提升教师思政育人能力。专业教师除了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

储备、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之外，必须具有良好的思政素质、师德

情操和人文素养。不仅要正确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掌握党的基本理论和政策，还要全面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中国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只有用正确思想武装起来的专业教

师，才能意识到肩负的育人重任，才能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保持正

确的理想信念，坚定政治立场，让课程思政始终保持正确方向。 

4.5 课程思政的实施 

以阿克苏地区某所高职园艺技术专业学生为教学对象，结合开

发的教材和教学资源，试行“三阶三化三融合”课程思政育人模式。

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特点，分年级分阶段逐级而上，实施不同内容、

不同层次的主题教育活动，在课程全部结束后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

的方式进行“三阶三化三融合”课程思政育模式的满意度调查，对

学生核心素养进行评价。 

5.展望 

高职院校涉农专业应当高度肩负起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

要时代使命，紧扣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和要求，以提升涉农专业学生

核心技能和职业素养为核心目标，提升专业思政育人的理论性、实

践性、连续性与针对性，重点培养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优良的农业

专业实用性技能人才。加强涉农专业学生职业价值观的培育，引导

学生转变就业观念，提高自身素质，树立为农业实现现代化的理想

抱负，具有乐于在艰苦环境中锻炼成长的毅力和勇气，具有吃苦耐

劳精神和与农民同甘共苦的思想准备，紧跟专业特色，发挥专业优

势，立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三农”，为推进乡村振兴做出自

己的 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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