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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各大院校对课程思政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许多学校纷纷进行J，相应的改革探

索。课程思政教育改革强调专业课程的育人价值，这是目前院校专业课程改革的切入点。河北农业大学党

委副书记孙朝阳撰写的《课程思政教育教学体系改革与创新：基十农林院校学科特点的研究》一书强调农

林院校“人思政”建设面临的一个新时代主题一将农林院校学科特点与思政课程相融合。该书对农林专
业新形势F的课程思政教学体制改革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剖析，通过对梢关概念的界定厘清了改革目标层

次、制度层次和要素层次的关系，同时，作者从教材建设、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课程资源建设等方

面进行了深入探讨，试图使课程思政与农林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课程I～容等方面充分结合，形成良好的

教学氛围．实现专业课程融入思政教育元素的目的。

作者通过对农林院校教师的调查发现，目前很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部没有将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元素

真正结合起来。例如，一些教师试图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引进到农林专业课程中，但却无法灵活地与特

色学科课程结合，思政教育元素融合模式僵化。该书指出，根据现实问题，我们需要积极探讨课程思政背

景F专业课程融入思政教育元素的需求以及教改实施的途径和方法。作者认为，要把思政教学与农林院校

学科专业课程结合起来，加强思政课程的教育功能，明确思政元素的重要性，积极培养新生师资力量。在

课堂上。一名优秀的专业课程老师需要始终保持正确的思想观念，把专业课程融入思政敦育元素作为首要

教学任务，为学生树立榜样。只有教师对思政教育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思政教育教学体系才能进一

步完善与创新。

新时代背景下，思政教育对国家、学校和学生而言都十分重要，思政教育必须真正深入学生的心灵。

作者强调，教育是一项神圣而又崇高的工作，教育者的工作就是要影响和教化学生。在教学实践中，作者

就如何将思政要素与专业课程结合提出如下看法。课程思政教育教学体系改革要严格遵守校规，加强对学

生品德的教育和引导，大力推动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元素融合。院校教师要提高自身素养，在课堂上时时

刻刻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以身作则。在专业课堂教学中，要注重引导学生将实现自身价值与推动国家社

会的进步结合起来，加强对学生进行正面教育和引导，引导学生辨证地看待问题。未来农林院校需要进一

步加强对教师队伍的培训。提升专业教师的职业素质。只有具有扎实的职业素质，教师才能获得学生的尊

重与信赖，思政教学才能真正扎根于专业的课堂。

课程思政教育教学体系改革与创新的目的在于扩充学生知识储备量、提升专业教师的相关教学技能以

及提高整体院校的办学质量。在专业课程融入思政教育元素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以德育

人”的办学原则。基于农林院校学科特点．提高学生的素质．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该书以农林院校学科

的课堂教学为案例，深入挖掘国内外农林经济知识点的思政教育意义。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与农林经

济专业课的结合，专业课教师需要不断进行课程创新，突出思政教育元素的同时，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阅
读、搜集国内外农林经济领域的热点和重点知识。课程思政背景下，教育教学体系改革是一项长期而又需

不断探索和实践的过程。该书指出，在专业课教学中应根据专业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制订相应的目标，以学

生为中心．以教学设计辅助学生，选择适当、多元的教学手段将已发掘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与课堂教学有

机地结合起来，如此才能达到教学效果，才能让农林院校学科特色课程兼具思想政治教育作用。

*项目来源：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高等教育研究项目“高校课程思政内涵建构及实践路径研究”(编号：

21GYBl03)，广东海洋大学2021年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金课视域下高校思政课混合式教学研究”(编号：gdouj920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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