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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及经济转型过程中人才需求的迅猛增长，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学改革和应用型人才

培养问题成为高等教育关注的重点话题之一，优化教学过程作为应用型本科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其根本目的在于

促进教师发展、提升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通过有效课程模块化结构和模块化课程建设，形成系统化、体系化

的理论与实践有效衔接课程模式，促进理论知识学习与实践应用能力培养有机衔接，构建合理的平稳过度的教学体系，

为应用型人才培养和全面能力提升奠定良好的基础，有效强化学生理论基础厚度，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建立

完整有效的动态课程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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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rapid growth of talent demand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the reform of teaching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applied talent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key topics of concern in higher education. Optimiz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applied 
undergraduate teaching activities, with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promoting teacher development, improving teaching 
quality, and talent cultivation level. Based on the modular structure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iculum promote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oretical knowledge learning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ability cultivation, form a systematic and 
systematic course model that effectively connects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then construct a reasonable and stable teaching 
system efficiently, lay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cultivation of application-oriented personnel and comprehensive ability 
improvement, finally and effectively strengthen the thickness of studen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cultivate their innovative and 
practical abilities, and establish a complete and effective dynamic course oper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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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科特点分析与培养方向

在中国教学革新、学科重组和人才需求多样化背景下，

如何通过产学研结合模式，强化理论与实践应用之间的平稳

过度，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还面临着诸多新问题，需要

认真研究和积极探索。随着社会发展的加速，多样化人才需

求和知识体系更新周期缩短，当前人才培养的节奏和模式急

需对应性的跟进和改善。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培养为宗旨

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是推进和满足中国技术人才需求结

构的关键，课程体系结构优化成为当前保障人才质量的重要

突破口 [1]。根据培养目标进行课程内容设计，注重启发式、

情景式、应用型教学方式的探索和凝练，是农科人才培养的

特点。优化问题导向、讨论、评判的教学环节，突出案例分析、

应用实践、经验分享和调查研究等方法教学的有机融合，是

根本保障；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结合专项能力、专项能力

界定、能力培养的学习行动、评价方式和参考资料的匹配融

合，突出细节和紧密连接，是重要方案；注重应用型能力评

价，向学生明确公布考核目标、内容、方式和应达到的标准，

采用实际操作，是验证方式。从而，构建培养过程、中期和

终期的应用能力质量评价体系，发挥和挖掘产学研合作育人

与模块化课程体系与课程思政元素融合优势 [2]，助力地方本

科高校应用型技术人才的全面发展。

2 专业课程结构分析与存在问题

新农科人才培养需面向新农业、新乡村、新农民、新

生态的农业新形式，并对接粮食安全、乡村振兴、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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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战略需求，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新产业新业

态，实现“顶天立地”促进人才培养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

融合。新农科人才培养实施方案指出，强化新农科人才培养

模式，更加注重课程体系的连接性，过渡性和逻辑性原则，

实践教学比例显著增加 [3]，最终培养具有“三农”情怀、良

好的理论基础和人文素养，能够将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技

术、现代工程技术、现代农业管理知识与农学技术体系有机

融合，能胜任现代农业及相关领域的教学科研、产业规划、

经营管理、技术服务等工作的拔尖创新型、复合型人才。设

施农业科学与工程专业是现代农业发展中具有典型代表性

的新农科专业，应该结合新版培养和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深

入挖掘专业基础课如《设施农业环境工程学》模块间的知识

衔接点和共通处，通过教学过程渗透，实验过程过渡，实践

应用过程验证和升华；将“理论学习、实验验证和实践锻炼”

三大培养模块辩证统一，教学过程相对独立，教学过程中渗

透实际现象和问题；针对问题，加强实验过程认知和探索，

对比现实中解决方案，产生自己的认知并进行验证分析 [3]。

最终，实现知识体系和实践应用的融合，达到知识拓展和技

能锻炼的双重应用人才培养目标。

新农科人才培养模式主要围绕新农业新生态的需求，

通过学科交叉融合、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产教融合、产学研

合作等多维度进行改革和创新，培养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求

的复合型、创新型和应用型人才。设施农业科学与工程是中

国北方农业现代化布局需要的新型农业人才培养专业，《设

施农业环境工程学》是本专业核心课程，本研究将此课程设

置分三个模块：理论学习、实验实践应用和实习实操训练，

三者相辅相成，但在目前整个教学过程中，三者之间过渡生

硬，联结拖沓，知识向实践过渡牵强，导致学生学习效率较

低，理论知识掌握吃力，实际应用陌生等诸多教学环节问题；

实验设计偏向理论化和基础化，片段性突出，无法实现有效

联系和过度；实践基地特色不明显，实践过程流于形式，走

马观花，融入感和参与感不足，产教合作、产学研合作力度

和深度欠佳。突破问题的关键则是打通模块之间的壁垒，搭

建课程之间的桥梁，强化学科融合和基地建设，发挥产教合

作优势，实现全过程育人，让知识向应用过渡更加平稳和高

效，解决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窗纸”，提升人才

培养质量和学生综合能力。

3 人才培养目标与模块化课程融合创建

当前，中国“三农”工作的重心围绕乡村振兴、农业

农村现代化展开，农业科技创新显著增强，创新型农林人才

需求猛增，人才培养质量是衡量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准。

应用型人才培养高校，交叉融合与渗透创新成为人才培养新

方式与特征。具备扎实基础知识、跨学科知识结构、思维能

力和综合素养，同时能够分析和解决复杂的农业农村发展问

题和技术难题，成为当前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新方向。地方

高校借助涉农企业、事业单位与涉农高校的全面深入协作，

有效汇聚产业、技术和创新要素，将优质实践教学、技术训

练资源与人才培养过程整合起来，发挥企业、政府、学科、

平台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依托和纽带作用。充分分析整合资

源特点和优势，利用课堂引导和理论知识的初步应用，渗透

进日常理论教学过程的尝试和改革，集合不同领域的优势板

块，通过模块化课程学习和实践锻炼，相互渗透，充分体现

基础知识理论体系向实践应用型培养目标的和资源支撑逐

步转变，加强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向知识的实效性和实践性应

用的平稳过度，打破理论知识向实践应用过渡的“最后一公

里”壁垒，实现教学过程和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双重提升 [4]。

瞄准现代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关键，针对地方高校本科

教学过程中的关键问题，结合地方产业发展人才的需求，打

造“农业 +”“爱农 +”和“高校 +”的课程创新模式和协

同育人新机制，以课程《设施农业环境工程学》为例，以教

学过程环节优化到整个教学体系改革实践为切入点，实现人

才培养质量的提升，构建鲜明的专业特色和有效的培养环

节：①教学过程中 PPT 模块融入培养目标，利用多媒体学

习软件提升教学实景效果和互动质量（见图 1）；②虚拟仿

真实验与现场模型教学分析深度融合（见图 2）；实践阶段

包括基地参与式实习，结合行业专家校外指导、与课程内容、

实验环节高程度融合衔接，让课本知识与实际应用之间实现

“无缝连接”，降低知识点的模糊性，提升知识点的对应性

和连续性，共同构建多主体共建、共管、共享、共赢的协同

育人硬件支撑和课程体系的软件服务。

图 1 实验教学模块优化设计方案

图 2 实习环节过程优化管理改革方案

4 课程模块化可行性及综合效果分析

秉持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根本目标，以新农科人才质量

提升为依据，注重学生能力培养，保证基础知识积累和理论

联系实际的能力同时抓实抓牢。理论学习更加注重思维引导

和知识点的灵活运用教育 [5]，掌握基础理论的同时，加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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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和实际问题的交叉分析锻炼，打下理论基础。同时，建立

健全理论教学环节的“线上线下”互动反馈机制，实现“有

问必答”，师生交流“畅通无阻”的新型本科教学氛围，保

证知识体系的闭环传授。将理论知识充分落地，结合知识点

的逐步过渡的引导思路，将技术理论高效落地到实验环节，

通过理论环节与实验环节充分融合，将文字数字转化为画面

和模型 [6]，以自主分析和小组讨论为教学手段，充分激发学

生自我分析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实验环节教师引导性指

导，增强学生自主性和自觉性，实现理论知识的初步过度，

建立学习自信心。实习环节，除充分发挥学生自由度之外，

加强问题导向的知识体系重现，重塑理论知识、实验内容在

设施农业工程建造、设施设备维护与操作、设施作物管理和

设施环境综合调控等环节完全复原 [7-8]，并就现实问题进行

拓展性讨论学习活动，巩固理论—实际的关联度，提升学生

知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最后，实现学习积极性、学生自信

心和专业自信心的综合目标。

5 结语

新农科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农业专业人才的

应用能力培养成为学科发展和课程结构优化的主要目标。打

破学科间的壁垒，产教结合紧密，育人过程逐渐实现内外合

力、上下连通。构建理论与实践紧密融合的模块化课程教学

体系，将“理论学习、实验验证和实践锻炼”三大培养模块

辩证统一，根据实际应用现状和行业技术需求，将知识点细

化，充分利用实验课和实践实习，将理论具象化，通过实践

操作、技术运行和管理、效果反馈和分析，实现知识体系和

技术应用的有效衔接。为学科课程体系建立参考模板和模

式，优化新农科应用型人才培养课程结构，提升应用型人才

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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