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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下涉农高校“知农爱农”教育路径研究 

——以湖南农业大学为例 

陈弘，吴波 

（湖南农业大学，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发展格局对涉农高校育人工作提出了崭新的命题，涉农高校应继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强农兴农为己任，培养更多“知农爱农新型人才”。涉农高校“知农爱农”教育应在“五育并举”中贯穿“一懂

两爱”的目标定位，在“耕读教育”中创新“知农爱农”教育基本原则，在十大育人体系中植入“知农爱农”教

育的现实路径。通过横向和纵向的协同联动，构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一体化的“知农爱农”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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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of knowing and caring for 

 agriculture in agricultural colleges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ake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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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has put forward a new task for the 

education of agricultur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gricultur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continue to set ethics and 

cultivate students, strengthen agriculture and rejuvenate agriculture as their own responsibility, and cultivate more "new 

talents who know agriculture and love agriculture". The education of knowledge and love for agriculture in agricultur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in the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five education” through “one 

understanding and two love”, innovate the basic education rule of knowing and loving agriculture education in the 

“farming and reading education”, and implant the realistic path of knowing and loving agriculture education in the ten 

education systems. Through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coordinated linkages, we will build a “knowing and loving 

agriculture” education system that integrates all employees in all aspects and processes. 

Keywords: knowing and loving agriculture education;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five education; farming and reading 

education; ten education systems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战略全局，农业农村现代化事业需要大量拥有

深厚家国情怀和“三农”情感的青年人才投身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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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粮食安全、乡村振兴等农业农村发展难题。习

近平总书记在给全国涉农高校书记校长和专家代

表的回信中强调，农村是充满希望的田野，是干事

创业的广阔舞台，要求广大涉农高校继续以立德树

人为根本，强农兴农为己任，培养更多“知农爱农

新型人才”。中央相继下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

人才振兴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等重要文

件。这些重要论述和重要文件体现了新时代党和政

府对涉农高校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也对涉农高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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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崭新的命题。涉农高校必须回

应新形势与新要求，探索创新育人体系，全面培育

大学生知农爱农、强农兴农的初心使命，提升大学

生服务乡村振兴的意识和素养，为加快推进农业农

村现代化、构建新发展格局、培育更多“知农爱农

新型人才”贡献应有之力。 

一、在“五育并举”中贯穿知农爱农教育 

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面临不少新矛盾新

挑战。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有效克服各种风险挑

战，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需要一批厚德、明

智、立美、健体、善劳的“整全”的人。在“五育

并举”中贯穿“一懂两爱”，就是紧紧围绕“懂农

业、爱农村、爱农民”的目标、内容和实施方案，

改变当前涉农高校偏于智、疏于德、弱于体、抑于

美、缺于劳的教育格局，将德育、智育、体育、美

育、劳育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纳入高校育人体系

之中。 

（1）在德育中贯彻“一懂两爱”。德育是关于

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内容，是一种培育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行为，其内涵丰富，

囊括了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劳动教育等[1]。德育

的实效性最终靠实践检验，是高校德育的释然性根

基所在[2]。涉农高校要深化“知农爱农”的价值塑

造和情怀教育，引导大学生爱农村、爱农民，培育

其心系“三农”、情牵“三农”、行为“三农”的赤

子情怀。爱农村，就是培育大学生对乡村民风淳朴、

山清水秀的爱，对乡村竹篱茅舍、鸡鸣狗吠环境的

爱，袪除浮躁，不急功近利，踏踏实实为农业农村

现代化建设尽心尽力、出谋划策。爱农民，就是引

导大学生把农民当亲人，认同农民，设身处地为农

民排忧解难，谋划幸福，做有情怀、有情操的“三

农”人。 

（2）在智育中贯彻“一懂两爱”。智育是使受

教育者掌握系统科学文化知识与技能、发展智力的

教育[3]，包括获取知识，形成科学世界观，发展认

知和创造能力[4]。涉农高校应坚持理论与实际、历

史与现实、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相结合，弥补教育

过程与认知规律、教育内容与学生经验、知识逻辑

与心理逻辑之间的缝隙，在价值塑造中充分揭示

“三农”问题与国计民生的本真关系、农业发展与

社会发展的哲学关联、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逻辑

必然。引导学生明白“三农”之“大势”与“大是”，

求真知、明真理，培育具备农业农村现代化意识、

农业农村现代化知识的新型人才。 

（3）在体育中贯彻“一懂两爱”。从学校体育

的战略定位来看，体育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基础性工程[5]”和学校教育不

可或缺的重要一维。体育一直是五育中的薄弱环

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

理念，开齐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

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学校

体育对大学生意志品质、道德人格、社会责任、团

队精神的培养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体育中贯彻“一

懂两爱”，就是引导大学生在劳动中强健体魄，调

动人的身体机能，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和协调发展，

进而增强大学生不畏艰难，奋力投身于“三农”事

业，勇于攻坚克难的意志品质，激发大学生所蕴藏

的潜力。 

（4）在美育中贯彻“一懂两爱”。审美是一个

人对具有美感的自然或人造审美对象进行感知、享

受、判断和评价的行为过程，而帮助人们形成这样

一种行为能力的教育则是审美教育，即美育。德国

哲学家席勒提出，美育概念针对的是工业化和现代

文明导致的工作的机械性、零碎性和被动性，以及

由此造成的人性的委顿，以期通过现代社会中的审

美体验和艺术活动弥合人格的分裂[6]。《关于全面加

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指出：“美

是纯洁道德、丰富精神的重要源泉。美育是审美教

育、情操教育、心灵教育，也是丰富想象力和培养

创新意识的教育，能提升审美素养、陶冶情操、温

润心灵、激发创新创造活力。”[7]在美育中贯彻“一

懂两爱”，就是引导学生品味农业，感悟乡村，体

会农情，涵养个体生命发展历程的整全性，筑牢为

农光荣、为农崇高、为农伟大、为农美丽的审美观

念。培育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潜力，使学生

在爱农为农中创造美好、体验快乐，培育认识美、

发现美、欣赏美、理解美、创造美和评价美的能力。 

（5）在劳育中贯彻“一懂两爱”。劳动伴随着

人类始终，是人类和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劳动教育具有多维性，包含劳动观念、劳动态度、

劳动习惯和品质、劳动情感、劳动知识、劳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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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思维等培养目标，以及“以劳树德，以劳增智，

以劳强体，以劳育美，以劳创新”的育人功能。高

校劳动教育应遵循主体发展出发点和归宿相统一，

形式拓展“活起来”与“实起来”相统一的高校劳

动实践路径[8]，推动劳动教育的规范化、常态化、

可持续发展[9]。涉农高校在劳育中贯彻“一懂两爱”，

就是通过组织学生参与农业农村的生产劳动、生活

劳动和服务性劳动，让学生出力流汗，接受锻炼、

磨炼意志，深入联系实际、社会和群众，促使学生

开阔眼界视野、增强社会责任感，培养投身农业的

基本劳动能力、良好劳动习惯与劳动品质。 

总之，通过“一懂两爱”在五育中的渗透、贯

穿、滋养、融合，在培育大学生高尚的品德、创新

的思维、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审美、劳动的习惯过

程中，增强大学生知农爱农和强农兴农责任感与使

命感、主动服务乡村振兴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意

识，以及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素质，激

励他们真正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参与者、亲历者及

实施者，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过程中主动作为、

奋发有为。 

二、在“耕读教育”中创新知农爱农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

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

我们的软实力。”[10]耕读教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演绎构建了文化传统、农政

思想、乡村管理制度，也培养孕育了爱国主义、集

体主义、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等传统美

德和价值理念，其蕴含的精华对于涉农高校思想政

治教育来说价值独特而重大。教育部印发的《加强

和改进涉农高校耕读教育工作方案》提出，“加强

和改进涉农高校耕读教育，让学生走进农村、走近

农民、走向农业，了解乡情民情，学习乡土文化，

对提升学生学农知农爱农素养和专业实践能力，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具有重要意义。”[11] 

1．以耕读教育为载体，在知农爱农教育中坚

持知行合一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知行合一

是立德立功立言的重要途径，是培养真正知农爱农

人才的关键方法。《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从国家

教育发展战略高度，明确提出把“知行合一”作为

指导教育发展的基本理念[12]。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知行合一：“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

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

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13]

“要求真学问、练真本领，通过学习知识，掌握事

物发展规律，通晓天下道理，丰富学识，增长见识，

更好为国争光、为民造福。要知行合一、做实干家，

面向实际、深入实践，严谨务实、苦干实干，在新

时代干出一番事业。”[14] 耕读教育是中国古典教育

中知行合一的典范，强调边耕边读，以此获得思想

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思想道德认知、观念、

价值取向与实际行为的统一。涉农高校应当重视耕

读教育，培养学生以知促行、以行促知，把学农为

农的知识情感转化为服务、奉献于“三农”的实际

行动。 

湖南农业大学在育人过程中强调边“耕”边

“读”，“知行合一”。一是实施了“以行促知”的

系列工程。近年来，学校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将与

农业生产有关的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训体系，贯彻

于学生在校学习的各个阶段；聘请一线尤其是农业

一线的劳模授课；将劳动教育与日常生活劳动实

践、农业生产劳动实践和公益服务劳动实践紧密结

合，培养学生的基本劳动能力、良好劳动习惯与劳

动品质，从而实现耕读相长，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

相适，让学生从耕读生活中领悟、传承传统美德，

厚植家国情怀和“三农”情怀。学校每年组织 2 万

多人次大学生参加三下乡活动，通过博士服务团、

双百科技富民工程、对口扶贫、志愿支教、社团活

动、社会调查、志愿者服务等方式，引导大学生深

入农村，深入基层，在广泛接触“三农”、接触社

会中，激发学生勇担为农强农兴农的使命和担当。

二是实施了“以知促行”的多种举措。如开展入学

教育、职业规划指导等，帮助大学生认知基层，认

识国情，了解“三农”，增强社会责任感，树立正

确的职业理想；通过举办民主生活会、主题班会、

辩论赛等，组织广大学生就“理想与择业”“农大

办学目的是什么”“农大学生理想和责任是什么”

“农大学生应该怎样选择自己的工作岗位”等开展

讨论，进行思考，帮助广大毕业生端正就业态度，

树立服务“三农”的责任担当；每年邀请县级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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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农业行业、农业企业举办各类专场招聘，为

毕业生奔赴基层搭建便捷渠道，让学生在知行砥砺

中生发“农”情，坚定服务“三农”的意志。 

2．以耕读教育为载体，在知农爱农教育中运

用系统思维 

系统思维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动态性与综合

性等基本特征[15]。耕读教育在育人主体、育人场域、

育人周期上是一项全面系统工程，既包括全体师生

的日常教育教学科研活动，还包括人才培养各个环

节的全育人周期。涉农高校毕业学生之所以有“学

农、离农、弃农”的现象，根本上是学生所处环境

因素及主体认知、价值观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社会

结构与主体意识间多重关系作用的结果。因此，涉

农高校需以耕读教育为载体，从系统思维的视角出

发，深刻把握教育对象授受规律，把握整体性、结

构性、动态性与综合性，建构层次间、主体间、领

域间的有机联系和互补、互动的一体化农林人才教

育价值追求和实践轨道。坚持以耕促德、以耕促智、

以耕促体、以耕促美、以耕促劳，在“耕”“读”

中强化中华传统文化与农耕文化学习，丰富人文底

蕴、提升农耕技能、涵育道德品行，培养知农爱农

情怀，激发思考，开启心智，修养德行。 

湖南农业大学常谋“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

培养什么样的人”的大学三问，以耕读教育为抓手，

探索“1+2+3”农业高校育人新模式、新路径和新

机制，建立了以党委领导下的一体化农业高校育人

工作格局构建为统领，一体化课程生态体系和特色

项目体系建设为主要内容，一体化育人队伍、平台、

机制建设为抓手的育人体系，引导师生深入了解国

情省情，增进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解与认识，对基

层、对农村、对农民的感情，全方位地培养学生投

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使命感和自觉性。 

3．以耕读教育为载体，在知农爱农教育中重

视历史资源 

历史教育是德育的重要资源。我国传统文化博

大精深，其中蕴含了清晰的文脉和精髓。要从中华

文明五千年历史中深入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汲

取强国力量，将信念教育融入传统文化学习中，丰

富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内涵，让青年学子在增强文化

自信的同时树立起远大强国理想，将实现个人理想

的动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

大力量。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经受住了生与死的

考验，抵住了名与利的诱惑，创造了诸多人间奇迹。

将厚重的党史“教科书”融入知农爱农教育中，把

书本文字变成生动故事，将课堂学习转为基地学

习，开展沉浸式体验式感知式党史学习教育，“用

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

代传下去”[16]，让青年学子从党史学习教育中，从

对近代史、新中国历史和改革开放历史的理解把握

中，赓续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坚定爱党爱国爱

社会主义的立场，激发奉献奋斗热情，厚植人民至

上大义。 

近 120年来，一代代湘农人追寻育人兴农初心，

赓续学农爱农精神，从 1903 年诞生的湖南农业大

学的前身“修业学堂”开始，一代一代湘农人永续

传承，坚持以农立校，坚持将“农本”思想融入教

书育人的方方面面，将浓“农”的爱农基因植入学

生的血脉，成就了教书育人的宝贵资源。曾担任修

业学堂校长 40 年之久的彭国钧先生，常以“蓑衣、

斗笠、草鞋是我们的制服，锄头、扁担、粪桶是我

们的工具，镰刀、枝剪是我们的武器，纸笔、墨砚

是我们的宝贝”告诫学生[14]。首任院长李毅之提出

“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达到教、学、作合一”[14]。

周汝沆、柳子明等老一辈农学家率先践行，把科研

引入教学，强化实践教学，主动服务农业生产。在

国家全面实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之际，学校从双

百科技富民工程到粮食丰产重大工程，再到发起成

立全国农业院校大学生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联盟、武

陵山片区乡村振兴科教联盟，无不体现湖南农业大

学注重耕读教育的办学传统，“务本崇实”的育人

情怀。学校积极挖掘校史资源，从校史的学习教育

中，坚定知农爱农的信念与立场，将“农本”思想

注入学生头脑，融入学生思想，成为流淌在学生血

脉中的永续基因。 

三、在十大育人体系中植入知农爱农教育 

协同育人是破除要素驱动发展壁垒，满足经济

社会对高层次人才需求的必由之路[17]。2017 年，中

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教

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深入推进协同

育人，促进协同培养人才制度化。”[18] 涉农高校在

十大育人体系中植入知农爱农教育，是指以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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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懂两爱”的农林人才为导向，从识、行、文、

治四要素入手，在课程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

文化育人、网络育人、心理育人、管理育人、服务

育人、资助育人、组织育人等领域厚植知农情怀，

渗透爱农教育。以一体化知农爱农教育工作为统

领，整合育人资源的空间和实践教学环节，协调推

进专业教育、校园文化教育、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想

政治教育，统一规划、分层实施、分类管理，建立

起扎根“三农”、充分体现涉农高校内在特点的育

人体系。湖南农业大学坚持始终把培养具有坚定理

想信念，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担当品质，具有创

新精神和创业能力，“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服务“三农”的知农爱农高素质人才作为办学目标，

全面打通育人的路径，全面整合育人资源，挖掘育

人元素，协调育人力量，从课程、科研、实践、网

络、文化、心理、资助、组织、管理、服务构建全

方位育人格局。 

1．植“农”于“识”：在课程、科研育人中擦

亮“三农”原色 

在课程教学中充分展现“三农”原色，把握立

德树人的知识维度，构建思政课程、专业课程思政

建设、通识教育相关课程有机相融的课程思政教育

体系，探究三类课程之间知识传授、价值引领和能

力培养的功能实现和层次衔接，形成涉农人才的课

程育人体系。思政课程将中华优秀农耕文化、乡村

振兴等内容融入其中，建设“习近平‘三农’思想

与乡村振兴”品牌课程，以崭新的内容表现形式和

精巧的授课方法加以呈现。课程思政则梳理各专业

课程之中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挖掘其思政教育功

能，实现知农爱农教育与专业知识教育的有机融

合。其中，自然科学类课程重点强化创新意识、科

学思维、生态文明和工匠精神教育，培养学生用科

学成果为“三农”事业服务的情怀，哲学社会科学

类课程注重挖掘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隐性育人价

值，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于教育

教学之中，以人文精神感召学生行为，充分发挥哲

学社会科学课程在精神培育、道德修养、素质教育、

价值导向等多方面的功能，应用技能类课程通过整

合校内外实践资源、创新实践活动等形式，将学术

规范、职业伦理、“知农爱农”情怀贯穿于技能教

育始终，鼓励大学生为乡村振兴贡献青春力量。在

通识教育课程中，以传统农耕到现代农业科技的历

史变迁、先辈楷模的励志故事阐释农耕文化的奋斗

之美，以互利共生的自然法则、农谚农俗的节奏规

律解析农耕文化的和谐之美，以新作物培育、新农

具发明与智慧农业的更新迭代彰显农耕文化的创

造之美。 

充分发挥科研育人的功能，培养选树一批“知

农爱农”科研育人示范项目、示范团队，坚持科教

协同育人、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完善科研平台考

核办法和科研项目管理办法，激励科研平台和科研

项目主动承担育人职能，设立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

目，引导大学生在参与农业科技创新训练中，及时

掌握农业科技前沿动态，感悟农业科学技术服务

“三农”的价值，使他们既能够与前沿科技相结合，

拥有“顶天”的实力，又能够与农业生产相结合，

将科技成果用之于民、惠之于民，转化为亿万农民

的福祉，拥有“立地”的能力。 

2．植“农”于行：在实践育人中突出“三农”

本色 

把握立德树人的行动维度，深入实施专业实践

平台与知农爱农教育的融合计划，探索专业课试

验、实习、实践课程中“知农爱农”思想的融入，

建设融合专业实践与思政实践功能的实践项目、实

践基地等。 

政用产学研是创新合作系统工程，是生产、学

习、科学研究、实践运用的系统合作。完善政用产

学研“五位一体”的协同育人机制，围绕农业产业

链和农村一二三产业与农业政府部门、科研院所、

企业和乡（镇）村等合作，共同搭建平台、建设实

践基地，联合开发知农爱农教育实践项目，围绕农

业产业现代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乡村建设行动、

乡村治理体系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等内容，组

织学生深入一线开展生产帮扶、产业调研、技术科

普、环境改造、规划设计、制度研究等，在深入农

村、服务农民、献身农业的实践中，近距离了解“三

农”，提高学生服务“三农”的扎实本领、实践能

力及使命感。探索农学专业边教学、边科研、边生

产实习、边技术推广、边社会调查、边做群众工作、

边培养三农情怀的“七边”教学法，完善实践教学

体系，保障涉农专业实践实习需要的学时和学分，

提升学生服务社会本领，培育“知农爱农”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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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深入联系实际、社会和群众为基础，拓展“博士

团”“大学生暑期三下乡”“志愿服务实践育人共同

体”等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平台，设计融思想、知

识、技能和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耕读项目，组织学

生走进山水林田湖草，让他们在服务乡村建设中发

现问题，在参与农业发展中思考问题，在助力乡村

振兴中解决问题。 

3．植“农”于文：在文化、心理、网络育人

中彰显“三农”特色 

注重把握立德树人的文化维度，充分发挥第二

课堂育人功能，探索校园文化活动中农业元素的融

入，建设一批融入农业文化、具有农科特色的党团

活动、社团文化园地，融农业文化、思政文化、校

园文化于一体，构建富有“三农”特色的文化育人

体系。 

湖南农业大学将校园作为一种文化教育的空

间，通过建设“犇牪”群雕，李毅之、柳子明、官

春云、袁隆平的雕像，农学星河墙，“农”字墙，

耕读书院，修业学堂、湖南农学院、湖南农业大学

三重校门，动物标本馆、植物标本馆、昆虫标本馆、

土壤标本馆，柑橘基地、葡萄基地、油菜基地、茶

叶基地、水稻基地、水产基地、水族基地等校园文

化景观，展现农业文明的深厚底蕴以及学校服务

“三农”的传统，让青年学子在“细雨湿衣、闲花

落地”般的文化氛围中受到启发，感受“农”的氛

围，浸润“农”的文化。积极打造以“三农”为主

题的典礼文化、专业文化、园区文化，持续开展“茶

文化节”“食文化节”等具有涉农高校专业特色的

学科文化体验活动，精心打造“耕读书会”“大国

三农讲坛”等具有校本特色的校园文化活动品牌，

邀请农业科学家、农业企业家、扎根基层先进典型、

脱贫攻坚一线农民和干部、乡镇党政负责人和优秀

县委书记等，走进大学校园，用他们的农业精神、

农业情怀、农业故事，教育学生、激励学生、感染

学生，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农

耕文化、“四史”学习教育进校园。将“农”情融

入学生的日常生活之中，每周一清晨举行升国旗仪

式主导“话农事”、敬祖国；举办一系列具有浓“农”

特色的典礼，如开学典礼、毕业典礼、成人典礼、

入职典礼、荣休典礼，用仪式感充实“农情”、渲

染“农情”。挖掘和宣树知农爱农典型人物，邀请

袁隆平、官春云、邹学校、印遇龙、刘仲华等院士

出席“知农爱农” 教育专题活动，用科学家的亲

身经历激励大学生投身农业，寄语毕业生将自己的

梦想与祖国的需要紧密结合，勉励大学生到农村

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梦想奋斗，

引导学生追农业科技之星、文化之星、学习之星、

自强之星，帮助学生厚植家国情怀，涵育“三农”

品格。充分发挥心理育人的功能，加强人文关怀和

心理疏导，培育大学生与“三农”事业相适应的理

性、平和、乐观、富有心理韧性的健康心态，构建

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咨询服务、预防干预一体化

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格局，坚持育德和育心并重。

多措并举加强网络育人，打造知农爱农教育信息发

布、数据分析、信息交流平台，推进涉农高校大学

生思想政治工作信息系统的共建共享，遴选推广一

批“知农爱农教育网络名篇名作”，以青年喜闻乐

见的方式开展“知农爱农”的思想引领，激励他们

到农业农村广阔天地中去建功立业。 

4．植“农”于治：在管理、组织、服务、资

助育人中坚守“三农”底色 

注重把握立德树人的治理维度，强化科学管理

对大学生知农爱农情怀的涵育功能，引导管理服务

部门把工作重心落到育人上，引导管理干部树立德

治思维、良治思维，使严格规范管理与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的教育相结合，利用良好的管理行为、科

学的管理模式影响学生、培养学生。 

首先，发挥学校各级党组织的育人保障功能，

坚持支部引领、党员先行，发挥支部、党员在知农

爱农教育中的堡垒、先锋作用。推动工会、共青团、

学生会等群团组织更好地团结师生、服务师生、代

表师生，探索组织动员、引领教育的新载体、新形

式，支持各类社团开展主题鲜明、健康有益、丰富

多彩的知农爱农教育活动。在服务育人中，围绕师

生、关照师生、服务师生，积极帮助解决师生工作

学习中的合理诉求，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解决思想问

题，在关心人、帮助人、服务人中教育人、引导人。

在学生评优、入党、研究生推免、就业等重要环节

加大对“知农爱农”素养的考查力度，建立知农爱

农荣誉奖励体系，全环节教育引导学生增强强农兴

农责任感，自觉成长为担当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重

任的可用之才。不断加强学生资助工作的知农爱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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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资源供给力度，在奖学金评选发放环节、勤工

助学活动、基层就业等环节全面考察学生“知农爱

农”道德品质及创新发展、社会实践能力，坚持物

质帮助、精神激励、道德浸润、能力拓展相融合，

着力培养学生强农兴农、创新创业的奋斗精神和进

取精神，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成才观。 

“知农爱农新型人才”培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

工程，遵循知行合一、耕读教育、系统育人的原则，

在课程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服

务育人、文化育人、心理育人、组织育人、网络育

人、资助育人中协同植入“知农爱农”的教育元素，

加强横向和纵向的协同联动，有利于形成育人主体

多方联动、育人举措多管齐下、育人品牌多元创新，

全员全方位全过程一体化的“三全育人”“知农爱

农”格局，为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培育更多知

农爱农新型人才。 

参考文献： 

[1] 李康平.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德育思想研究——改革

开放 30 年的德育理论发展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09. 

[2] 刘哲，吴胜红. 论高校德育的文化属性及其实现[J].学

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18）：30-32. 

[3] 顾明远. 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M].上海：上海教

育出版社，1998: 4863. 

[4] [苏]穆欣. 智育的奥秘：苏霍姆林斯基论智育[M]. 刘文

华，杨进发，陈会昌，译.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 

[5]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

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

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 [EB/OL]. (2020-10-16) 

[2021-08-30]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20-10/1

6/c_139445097.htm． 

[6] 尹少淳. 对美育的最新认识和刚性要求[N].光明日报，

2020-11-25.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605-606． 

[8] 陈阳. 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实施路径探析[J]. 教育理

论与实践，2020，40（36）:16-19. 

[9] 裴文波，岳海洋，潘聪聪. 高校大学生劳动教育的多维

透视[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4）:87-89. 

[10] 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加强和改进涉农高校耕读

教育工作方案》的通知 [EB/OL] ． (2021-08-26) 

[2021-08-30]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

02109/t20210916_563719.html. 

[11]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

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EB/OL]．(2014-05-05) 

[2021-08-30]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5/

05/c_1110528066.htm.2014-5-5.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共

教育现代化 2035》[EB/OL] . (2019-02-23) [2021-08-28]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190

2/t20190223_370857.html. 

[13]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

报，2018-05-03． 

[14] 湖南农业大学校史编委会．湖南农业大学校史[M]．长

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60，403． 

[15] 薛凤冠，王立新. 系统思维下高等教育改革的困境与突

破[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17，37（30）：3-6. 

[16] 习近平. 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 把红色江山

世世代代传下去[J].求是，2021（10）：5-17. 

[17] 沈成君，冯江. 新农科“三融三通”一体化协同育人的

生态逻辑[J]. 现代教育管理，2021（6）：51-58. 

[18]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

制改革的意见[N]. 人民日报， 2017-09-25（01）. 

 

责任编辑：黄燕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