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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工程大实验》课程思政探索
崔华威 令娟 郑奕雄 *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农业与生物学院，中国·广东广州

《种子工程大实验》是“种子科学与工程”专业必修课。课程思政改革目标设定为：培养学生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与“大
国三农”情怀，培养学生法治意识、创新精神、工匠精神与良好的职业道德。改革后学生对课程评价高，学生课堂活跃
度、精神面貌明显好于改革前，学生出勤率高、课堂互动参与度高、课后活跃度高等。课程思政建设基本达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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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20 年校级“课程思政”示范专业——“种

子科学与工程专业”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崔华威（1982-），男，中国河南西平人，博

士，讲师，从事种子科学、高等教育改革等研究。

【通讯作者】郑奕雄（1963-），男，中国广东揭阳人，硕

士，教授，从事花生育种与种子科学研究。

1 引言

《种子工程大实验》为实践教学课程，是种科专业本

科三年级的专业必修课。课程通过连续、系统的田间和实验

室学习，以实践贯通、验证、巩固、补充《种子生产学》《种

子检验学》《种子贮藏加工学》知识，使学生熟练掌握种子

生产、检验、贮藏、加工等专业“核心”技能。为未来从事

种子生产、质检、加工贮藏及相关科研工作打下基础。课程

近年开展系列思政建设，现将结果总结如下。

2 思政融入思路

根据当前“新农科”和“金课”建设标准 [1-3]，结合学

校发展定位、专业特点、人才培养方案，将思政教学目标设

定为：培养学生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与“大国三农”情怀，

培养学生法治意识、创新精神、工匠精神与良好的职业道德。

为达成目标，思政融入思路确立为“一标准、二理念、

三结合”。一标准：以“润物无声”为建设标准。“润物”

是指思政成效显著、育人作用明显。“无声”，要求思政融

入有机自然，避免生硬牵强，学生喜闻乐见，不引起学生抵

触甚至逆反心理。二理念：“学生为中心”和“信息技术全

面使用”理念。课程以学生实践、实训为核心，如让学生参

与教学视频录制等。全面使用视频、3D仿真、数字教材等

信息技术，以提升思政教学成效。三结合：线上线下、课内

课外、言传身教相结合。在线下授课、线上资源中均融入思

政元素。课内活动、课外作业和自学中开展思政教学。既重

视言传（教师讲解），又重视身教（行为示范）在思政育人

方面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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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思政融入方式

学习别人成功案例，结合自身探索，“归纳”出适合

课程的普遍性方法，指导思政建设。根据《高等学校课程思

政建设指导纲要》（教高〔2020〕3号）、学校发展定位、

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特点，将“思政元素”归纳为 5项：①

民族自信、家国情怀；②文化素养、人文精神；③法治意识、

职业道德；④创新意识、工匠精神；⑤校风校训、“三农”

情怀。将课程思政融入方式归纳为 7种，即案例故事法、启

发讨论法、纪律规范法、行为示范法、法规解读法、实践实

训法、作业巩固法。

4 思政融入成效

4.1 思政 +线上线下授课

课程在“云班课”平台，上传近 30段教师拍摄的教学

视频（均在田间或实验室录制），学生累计点击超 2000次。

以教师行为示范（下田、示范、录课等），培养学生勤于实践、

吃苦耐劳等优良品格。

课程重视最新的信息技术，以开阔学生视野，增强学

生创新意识，激发学习兴趣。课程制作的 4件“3D仿真实

验设备”，免费上传网络，供学生在手机、电脑端自主浏览

学习，累计点击量超 1600次。

4.2 思政 +学生实践

讲千遍不如做一遍，课程以实践巩固思政成效。课前，

学生在实验员带领下参与实验准备。课中指导学生严守制

度、规范操作、注重细节。课后，师生一起清洗归置实验设备、

科学处理废液等。鼓励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录制课程实验教

学视频，培养其实验操作、视频制作等实践能力。例如，上

学期同学录制多段实验教学演示视频，极大地调动了其学习

兴趣，也调动了其他同学的观看兴趣。视频均在校园网“课

程中心”和“云班课”平台上传，累计点击量超 1000次。

鼓励学生开展探索性试验，提高课程难度与挑战度，在科研

中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又如，针对课程重点 种子生产，

以本专业学生为主，开发了课程“虚拟仿真”教学软件，后

被学校推荐为国家级大创项目。再如，对课程内容 “种

子比重”测定方法进行创新，以学生为第一作者发表中文核

心论文 1篇、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件。

4.3 思政 +数字教材

课程团队已主编《经济作物种植实用技能》《南方花

生产业技术学》两本教材，目前正借助已获立项的教育部项

目，编写一册课程“云教材”（数字交互教材），编写过程

强调融入思政元素，目前已完成大半，预计 2021年底建成

并全网公开。

在“云教材”每章末尾，设置“趣味知识”栏目，对

章节知识进行文学性再加工，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激发学

习兴趣。这种文学化再加工，不仅受到学生青睐，还受到报

刊欢迎。例如，针对课程“种子水分测定”，主讲人撰写了

“从种子脱水谈起”一文，首发《今晚报》副刊头条，被

2020年第 8期《读者》转载，后收入《2020中国杂文年选》。

针对种子大田生态，撰写了“有趣的‘r对策’与‘K对策’”，

首发《今晚报》副刊头条，被《青年文摘》2021年 3月刊转载。

知名报刊的加持，进一步提高了学生的阅读、学习动力。

4.4 教学评价

对学习过程多维度（课前线上预习与测验、课上表现

与互动、课后实验报告与创新性作业等）、动态性（线上、

线下实时打分）评价，结果发现改革后学生课堂活跃度、精

神面貌明显好于改革前，学生出勤率高、课堂在线互动参与

度高，学生课后活跃度高等。

教师课后常和学生线下交流，结课时对学生进行问卷

调查，结果显示了学生认为改革后课程趣味性高、现代感足、

实用性强等。根据教务处组织的学生在线评教，本课程近四

次得分分别为 95.48、93.83、94.78、96.51（平均 95分），

名列前茅，课程深受学生喜爱。

4.5 获得的项目和荣誉

课程思政建设获得教育部、学校认可和项目资助，课

程对于本学院“思政示范专业”与“思政示范学院”的立项

也起到了支撑。

5 结语

课程尝试在实践教学中融入思政，通过案例故事法、

启发讨论法、纪律规范法等思政融入方法，在线上线下授课、

学生实践创新、数字教材建设等方面开展思政教学，全面培

养学生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与“大国三农”情怀，培养学生

法治意识、创新精神、工匠精神与良好的职业道德。各项数

据、成果表明：思政改革基本达成预期目标。下一步，将建

立更多的思政成效评估方法，包括对教师教学行为的量化。

相关视频、数字教材、仿真软件、3D设备全部建成后将积

极上线，开放共享，在更大范围实现建设目标——专业教育

融思政，同频共振；思政教育促专业，立德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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