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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engthen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important way for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colleges to further 
promote the “three-integrity education” and to realize the cultivation of high-standard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talents in the new era 
of agricultu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struction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major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colleges in 
bordor areas, according to the times, regional, and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re idea of “moral education , value guidance” 
,	based	on	national	strategic	deployment	and	situ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comprehensive	grasp	its	value	significance,	puts	
forwar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struction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major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colleges in 
bordor areas. It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college in border areas, strengthen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Chinese	and	helping	to	train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with	all-round	
development morally, intellectually, physically, aesthetically and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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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农科时代加强思政育人建设是农林院校深入推进“三全育人”的重要抓手，是实现培养高标准农林人才的重要途径。边
疆地区农林院校林学类专业思政育人建设根据时代特征、地区特点、专业特色和“立德树人、价值引领”的思政育人核心
理念，基于国家战略部署与高等教育改革形势，全面把握边疆地区农林院校思政育人价值意蕴，提出边疆地区农林院校林
学类专业思政育人新格局建设策略。研究有利于提高边疆地区农林院校人才培养质量，加强中国生态文化自信，助力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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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新时代教育体系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的战略举措，它影响并决定着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复兴。

新时代边疆地区农林院校林学类专业，要根据时代特征、地区

特点、专业特色，改革创新传统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人才培

养模式，推进思政育人体系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同时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培养有农林情怀的高

标准专业人才，为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储备力量。

2 新农科建设的时代背景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必须始

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新农科建设是全面落实“十九大”精神的需

要。2019 年发布了《安吉共识—中国新农科建设宣言》，

明确指出面对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中对农林人才培养的新要求，提出了新农科建设要开创“三

条路径”，积极探索实践融合发展、多元发展、协同发展新

路，加快培养创新型、复合应用型、实用技能型农林人才高

标准 [1]。党的十九大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

后，新农科建设已经成为新时期农林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风

向标，要从不同维度深刻把握新时代边疆地区农林院校课程

思政价值意蕴与建设策略。

3 思政育人的发展与研究动态

2014 年，上海市率先在课程改革探索中逐步形成了课

程思政理念。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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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高校开始探索课程思政的相关内涵与推进路径。2020
年 6 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

确要求：“所有高校、所有教师、所有课程都要承担好育人

责任，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

向同行，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形成协同效应，构

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2-3]。

目前中国高校课程思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课程思政的

内涵、价值意蕴、与思政课程的关系、现实困境、机制构建

几方面 [4-8]。林学类专业的课程思政研究主要集中在人才培

养、教学模式、课程思政实践几方面 [9-11]。

在其他国家，以苏联为代表的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开

展了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等为内容的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课程。欧洲、美洲等西方国家也有类似

的课程教育，如英国的相关课程“公民教育”、法国开设的“公

民道德教育”课程、德国的“民主主义”课程、美国的“历

史教育”课程 [12]。

4 边疆地区农林院校课程思政价值意蕴

4.1 践行守望相助理念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边疆地区是中国重要的安全屏障和生态屏障，是国家

安全稳定的重要守护者。内蒙古处于祖国北部边疆，在民族

团结、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等方面为其他民族地区作出表率，

被誉为“模范自治区”[13]。

2019 年 7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调研时指出：

“内蒙古具有民族团结的光荣传统。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

帜，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践行

守望相助理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各族人民紧紧

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在新时代继续保持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13]

内蒙古高等院校教育教学中应坚持不懈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引导各族学生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

思想，不断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地区教育，

要在思想上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深刻认识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对促进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要旗

帜鲜明、坚定政治立场。

4.2 服务边疆地区乡村振兴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农林高等院校是强农兴农的“国之重器”，肩负着培

养服务乡村振兴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的重任 [14]。

内蒙古作为守卫祖国北疆的万里绿色长城，生态地位

举足轻重，保护和建设好这道亮丽风景线，是内蒙古各族人

民的神圣职责。2019 年 3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的审议时强调：“内蒙古

生态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全区各族群众生存和发展，而且关

系华北、东北、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把内蒙古建成中国

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是立足全国发展大局确立的战略定

位，也是内蒙古必须自觉担负起的重大责任。”[15] 边疆地

区农林院校课程思政建设要强调中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

重要意义，提高学生对农林领域的积极性及责任意识，引导

学生将乡村振兴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为己任。

4.3 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理论课要提升“亲和力和针

对性”，其他课程要“种好责任田”[16]。“课程思政”将思

政内容融入专业课程教学，是“润物无声”的思政教育，是“潜

移默化”的立德树人。

边疆地区农林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应始终贯穿立德

树人的根本要求，培养有过硬的专业素养和思想素质，在学

习与实践中有良好的道德修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5 “全方位、全过程、全链接”融通式林学
类专业思政育人新格局

5.1 全方位思政育人
全方位思政育人是通过拓展课程思政育人维度，在空间、

方式方法上实现全覆盖，以学生的全方位发展为根本，紧扣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最终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终极目标。

5.1.1 教学方法
林学类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中引入 BOPPPS、OBE 教学

方法，全面改变传统教学方式。BOPPPS 教学方法以案例教

学为启发，以学习目标为核心，以前测、参与式学习及后测

为手段，将教学模式从传统教学模式向“以学生为中心”教

学模式转变的新型教学模式。OBE 教学方法是结果导向教

育，教师根据所需能力指标设计学生的专业培养方案及教学 
体系。

5.1.2 教学场地
林学类专业教学应注重实践性，教学场地不只是以课

堂为主，应大力推进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让学生在森林生

态环境中学习，切实感受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中面临的

问题，实现真正将论文写在大地上，在林业实践中不断提升 
自己。

5.1.3 评价体系
全方位改进林学类专业育人评价体系，建立理论课程

评价体系、实践课程与实习评价体系及学生道德修养、林业

情怀、文化自信方面的综合素养评价体系。

【课题项目】内蒙古自治区“十三五”规划课题“高等

学校民族预科班人才培养关键问题分析与对策研究”

（课题编号：2019MGH149）；内蒙古农业大学重点教

改项目《林学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研究》（课题编号：

ZD202107-1）；内蒙古自治区十四五规划课题“全方位、

全过程、全链接”融通式园林专业思政育人新格局构建研

究”（课题编号：NGJGH2022143）。 

【作者简介】萨如拉（1976-），女，蒙古族，中国内蒙古

锡林郭勒人，硕士，教授，从事林学、生态学、可持续林

业理论研究。 

【通讯作者】托亚，女，副教授，从事园林历史与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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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全过程思政育人
5.2.1 入学教育

主要包括专业教育、就业教育。其中专业教育通过

入学专业教育、优秀毕业生讲座、行业专家讲座等形式，

激发学生专业学习兴趣，建立学生专业学习目标和行业 
认知。

5.2.2 通识教育
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等思政课程、大学体育、大

学英语、军事理论与技能等。通过以上课程培养学生坚韧不

拔、艰苦奋斗精神及爱国思想，通过丰富多彩的体育竞赛活

动，增强心理与身体素质。

5.2.3 学科基础教育
主要包括高等数学、普通化学等。通过学科基础教育

培养学生具有深入林学学科研究和应用的理论基础及技术

支撑的能力。

5.2.4 专业教育
主要包括林学类专业基础和必修课程。强化林学类专

业的核心知识和实践能力，其中课程思想政治培养学生思辨

力和表达力，提高人文素养和专业理论修养，培养正确的历

史观和价值观，增强生态文明、森林文化自信。

5.3 全链接思政育人
“全链接”是一种创新整合的课堂变革思维，用“全

链接”理念构建起适合学生成长、着眼社会需求的梯度合理、

层级分明的课程体系，有效提高学生综合能力全面提升。在

林学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构建起“四环节四课型”教学模式。

其中，“四环节”具体为“选题立项—科学探究—实践操作—

拓展运用”，“四课型”具体为“主题思辨课、方法点拨课、

实践操作课、反思提高课”。

①主题思辨课：通过引出主题—确定目标—整合链

接—生成主题—小组合作—初定方案—交流展示—完善方

案—整合提升等环节完成主题内容学习。②方法点拨课：通

过方案展示—方法点拨—模拟训练—评价反思等环节掌握

知识点相关方法。③实践操作课：通过回顾理论—资料共

享—实际操作—汇报演示等环节巩固实践教学成果。④反思

提高课：通过回顾探究心路—交流探究心得—反思探究成

效—制订新计划等环节不断反思学习过程，提高课程学习 
成效。

5.4 “全方位、全过程、全链接”融通式思政育人
林学类专业在“全方位、全过程、全链接”课程思政

建设基础上，各维度相互融通、互相促进，某一维度的内容

不是限定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内，如新生入学教育是就

业指导的切入点，不同的年级体现不同的就业指导内容。定

期举办森林文化节，传播中国传统和现代优秀森林文化，搭

建林学类专业兄弟院校间的交流平台，拓宽学生眼界，全面

推进林学类专业思政育人建设。

6 教师思政育人能力提升

一方面，专业课程教师作为专业课程育人的主要组织

者和实施者应全面提升教师思政育人意识与能力，切实加强

师德师风建设，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鼓励教师成为先进思

想文化的传播者、学生成长的引路人。教师应将思政育人理

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到“教书和育人相统一，言传和

身教相统一”；应全面推进师德师风教育常态化，从政治认

同和国家意识、道德修养和人格养成、学科科学观与职业道

德等多方面进行施教。

另一方面，提高农林院校思想政治等公共基础课程教师

对农林领域的认知，提高基础课教师对林学类专业课程的了解，

促进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之间的交叉融合。专业课程教师与公

共课程教师双向促进农林院校林学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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