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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上指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

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

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

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

成协同效应 [1]。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

建设指导纲要》强调，高校要统筹做好各学

科专业、各类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 [2]。如何

开展好课程思政，是每门专业课程都应解

“都市果品生产”课程思政探索与实践

——以北京农业职业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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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都市果品生产”课程以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开展课程思政

探索与实践。将课程思政目标融入到 14 个教学项目中，每个项目确定一个课程思政主题，每个单元教案设计 1 ～ 2 个

思政元素教学点，实行课程思政和专业内容一体化设计。组建多元化教学团队，在教学中将思政元素和专业内容有机

融合，利用学校、线上和田间三种课堂协同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充分利用课程、院系、企业和社会四种资源，探索出

“一二三四”课程思政教学新模式。“都市果品生产”课程最终形成“耕耘树艺、春华秋实、红色工匠、使命担当”课

程思政主题，探索出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有效模式，取得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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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的重要课题 [3-4]。北京农业职业学院（以

下简称“学院”）在回答好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

培养人”这一教育根本问题上，守正创新、

砥砺奋进，将其落实在到每个专业、每一

门课程中。学院“都市果品生产”专业课

程教学团队积极探索，全面开展课程思政

教学体系探索和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和创新，

取得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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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都市果品生产”课程思政的提出

（一）课程简介

“都市果品生产”课程是高职院校园艺

技术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也是国家“双高”

专业群重点建设课程。它基于果树生产过程

开发，定位于高等职业教育，服务于现代化

都市农业生产，紧扣任职岗位要求，强化果

树育苗、休闲观光果园建立、果园管理技术

和果园信息化应用等技能培养，充分体现了

课程的职业性、实用性和开放性。课程以行

动为导向，开展项目化教学，共设置 14 个

教学项目。通过课程学习，学生能够根据当

地果树树种和城市需求，进行高效、安全、

优质果品生产，充分发挥果园的生产、生活、

生态和示范功能，服务于现代化都市发展。

（二）课程思政存在的主要问题

“都市果品生产”课程和很多其它专业

技术课程一样，在过去建设中侧重于技术更

新、教法改革，对“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

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教育根本问题认识高

度不够。在教学中学生也常问：“我们学这

个有什么用”“我也不想种果树，干嘛学它

呢。”用人单位对学生也常有“现在的学生

不知道该干嘛”“不太能吃苦”等感慨。这

些都表明学院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还有待

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亟待加强。在传统专业课程设计和建设中，

不少课程没有充分认识到培养学生理想信

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每门专业课

的任务。课程设计缺乏“大思政”概念，

没有从“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

人”高度开展课程思政设计，在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特别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方面还存在差

距。

（三）课程思政建设探索

为全面加强“都市果品生产”课程思政

建设，提高教学效果，依托学院园艺技术“双

特高”专业群建设、课程思政建设等项目组

成课程思政教学团队，开展“都市果品生产”

课程思政建设研讨，制定系统计划，修订课

程标准，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在教学中以旗

帜为引领，用爱心做教育，探索出适合本课

程的思政教学方法；通过课程标准建设，将思

政元素有机融入到教学中，并通过参加院级、

市级和国家级教学技能大赛，以及课程思政

教学设计比赛等构建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实行

项目化教学，在真实生产任务中培养学生知

农、懂农、爱农情怀；充分利用网络教学、社

会实践、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等拓展课程思

政教学途径；在教学中创新课程思政方法，春

风化雨、润物无声，而不是刻板说教，促进

学生对思政教育的接受度。通过研讨提炼出

本课程思政主题和每个教学项目思政主题，

探索出适合本课程的教学方法。

二、课程思政建设目标和设计思路

（一）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确定课程

思政目标

“都市果品生产”课程是园艺技术专业

的一门核心课程，服务于现代都市农业生

产。在课程设计中将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塑

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贯穿全课程，

以实现对合格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

质量培养。围绕 2035 年我国果树现代化建

设需求，明确课程目标是培养未来能够开展

新时代果树现代化生产的接班人，助力乡村

全面振兴。结合课程自身特点，将生态振兴、

劳动精神、农耕文化、“一懂两爱”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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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课程教学，通过绿色生产技术传授和践

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都市果品生产技

术为主线，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结合课

程特点提炼出本课程思政主题，建成市级课

程思政示范课程和教学团队，为“双特高”

专业群建设和同类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样板。

（二）开展课程思政和课程内容的一体

化设计

课程思政首先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

导，这是解决其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的有效

手段 [5]。同时要将立德树人融于整个教学过

程 [6]，注重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 [7]，

在潜移默化中开展思政教育 [8]，这是开展课

程思政设计的基本要求。“都市果品生产”课

程思政建设的设计思路是对课程思政和课程

内容进行一体化设计，详见图 1。通过开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进基地，进行课程思政建设；结合专业课程

教学内容重塑新时代课程思政目标 [9]，改变

教学思路、改进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

改善教学资源，形成课程思政教学新模式。

“都市果品生产”课程根据立德树人教学

要求和专业建设目标，确立本课程的课程思

政目标，通过企业调研走访和专家研讨提炼

出具体思政要素，将其融入到“都市果品生

产”14 个教学项目中。为强化思政教育，结

合 14 个教学项目内容，每个项目都确定一个

课程思政教学主题，并在每次课的教案设计

中明确 1 ～ 2 个思政元素教学点，做到课程

思政教学设计显性化。通过课程思政教学显

性化设计，确保课程思政教学目标落实。课

程思政教学和专业教学内容一体化设计，有

效提升了学生对技能重要性的理解，提高了

对专业课程的重视程度，升华了专业认同感。

（三）确立 14 个教学项目的思政主题

“都市果品生产”课程以行动为导向，

基于工作过程开展项目化教学，根据 14 个

图 1  “都市果品生产”课程思政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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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项目具体内容分别确立思政教育主题，

具体如下。

(1)“绪论”中结合我国果树发展悠久历

史和世界第一生产大国的发展成就，开展

“悠久历史、强大祖国”课程思政教学，彰

显道路自信、文化自信。

(2)“果树生产基础理论”项目结合果树

生长规律学习，开展“敬畏自然、热爱生命”

教育。

(3)“果树育苗技术”项目的基本目标是

培育壮苗，借此开展“固其根本、厚德久安”

教育。

(4)“都市观光果园建立”围绕满足市民

高品质生活追求，进而开展“热爱生活、追

求卓越”教育。

(5)“果园土肥水管理”是果树生产基础，

结合项目开展“努力学习、打牢基础”教育。

(6)“果树花果管理”项目中，通过果树

开花结果回报果农精心培育，教导学生“奉

献青春、回报社会”。

(7)“果树整形修剪”的教学重点是把不

好的枝条去掉，以此告诫学生“勤于修身、

完善自我”。

(8)“果树造型造景”可美化城市环境，

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引导学生树立“美化环

境、和谐生活”的意识。

(9)“设施果树生产”项目重点是如何创

造适合果树生长的环境条件，引导学生提升

“改造自然、科学生产”的意识。

(10)“现代果树生产新技术”围绕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开展新技术学习，培养

学生“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情操。

(11)“果树信息化管理”项目，通过学

习果园信息化管理技术，培养学生“勇于创

新”的意识，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12)“果树管理岗位认知”实训项目中，

重点培养学生“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的情怀。

(13)“春夏季果品管理”实训项目中，

通过疏花疏果、浇水施肥等操作，培养学生

“吃苦耐劳、敬业乐群”的精神。

(14)“秋冬季果品管理”实训项目中，

根据不同学生管理后果树结实和收获情况，

培养学生的“精益求精、工匠精神”。

三、“都市果品生产”课程思政教学路

径探索

（一）开展课程思政和专业内容一体化

教学

在课程思政和课程内容一体化设计基础

上，将课程思政和“都市果品生产”课程教

学项目、技能点有机融合，开展一体化教学。

通过一体化教学，为“都市果品生产”课程

思政提供保障。一体化教学贯穿于整个教学

过程，例如，在开展“果树枝接”教学工作

任务中，在资讯阶段，通过讲解嫁接技术对

果树生产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性，让学生了解

乡村振兴战略的战略意图和重要意义，培养

学生的爱国情怀；在计划调查中，培养学生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在决策讨论中，培养学生的民主意

识和创新精神；在嫁接操作实施中，培养学

生的安全意识、团结协作和劳动精神；在考

核环节，重点培养学生知行合一、虚心学习

的品格；在评价环节，重点培养学生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另外，结合课程实际，注重

带领学生到农村开展实训、实习和社会实践

等，认识农村的实际情况，了解我国农业的

生产现状，感受农民的生活状态，培养学生

“一懂两爱”精神、劳动精神和家国情怀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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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代农业发展需求，指导学生开展创新

和创业，助力新时代乡村人才振兴。

（二）形成“都市果品生产”“一二三四”

课程思政教学新模式

“一二三四”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是针

对“都市果品生产”课程内容，开展并完成

课程思政教学一体化设计；将思政元素和课

程内容有机融合，课程思政和专业课程二者

融合教学；协调利用线上、学校和田间三种

课堂形式协同开展思政教学，发挥课堂育人

主渠道作用 [11]；充分利用课程、学校、企业

和社会四种资源综合开展课程思政教学（见

图 2）。一体化设计确保了课程思政教学可

操作性；二者融合教学为课程思政提供了有

效途径；三种课堂为课程思政提供了有效平

台；四种资源为课程思政提供了必要支撑。

“一二三四”课程思政教学新模式的形成，

为开展同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提供借鉴。因

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很难量化 [12]，为确保课

程思政教学有效性，学院依托“双特高”项

目管理机制，对“都市果品生产”课程思政

建设以自评、校评和专家组评审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考核， 依托团队、系部、督导和学生

评价体系对思政教学过程开展教学评价，同

时邀请教育、企业专家对课程思政建设进行

指导，改进问题，提升效果。

图 2  “一二三四”课程思政教学模式

（三）课程思政显性设计、隐性教学，

达到润物无声的教学效果

课程思政教学显性化设计是确保课程思

政取得实效的有效手段，但机械刻板说教往

往达不到预期效果。提升思政教育的亲和力

和针对性，是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的关键和难

点。为此，必须在教学中对课程思政进行

“隐性”教学，规避刻板说教，实现春风化

雨、润物无声地传授和引领，提高课程思政

教学效果。在“都市果品生产”课程教学中，

结合教学内容将新时代形势融入到具体教学

中，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坚定学生理想信念；

结合实例和社会热点谈价值观，有效引起学

生共鸣；用爱心做教育，培养有爱心的学生；

通过项目教学、小组分工，培养学生团队协

作、热爱集体的意识；根据季节安排具体教

学内容，渗透尊重自然、热爱生命的情感教

育；通过完成果品生产工作过程，有效培养

学生的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结合果品生产

实际，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态文明、

职业道德、劳动育人、农耕文化、工匠精神

等有机融入到专业教学过程，达到“随教潜

入心、思政润无声”的效果 [13-14]。

（四）率先垂范，行不言之教

教师自身严于律己、勤于修身，才能

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教师心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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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关注时代，才能去教育学生关心国家

和民族；教师率先垂范，全身心投入到伟大

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才是培养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最好途径。“都

市果品生产”团队教师以身作则，有的教

师主动请缨，深入山区、田间地头持续开

展扶贫攻坚活动；有的教师埋头攻关，突破

果树关键技术；有的教师深入农村，手把手

指导农民创业增收；有的教师关爱邻里，助

力协调解决社区矛盾；有的教师远赴新疆、

西藏，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有的教师牢记初

心使命，广泛传播党的政策方针等。近几

年来，先后有多名教师获得“北京市扶贫

攻坚先进个人”“首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

人”“身边雷锋——最美北京人”“农委系

统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农村十佳科技工作

者”等荣誉。

在各位教师的带动下，很多年轻学生也

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三农”实践中。高照

全教授连续 5 年在房山区贾峪口村开展低收

入村帮扶，期间有 4 批 20 多名同学在该村

果树基地开展实训，与当地农民同吃、同

住、同劳动，对农村、农民、农业有了更

加真切地认识。李凌教授常年在京郊农村

开展创业指导，为许多农民班学员谋划果

园发展，创新经营模式，带动一大批农民

增收致富。吴晓云教授一直致力于果园病

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研究与推广，挂灯、驱

虫、引天敌，为果园生态和可持续发展提

供支撑。程建军教授近年来刻苦钻研，筛

选出了适合北京地区发展的软枣猕猴桃良

种，有多名学生在他的带动下建立了自己

的基地，当上了老板。在团队教师感召下，

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奔赴农业一线，成为

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新生力量。

四、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和收获

（一）形成“耕耘树艺、春华秋实、红

色工匠、使命担当”思政主题

通过系统梳理课程思政目标和思政要

素，提炼出“耕耘树艺、春华秋实、红色工

匠、使命担当”的课程思政主题。“耕耘树

艺”是果品生产本身要求辛勤劳作、精益求

精，也是千百年来中国劳动人民对果树生产

实践的总结；“春华秋实”是果树自身特性，

以此引导学子修身律己、志存高远，也告诫

大家要向果树学习，春天开花、秋天结实，

诚实守信、表里如一；“红色工匠、使命担

当”是新时代“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基

本要求，要注重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的共产主

义理想信念，担当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使命。课程思政主题贯穿整个课程设计、教

学过程和评价标准中，为“都市果品生产”

课程思政教学提供了基本遵循。

（二）建成系列配套课程思政资源库

课程思政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都市

果品生产”课程结合园艺技术专业群“双

特高”建设任务开展课程标准建设，构建

课程思政教学标准。根据思政教学标准系

统开展“都市果品生产”系列课程思政教

学 资 源 库 建 设。 建 成 李 保 国 等 英 模 数 据

库、中国果树成就数据库、传统果树名录

库、果树工匠精神案例库、果树扶贫攻坚

案 例 库、 果树文化库、地方名果数据库，

建成融合思政教学的网络精品课程等，系

列资源库建设为课程思政教学提供了支撑。

例如，李保国太行山果树扶贫案例，极大

地激发了同学们的家国情怀和报国之志；团

队教师们的果树技术推广案例，有效地提

升了同学们学习果品生产技术的自信心和

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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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取得突出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通过课程思政建设和实践，为同类专业

课程思政建设和教学提供样板。通过课程思

政教学实践显著提高了学生学习该课程的主

动性，增强了学生服务“三农”意识和报国

之志。近年来有 6 批 27 名同学申报并开展

了果品生产相关的大学生创新项目，有的到

田间地头开展果树病虫害调研，有的在实

验室探索新技术，有的开展果园信息化技术

研究等。学生中先后有 30 多人次公开发表

论著，其中 2 名同学的研究论文被 EI 收录。

多名同学先后参与组建 2 个大学生暑期社会

实践团队，在山区农村开展“核桃斗士”和 

“魔力苹果”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获院级和

市级“暑期社会实践优秀团队”。在世界草

莓大会期间有 23 名同学积极参加志愿者服

务，开展技术讲解和大会服务，受到组委会

表彰。通过课程思政教学，发挥课堂是思政

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实现“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目的。

（四）实践创新，形成系列课程思政教

学成果

团队教师深入学习并践行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课程思政建设和

教学为抓手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三全

育人”等工作，取得突出成果。培养出市级

优秀暑期实践团队 1 个，市级先进个人 3 名，

获“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荣誉称号等省部

级奖励 10 余项。“都市果品生产”课程思政

先后被评为院级和市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该课程团队教师近 5 年来，发表相关教学论

文 12 篇和专著 3 部。相关课程思政成果在

农民大专班“现代果树生产技术”、中职“果

树生产技术”等课程中全面应用；通过专业

群建设机制，建设理念和教学方法在园艺、

园林等专业得到推广；通过“3+2”衔接班

共建机制，相关成果被北京昌平职业学校、

北京市园林学校借鉴；通过挂职和培训机

制，相关成果在拉萨市第一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辐射应用；在北京农

业职业学院泰国分院园艺技术专业部分推广

应用。课程思政建设和教学离不开教师的主

导 [15]，通过课程思政教学团队建设，初步建

成一支政治站位高、课程思政能力突出、教

学效果显著的课程思政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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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ided by ideals and beliefs, and socialist core values, the "urban fruit production" course 

carries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s around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nurturing moral values establishment and people cultivation. To integrate curriculu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contents, the course has been designed via integra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bjectives into 14 teaching modules, one module contains one topic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teaching plan of one unit contains 1–2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oints.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lements and professional 

contents, a diversified teaching team teach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y college, internet 

and farmland teaching. "one, two, three and four" new mode on teaching of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been explored making full use of course, school, enterprise and society resources. "Urban 

fruit production" course has form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pic on "cultivation tree skills, 

glorious flowers in spring and solid fruits in autumn, red craftsman, and mission responsibility", explores 

an effective mode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ing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achieves a 

good res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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