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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政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研究 
李明泽 

(沈阳建筑大学  辽宁沈阳  110168) 

摘要：发挥各类课程的育人价值和思政课的核心作用，是落实用好课堂教学主渠道的必然趋势，也是解决培养什么人、为谁培

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重要途径。乡村振兴战略为课程思政注入了新的目标和内涵，既需要高校党委站在战略高度上为乡村振兴提供

强有力的支持，也需要教师队伍思政教学“两肩挑”，甘当践行课程思政的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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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思政教育助力乡村振兴概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大决策部署，鲜明提出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新要求，

这意味着“三农”工作将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中之重。

高校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阵地，应该树立为乡村振兴服务的意

识，并通过科学普及、文化传播和政治引领不断拓宽服务乡村振兴

的功能。思政课程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具有直接的影

响，可以帮助大学生建立献身乡村振兴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激励广

大青年大学生肩负时代赋予的重任，投身到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中，挖掘自身及所学专业对乡村振兴的重要价值。因此，高校思政

教育对于缓解乡村振兴人才短缺，推动乡村振兴人才建设具有重要

的推动作用。 

课程思政是一种教育观的改变，是从系统广度上将思想政治教

育拓展至教学全过程的有益探索，为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接班

人提供了重要保障。从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的进阶，首先是通识类

课程与课程思政的融合。现今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重视通识课教

育，希望通过更加全面、宽泛的课程内容培养可以应对各种挑战的

高素质复合型人才。通识课兼顾知识、能力、价值观及社会参与等

多领域，并能目标明确地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价值认知能力。 

以历史通识课为例，大学历史通识课不仅是公众史学的一种实

践形式，同时蕴含丰富的思政素材，是开展课程思政的重要着力点。

社会发展是历史和传统文化基因延续的结果，新时代大学生不仅需

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还需要增强文化自信，丰

富翔实的历史资料、生动有趣的历史故事对于学生系统掌握优秀的

传统文化并巩固文化自信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为落实大学生

思政教育目标提供了切实有效的保障。乡村文化所蕴含的价值理念

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且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乡村文化

式样丰富多彩，对大学生的思想品质的塑造能起到很好的示范作

用，历史通识课可以培养学生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乡村文化振

兴的热情，不仅可以将思政教育落到实处，还能为乡村振兴提供更

多复合型人才。 

大学生进入了专业学术学习阶段，一方面可以构建对学术发展

的理性认识，另一方面受专业学习影响形成了特殊的、共同的价值

理念和认同心理，因此对学科共同体成员的德育教育往往能超出预

期效果。建立在专业知识体系上的思政教育不仅更加有针对性和感

染力，而且也更具说服力，能突破专业学科教育单一知识体系视阈

的局限，在课程思政的引领下能凝练知识底蕴，这也是为什么专业

课是思政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之一。 

提升教学质量，推进学科建设是专业课的重要教学目标，在教

学内容编排、授课环节设计过程中有意识地挖掘思政教学资源，旗

帜鲜明地宣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促进学生将专

业理论内化于德行，达到全面自由发展的目的。乡村振兴是党中央、

国务院在准确研判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乡村演变发展态势基

础上作出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战略决策，大学生

需要充分了解乡村振兴战略，并看到自己到乡村就业的职业发展可

能和广阔前景，建立职业理想信念，专业学科与课程思政的融合机

制可以实现这一点。再次是专业思政课程链的建设。 

为实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协同效应，同济大学风景园林专

业将思政教育拓展到了专业教育的全过程，建立起了由通识课程、

平台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及实践课程组成的全环节专业

思政课程链。课程链实质上是闭环式的思政教育体系，在挖掘专业

课程所蕴含的科学精神、道德追求、家国情怀及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通过知识传授、实践应用及自我创新的进阶式培养，使思政教育渗

透到专业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从而构建完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导向体系，培养学生心系国家、坚守理想的专业追求。风景园林专

业涵盖了风景园林、城乡规划、建筑学等 3 个一级学科，由此构建

的共享课程平台聚焦城市和乡村建设。通过探索城乡建设具体实

践，给予社会、经济、政策、法规等多方面的了解与平衡，帮助学

生树立正确的规划观。 

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人才有着较高的要求 

现今制约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人才瓶颈依旧存在，不论是科研

人才、技术推广人才还是经营性人才都十分短缺，而人才自给和外

部输入能力的不足难以带动乡村发展的大局。高校的人才培养理应

与乡村振兴战略紧密结合，运用课程思政对大学生的培养和价值引

领作用，除与各类课程的融合外，教师应做到从课程知识体系的内

在逻辑出发，清晰课程背后的育人目标，找到教授课程与思政的契

合点。从学生最关注的问题入手，将我们党的政治主张和改革创新

的时代精神融入日常教学中，做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导的统一。同

时，基于立德树人使命的课程思政同样需要高校顶层的务实设计与

推动，并做好教学方案整合和教学督导等相关工作，使课程思政理

念深入人心。 

结束语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发展中最大的不平衡仍然是城乡的不平衡,

最大的不充分仍然是农村发展的不充分。长期以来,农村的教育、经

济、文化各项事业均相对落后,农业供给质量低、基础设施和民生领

域欠账多、支农体系薄弱等一系列问题突出。因此,农村的发展是国

家全面发展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

兴战略",且将其置于关系国计民生根本性问题的高度,集全社会之力

共同推进。高校思政教育是宣传并践行国家大政方针的主阵地,理应

为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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