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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学生信服，才能在学生的心灵埋下为乡村振兴服务的

种子。

以此类推，专业课教师也可以邀请思政课教师进入

专业课课堂教学，使专业课有“思政味”，全面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和服务乡村振兴重要目标。以上重要教

学活动，都是课程平台的宝贵资源，课后整理完成，上

传课程平台相应栏目。

（四）社会实践共同体：实行“思政课课堂+”教学

模式

“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社会生活

中来讲。”[9]“‘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

实结合起来。上思政课不能拿文件宣读，没有生命、干

巴巴的。”[10]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思政课”的重要讲

话精神，为涉农职业本科院校探索、创新思政课混合式

教学模式，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

“思政课课堂+”模式即从涉农职业本科院校办学目

标、办学特色、专业特长出发，结合思政课本质和学生

专业、学生特点，充分用好校内校外的众多教学资源和

教学场地，开展思政课实践教学，为思政课混合式教学

模式提供真实、活泼的素材与案例。以广西农业职业技

术大学为例，结合区情、校情和学情，在思政课混合式

教学平台设立红色文化、乡村振兴、疫情防控志愿者等

相关实践教学专题。例如，红色文化实践专题，借助教

学间隙或者“三下乡”等活动，带学生参观百色起义纪

念馆、湘江战役纪念馆等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邀请

讲解员和教师共同授课，让学生更好地了解红色精神，

牢固树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乡村振兴实践专

题，带学生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过的毛竹山村、学校定

点帮扶村、示范村实践教学基地等，邀请第一书记或村

“两委”成员讲解乡村发展方面的内容，使学生更好地

了解乡村实际和形成发展方向，并积极参加劳动活动，

为服务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以上实践教学结束后，

要求学生完成摄影集或微视频或手抄报等作品，计入课

程平时成绩，评出优秀作品，上传到思政课课程平台，

丰富思政课混合式教学资源。

以教师协作共同体为重要前提，为涉农职业本科院

校创新思政课混合式教学模式储备众多优秀人才资源；

以课程平台共同体为主要支撑，为涉农职业本科院校打

造思政课混合式教学模式提供丰富多彩、特色鲜明、师

生受益的真实可信的素材；以课堂教学共同体为主要渠

道，讲深、讲透、讲活思政课，全面落实涉农职业本科

院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服务“三农”的办学目标；以

社会实践共同体为辅助路径，用好“大思政课”，做到

知行合一，培养许许多多“一懂两爱”、吃苦耐劳、服

务 乡 村 振 兴 的 优 秀 毕 业 生 。 以 上 “ 四 体 协 同 ” 育 人 模

式，构成有温度、有广度、有深度、又活泼的思政课混

合式教学模式，为涉农职业本科院校开展思政课混合式

教学提供新思路、新模式、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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