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万慧：“农业技术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探索

与实践路径研究

“农业技术经济学”这门课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

密围绕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

精神，全面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根据《兰州财经大学“课程思政”示范项目建设

与管理办法》的要求，充分发挥专业教学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使思想政治

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挖掘课程中的德育元素，探索和实践将专业知识与思政元

素深度融合、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有效协同的方法。

一、课程的思政育人目标

“农业技术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经济学科，其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发展农

业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以解决农业现代化建设中技术需要与经济可能这一

矛盾。新时代，我国面临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建立“高产、优质、高效”的持续农业，

将农业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因此，“农业技术经济学”这门课程应培养有高度

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的农业技术经济学的专业人才。一方面通过在课堂讲授及实践环节

加强学生理想信念、道德品质、纪律观念和创新精神教育，引导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学

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及学习观、就业观、考研观等，培养学生对专业及本课程的热

爱，同时提炼爱国情怀、法治意识、社会责任、文化自信、生态文明、节约资源、讲

求质量效益、人文精神等要素，转化成核心价值观教育具体而生动的载体，使学生在

认知、情感和行为方面有正确的方向。另一方面通过挖掘课程中的德育元素，培养“一

懂两爱”，甘愿服务于“三农”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壮大新时代的“三农”人才

队伍，为乡村振兴培育新动能，积极为“一带一路”农业经济发展及西北地区地方社

会经济发展服务。

二、课程思政建设课堂教学实践探索

在课堂教学中，本课程采取“理论+实验”的授课方式，“课程思政”主要是在理

论讲授环节开展。为适应“三全育人” 及“课程思政”教学的要求，“农业技术经济

学”课程教学中努力更新教学观念，创新教学方法，探索适宜于“农业技术经济学”

这样的方法论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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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组讨论+集中展示”模式

根据班级学生人数，将全班分成小组，确定讨论主题或问题，让学生分组讨论后

由代表回答问题，避免直接点学生回答问题但答不上来的尴尬。并设计好计分机制，

通过组内互评、组间互评、自评相结合的方式来打分，发言代表（小组成员轮流，发

挥每一位同学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及回答问题的同学可获得附加分。通过完成主

题任务，不仅提高了同学们的团队协作能力，增进了同学们之间的了解，提高了班级

凝聚力，而且提高了同学们收集资料、整理资料、分析问题、判断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及演讲能力。同时通过谈感受、启示、分享模范故事等，达到了思政育人的目标；

实现了师生课堂角色的转换，“课程思政”不仅老师讲，而且学生也要讲的要求，达

到教学相长。

（二）案例教学法

依据“农业技术经济学”课程的性质及思政育人目标，结合授课章节的内容，挖

掘“思政”及“德育”元素，引入相关案例，采取课堂讲授及观看视频等方式展示给

同学们。以通过直接教育、列举实例、讲述模范故事等，引导同学们树立正确的“三

观”及学习观、考研观、就业观等，引导他们学会如何去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应该

学什么、如何用心去学，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奉献精神、人文精神、大局意识、法

治意识、责任担当意识等。

（三）对分课堂

对分课堂的教学模式是传统教学和互动式教学的结合，其主张一半时间由教师讲

授，另一半时间由学生分组讨论，同时要留给学生将知识内化吸收的时间。在“农业

技术经济学”课程的具体实施中，安排一定的课时或者前半节课讨论上次讲授的内容，

后半节课讲新的内容；或者讲一节新课，安排一节讨论课，两者交错进行。

三、基于学生反馈的课程思政教学现状调查

在新的教学观念下，学生是课程教学的主体。因此，教师在课程教学中要重视学

生的反馈，多深入学生中间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学生的意见建议，并以问题为导

向，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活动等方面解决学生学习所需，这在有

效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自我价值塑造能力等方

面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课程在教学研究中对已经授完课程班级的学生进行了问卷



2

调查与谈心谈话。问卷主要包括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对课程思政的认知情况、课程

思政教学对学生的影响等共 16 个题目。

（一）基本情况

1.学生对课程思政的认知

本研究就学生对课程思政的理解程度、对在专业课中引入思政元素的重要性、对

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的认识等问题进行了调查，如表 1、图 1所示。（1）就学生对

“课程思政”的了解程度来看，目前多数学生了解程度不够，概念不清晰，部分学生

认为和思想政治课差不多，甚至有学生不太了解或完全不了解。调查显示，有 59.66%

的学生“有一定的了解，但不多”，有 21.01%的学生“有听说过，和思想政治课差不

多”，有 16.81%的学生“不太了解”，有 2.52%的学生“完全不了解”。这种现状与

老师平时对学生在课程思政方面知识的传授以及学生自身对课程思政的关注程度有直

接的关系。（2）就学生对专业课中引入思政元素的重要性来看，大部分学生持积极态

度，有小部分学生持消极态度。在对“你认为在专业课中引入思政元素的重要性”的

回答中，有 64.71%的学生认为“比较重要”，有 27.73%的学生认为“非常重要”，有

5.88%的学生认为“不太重要”，有 1.68%的学生认为“完全没必要”。（3）就学生对

课程中适合体现的思政元素的看法上，有 80%以上的学生认为应该体现“独立思考，勇

于创新的创新意识”、“追求真理，认真严谨的学术态度”，有 60%以上的学生认为应

该体现“爱护环境，和谐发展的发展理念”，有 50%以上的学生认为应该体现“热爱祖

国，报效国家的爱国情怀”、“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有 40%以上的学生

认为应该体现“诚实守信，勇于担当的精神品德”、“遵纪守法，公平公正的法治意

识”，有 5.88%的学生认为还应体现其他方面的内容，如专业素养和国家政策的结合；

树立正确的学习观、人生观、发展观；传统文化的传承；振兴三农，投入农业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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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学生对课程思政的了解程度及对课程教学中引入思政元素重要性的认识

图 1 学生对课程中适合体现的思政元素的看法

2.课程思政教学对学生的影响

研究重点对课程思政教学对学生的帮助、在提升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解

社会问题等方面的影响进行了调查，如表 2所示。调查结果显示：（1）课程思政对提

高学生政治素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传递正能量、养成关注政治时事的良好

素质、引领良好的社会风气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对“课程思政对学生有哪些帮

助”的回答中，有 84.03%的学生认为能够“提高学生的政治素养”，有 78.15%的学生

认为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有 66.39%的学生认为能够“为学生传递正能

量”，有 60.9%的学生认为能够“有助于养成关注政治时事的良好素质”，有 57.14%

的学生认为能够“引领良好的社会风气”，有 50%以上的学生认为能够“指导人生道路”、

“为学生进一步深造做准备”、“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有 48.74%的学生认为能够“维

护意识形态的稳定性”，有极少数学生认为有其他方面的帮助（5.88%）。学生对这一

问题的认识是比较客观的，由此说明他们对老师课堂上引入的思政元素所发挥的作用

问题 备选答案 比例（%）

你对“课程思政”的了解程度

完全不了解 2.52
不太了解 16.81

有听说过，和思想政治课差不多 21.01
有一定的了解，但不多 59.66

你认为在专业课中引入思政

元素的重要性

非常重要 27.73
比较重要 64.71
不太重要 5.88

完全没必要 1.68
是否引入无所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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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己的判断力。（2）课程中目前引入的思政元素对大部分学生有一定的帮助。在问

及“目前，在‘农业技术经济学’课程中引入的思政元素，对你的帮助如何？”时，

有 72.27%的学生认为“有一定帮助”，有 21.01%的学生认为“帮助非常大”，有 6.72%

的学生认为“帮助不太大”。可见，少部分学生对课程思政的认识比较深刻，课程思

政对他们的帮助非常大；大部分学生对课程思政的认识一般，课程思政对他们有一定

的帮助；极少数学生对课程思政基本不理解或者老师讲什么内容都无所谓，导致课程

思政对他们的帮助不太大。究其原因，可能是老师引入的思政元素针对性还不够，讲

解深度不够，对学生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不高，未能唤起学生的共鸣。（3）课程思政在

提升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调查显示，有 90.76%

的学生认为“课程思政提升了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有 9.24%的学生认

为未提高。不难看出，绝大多数学生的学习态度较为端正，学习积极性高，能够深刻

理解老师课堂上进行的价值观教育及引入思政元素的核心要义。而极少数学生之所以

认为未提高，是因为他们上课的积极性欠佳，对老师讲解的内容不关注，也对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重视程度不够。（4）课程思政有效促进了学生对社会问题的了解

和关注。在对“课程思政是否促进了你对社会问题的了解和关注？”这一问题的回答

中，有 95.8%的学生回答“是”，有 4.2%的学生回答“否”。因此，老师在课堂上引

入的有关社会经济发展领域的时政热点及前沿问题引起了大部分学生的关注，激发了

他们关注社会问题的热情和积极性，拓宽了他们的知识面，起到了较好的价值引领和

专业引领的作用。

问题 备选答案 比例（%）

你认为课程思政对学生有哪些

帮助？（多选）

提高学生政治素养 84.03
为学生进一步深造做准备 52.1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 78.15
引领良好的社会风气 57.14
为学生传递正能量 66.39
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52.1

指导人生道路 52.94
维护意识形态的稳定性 48.74

有助于养成关注政治时事的良好素质 60.5

其他 5.88

目前，在“农业技术经济学”课 帮助非常大 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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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引入的思政元素，对你的帮

助如何？

有一定帮助 72.27
帮助不太大 6.72
没有任何帮助 0

课程思政是否提升了你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

是 90.76
否 9.24

课程思政是否促进了你对社会

问题的了解和关注？

是 95.8
否 4.2

表 2 课程思政教学对学生的影响

3.学生对课程思政教学的评价

总体来看，学生对“农业技术经济学”这门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是比较满意的，

老师在课堂上拓展的内容启发了他们的思维，老师在课堂上的一言一行起到了言传身

教的作用，对他们的人生价值观产生了影响。如表 3所示，有超过 98%的学生对“农业

技术经济学”这门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表示“满意”，其中有 21.85%的学生表示“较

满意”，有 22.69%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在对“你认为老师课堂上拓展的内容是

否有启发你的思维？”的回答中，有 96.64%的学生回答“是”。在对“你认为老师课

堂上对你的人生价值观是否产生了影响？”的回答中，有 89.92%的学生回答“是”。

在对“在与老师相处过程中，你觉得老师是否言传身教？”的回答中，有 94.12%的学

生回答“是”，有 5.04%的学生回答“不清楚”，有 0.84%的学生回答“没有感受到”，

对于后面两类回答的学生来说，一方面可能是老师的言行未在人生观、价值观、世界

观、学习观等方面影响到他们，另一方面可能是他们对“三观”没有清晰的概念，也

对课堂中的老师不关注，缺乏学习的积极性，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三观”、端正学

习态度是课堂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难题；当然老师也要提升自己言传身教的能力，以学

生为中心，增强对学生的人文关怀与价值引领。

问题 备选答案 比例（%）

你认为老师课堂上拓展的内容是否有启

发你的思维？

是 96.64

否 3.36

你认为老师课堂上对你的人生价值观是

否产生了影响？

是 89.92

否 10.08

在与老师相处过程中，你觉得老师是否

言传身教？

是 94.12

没有感受到 0.84

不清楚 5.04

你对“农业技术经济学”这门课程中融 不满意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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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思政元素的满意程度？ 满意 53.78

较满意 21.85

非常满意 22.69

表 3 学生对课程思政教学的评价

（二）问题表现

1.学生对课程思政的认识存在误区

目前，部分学生对什么是“课程思政”及“思政元素”，它们在专业课程教学中

有什么作用，“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有什么区别等问题认识不清，存在认识的

误区。由调查可知，有近 60%的学生虽对课程思政有一定的了解，但了解不多；有 20%

以上的学生听说过课程思政，认为和思想政治课差不多；有近 17%的学生对课程思政不

太了解；有近 3%的学生完全不了解。可见，学生普遍对课程思政的了解不多，认识不

够清晰，甚至将课程思政与思想政治课等同。正是由于他们对课程思政认识上的误区，

导致他们对专业课中引入思政元素重要性的认识存在分歧，虽然有 90%以上的学生认为

重要，但有 5.88%的学生认为不太重要，有 1.68%的学生认为完全没必要。说明学生对

专业课程教学中为什么要引入思政元素认识不清。由此，部分学生认为专业课程思政

化授课会影响到课程质量。在对“你觉得专业课程思政化授课是否影响课程质量？”

的回答中，有 63.03%的学生认为“没有”，有 30.25%的学生认为“稍有”，有 6.72%

的学生认为“影响很大”。

2.课程思政教学对学生的价值引领作用有待提高

从调查的结果来看，有 6.72%的学生认为课程中引入的思政元素对他们的“帮助不

太大”，有 9.24%的学生认为“课程思政没有提升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

有 10.08%的学生认为“老师课堂上对他们的人生价值观没有产生影响”。这说明课程

思政对学生在价值引领及塑造方面的作用未充分发挥，价值引领与知识教学融合的深

度不够，对课程内涵价值和价值引领功能方面的思考和实践还不够，还未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人生价值观等方面的知识深度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去，专业课程内容与思

政元素的耦合度不高，课程思政的价值塑造功能未在学生中间形成共识。尤其未引起

学习态度不端正、目标不明确，消极悲观类学生的关注与认同，也未在他们树立正确

“三观”方面起到积极作用，“润物无声”的力度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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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思政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不够

从学生的反馈来看，课程思政教学在活跃课堂气氛，帮助学生理解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促进学生关注和了解社会问题，言传身教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就课堂教

学的气氛来看，有 77.31%的学生表示“气氛活跃，同学上课认真”，有 22.69%的学生

表示“积极性低，气氛压抑”。就课程思政促进学生了解和关注社会问题来看，有 4.2%

的学生表示“否”；就课堂上拓展的内容对启发学生思维来看，有 3.36%的学生表示“否”；

就老师课堂上是否对学生人生价值观产生了影响来看，有 10.08%的学生认为“否”；

就老师是否言传身教来看，有 5.04%的学生表示“不清楚”，有 0.84%的学生表示“没

有感受到”；就课程思政在提升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来看，有 9.24%的学生

表示“否”。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课程思政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仍不够，课堂教

学环节的设计、教学方法、课堂气氛的烘托等尚待改进，未调动全体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课堂上引入的思政元素不够精彩，对社会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生价值

观等内容与专业知识的融合度不够，讲解缺乏深度和感染力，对学生思维的启发有限；

老师的政治素养、专业素养、个人魅力尚待提升，知识传授、行为示范未在师生之间

有效对接，言传身教的模范作用亟待强化。

四、课程思政实践优化路径

（一）夯实思政素养：提升课程思政育人能力

一要提高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知水平。专业课教师要提高政治站位，主动践行教

师的育人职责，加强自身思想政治修养、规范好自身言行，充分发挥“身正为师，德

高为范”的作用。二要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与道德素养。专业课教师在课堂上得体的

言谈举止、在工作上的身体力行等都是思政教育的鲜活教材，将对学生起到重要的价

值引领作用。三要提高教师的专业知识素养。教师是人类文化科学知识的继承者和传

播者，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专业人员，是学生学习和身心发展的教育者、领导者和组织

者，必须具备扎实过硬的专业知识素养。

（二）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学生对课程思政的认知水平

课程思政是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学生是课程

思政教育的对象，课程思政教学的效果与他们有直接的关系。因此，针对学生对课程

思政了解不多，对课程思政的内涵认识不清，课程思政教学在专业课程教学中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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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等问题，加强对学生的课程思政宣传很有必要。如加强课程思政内涵及其相关内容、

课程教学目标及教学计划等的宣传，由此提高学生对课程思政的认知水平，进而提升

他们对课程思政教学的认同度，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深挖思政元素：实现价值引领与知识教学的真实融合

专业课教师应该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挖掘自己所授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

自觉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践行教师的育人职责。一方面要

挖掘有利于塑造当代大学生必备价值观的元素。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

教育、理想信念、道德品质、精神追求、科学思维、纪律观念和创新精神等方面的内

容有机融入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自然而然地将价值引领与知

识教学结合起来。另一方面要挖掘有利于塑造大学生专业（职业）价值观的元素。教

师要紧扣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根据课程的性质特点及知识目标，凝练课程的思政育

人目标，明确课程中各个章节的知识、技能与素养目标，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深度挖

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从教育目标、内容、结构、模式等方面设计课程思政教学方案，

实现价值引领与知识教学的真实融合，使学生具备应有的专业（职业）素养。

（四）创新教学方法：提高课程思政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一要深入研究课程思政教学的实施方案。专业教师要结合当代大学生的兴趣爱好、

接受方式、认知特点等问题，研究课程思政教学的实施方案。二要有机融入思政元素，

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专业课教师要根据课程的性质、特点、培养目标、课程知识

体系和教学大纲的安排，深入挖掘课程内容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有机融入到课堂教

学相关环节中。三要打造具有亲和力的课堂讲授方式。一方面要强化专业领域时政要

闻与“课程思政”的结合度，引入典型示范、榜样、楷模等具有亲和力的思政元素，

将其融入到课堂教学当中。另一方面要建立平等、融洽、充满关爱的师生关系，提高

教师自身的亲和力，起到言传身教的价值引领作用。四要发挥学生自我价值塑造的能

力。教师要通过课堂教学设计，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学生自我价值塑造的意

识，创造学生自我价值塑造的机会，使学生在自主参与教学活动中提高思想觉悟，端

正学习态度，激发学习兴趣，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奠定基础。

（项目参与人：李彤 孔媛 周茅先 张军 王波）

（项目完成单位：兰州财经大学农林经济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