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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识教育课程“世界农业”中讲好中国故事①

崔翠

西南大学 农学与生物科技学院,重庆400715

摘要:通识教育是一种现代教育理念,有着丰富的内涵.在其中国化的实践过程中,通识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立足中

国、着眼世界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通识课程在拓展知识和能力培养的过程中,应利用“四度”方法,即思

政定位有高度、教学内容有广度、教学方法有温度、课程评价要多度,在更大的坐标上讲好中国故事.通过中国历

史文明、中国人民奋斗圆梦和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等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体现中国智慧和价值理念,引领学

生去观察中国乃至世界农业的进步与发展,让学生拥有中国根、民族魂、世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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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Generaleducationisapracticalprocessofthesinicizationofmoderneducationalideas.Andits

goalistocultivatepeoplewithall-rounddevelopmentof“morality,intelligence,physique,beautyandla-
bor”basedonChinaandpayingattentiontotheworld.Intheprocessofexpandingknowledgeandability
training,the“fourdimensions”methodwasusedinthegeneraleducationcurriculumtotelltheChinese
storiesinalargercoordinate,thatwas,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orientationshouldbehigh,theteach-
ingcontentshouldbewide,theteachingmethodshouldbewarm,andthecurriculumevaluationshould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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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ofChinaandevenworldagriculture,soastoletstudentshaveChineseroots,nationalsoul
andworld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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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的目的是使受教育者在人格与学问、理智与情感、身心各方面得到自由、和谐的发展,为受

教育者在现代多元化社会中提供通行于不同人群之间的知识和价值观,其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人.课程思政的目标是立德树人[1].可见,两者都是从“以人为本”的视角探究人的培养.通识课程在拓

展知识、能力培养过程中应当讲好中国故事,从全面、历史、辩证的视角引领学生观察中国乃至人类社会

的进步与发展,向学生阐释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实现以文载道、

以文传声、以文化人,促进课程思政从理念到实践转化,把学生培养成通融识见,内省外顾,高瞻远瞩,有

社会担当,有人文情怀,有全面思维,有创新精神的全面发展的人.教师是做好课程思政工作的前提和保

障,要积极扮演中国故事讲解员的角色.“世界农业”课程是21世纪涉农高校重要通识课程之一,蕴含丰富

的中国故事,拥有较强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教师要利用“四度”方法,即思政定位有高度、教学内容有广

度、教学方法有温度、课程评价要多度,饱含深情地把中国故事讲得精彩、生动、鲜活.

1 思政定位有高度

通识教育在课程设计要求对教学体系各环节进行精心设计,关注科目之间内在联系及其德智体美诸功

能的发挥[2].在教学内容中明确课程思政的目标,有机地融入中国故事,通过适宜的教学方式讲好中国故

事,丰富多元的方式进行课程评价.“世界农业”课程集学术性、实践性和国际性于一体,课程注重在拓展知

识和培养能力的过程中有机地融入中国故事,通过古今对比、融通中外、农业政策、农耕文明、历史人物等

解析,促进课程思政实施,培养学生“三农”情怀,引导学生“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2 教学内容有广度

通识教育要求学生在知识广度方面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3个领域有基本理解,掌握学科

间的联系,最后能将知识应用于生活.“世界农业”课程以农业为核心,以时间和空间两条主线来介绍农业

的发展与现状,教学内容“学科交叉性强、时代性强”,蕴含丰富的思政元素.通过组织各种精彩、精炼的故

事载体,把我国农业发展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人民奋斗圆梦、中华农耕文明等故事紧密结合,传播传

统和当代优秀文化,提炼融通中外的中国表达,体现中国智慧和中国价值理念[3].
2.1 讲好古今农业发展故事,树立科学发展观

课程以时间为主线介绍世界农业产生、发展的过程,让学生充分理解现代农业的发展离不开人类社会

文明进步及科学技术的贡献.从旧石器到新石器,到铁质农具,到现代化农业机械的应用,再到大数据的广

泛应用;从发现植物生长需要化学养分到化学肥料的广泛应用,再到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等.科学技术

的进步助力农业不断飞跃发展,充分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起源地毫不例外地孕育过光辉

灿烂的古代文明.然而历史证明,盲目地开发利用,最终会引发生态环境和古文明破坏.以史为鉴,经济发

展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多次强调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4],深刻揭示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认识的升华,为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思想指引.通过古今农业科技对比,培养学生热爱科学、学习科学,树立农业高效

生产、生态环境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2.2 讲好中华农耕文明故事,增强文化自信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范围看,农业起源中心主

要有西亚、北非、中国以及自墨西哥至南美安第斯山区[5].中国起源中心主要在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等,起

源的作物包括谷子、水稻和大豆等[6].8000多年前,黄河流域的先民成功地将狗尾草驯化为谷子(又称

粟)[7].“春播一粒粟,秋收万颗籽”体现了粟在中华民族农业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代表了自古以来农民对农

业丰收的期许.另外,猪的驯化数中国最早[8],悠久的养猪历史同样丰富了民族文化.从“家”字的文字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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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看,其宝盖下面的“豕”字就是猪的意思,说明在人类定居后猪很早就被成功驯化.“二十四节气”是上古

先民顺应农时,通过观察天体运行,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和物候等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至今在

农业生产方面起指导作用.

2.3 讲好中国人民奋斗圆梦故事,铸就民族之魂

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涌现出大批农业科学家,他们的先进事迹是“世界农业”课程必须要讲的中国故

事.西汉农学家氾胜之的《氾胜之书》总结了我国古代黄河中游流域劳动人民的农业生产经验,认为土壤管

理、保墒和保肥相互联系[9].北魏杰出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系统地总结了秦汉以来我国黄河流域

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10],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名著之一.继承中国悠久农业科学技术与文化思想的优秀

代表人物“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研究发明杂交水稻,成功将水稻亩产由过去的300~400kg提高至

1000kg以上[11].中国这些著名农业科学家都是站在世界农业科学高峰的人物,他们不畏艰难,甘于奉献,

苦苦追求,充分诠释了伟大的科学家精神.
2.4 讲好中外科技创新故事,构建全球视野

“世界农业”课程以空间为主线介绍部分主要国家如中国、日本、美国、荷兰、以色列等的农业现状,从

国际视角观察分析国内外现代农业典型案例,做到“胸怀世界,服务中国”.一方面,让世界走进中国,通过

中外农业比较分析,找出发展差距,引导学生思考发达国家现代农业的发展给我国农业生产发展带来的启

示,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当然,我们也不能照搬其他发达国家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只能取其

长,弃其短,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另一方面,让中国走向世界,以“一带一路”为契机,促

进我国优势产业走出国门,协助发展中国家合理开发利用农业资源,促进农业协调发展,为全球农业共同

进步贡献中国智慧.通过“中外农业”比较,实现 “洋为中用”的价值引领.

2.5 讲好党治国理政故事,坚定中国特色道路

党中央、国务院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凝心聚力、奋发进取,农业现

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2004年至今连续出台18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在强化农业基

础、惠及农村发展、富裕农民生活等方面提出科学、具体的指导方针,指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田基础设

施改造、深化供给侧改革、生态文明建设.脱贫攻坚等一系列有力、高效的农业政策措施,引领我国农业不

断迈上新台阶.至“十三五”结束,农业农村发展目标胜利完成,“14亿人全面迈入小康,8亿亩高标准农田

建成,粮食连续6年超1.3万亿斤”[12].我国农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源于国家对农业发展的高度重视与

科学规划,辅之以有序推进与精准施策,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在农业实践中取得的丰硕成果.

3 教学方法有温度

通识教育的教学方法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教师要研究学生的接受活动,认识和把握其规律,并在教

学过程中不断创新和改革.在通识教育中讲好中国故事,用故事来传达深意,感染他人.故事的背后是理

念、是“道”,要把“道”贯通于讲故事之中,通过引人入胜的方式启人入“道”,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让人悟

“道”,于细微动人之处向学生诠释中国智慧.“世界农业”课程结合课程具体内容,以大量贴近时代、贴近实

践、贴近生活的农业案例或农业政策解读等相关视频来吸引和感染学生,讲真故事,动真感情,结合问题

引导、学生讨论、教师解析等多元化方法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及参与度.培养学生用全面、发展和辩证思维方

式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富有中国心、饱含中国情的助力乡村振兴的建设者和参与者.

4 课程评价要多度

“世界农业”课程的评价要广泛采用过程性评价,并与期末评价相结合.就“世界农业”课程而言,通过

课堂教学活动,在知识点中有机地融入农业科学故事、农业相关政策、历史农耕文明等,也可针对某个知

识点组织学生进行辩论或分组讨论,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在课后作业中提供一定的农业案例,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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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案例进行材料分析并写出自己的感想,选择部分完成较好的学生作业在课堂进行分享,使课程思政

融入得更深、更透.在课程考核中融入思政.由老师提供题目或者学生自主命题,学生完成课程论文撰写,

要求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全面分析家乡农业发展的优势和劣势,以及进一步发展的相应对策及建议.
围绕“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这3个根本教育问题[13],充分发挥通识教育课程的

思政作用,坚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重,通过“四度”方法,在更大的坐标上讲好中国故事,向年轻一代

赋予巨大的社会归属感、历史责任感以及民族文化传承精神,让学生拥有中国根、民族魂、世界眼;植根于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土壤增强文化自信,获得辨析中外农业发展之透镜,厚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而努力奋斗的爱国情怀;也为其他通识课程的思政体系设计和统筹推进提供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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