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农业大学刘雅婷教授杏林耕耘二十余载，创新农

科课程育人体系荣获云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国之崛起，农为根基，边疆兴盛，农为重器，盛世绵延，农为

本源。进入 21 世纪，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对农

业院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 

刘雅婷教授杏林耕耘二十余载，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

兴农为己任，顺应新时代新要求，秉持“扎根边疆、铸魂育人，培养

情系三农人才”的理念，带领《微生物学》课程等农科大类基础课程

教师团队，以创新课程育人体系为目标，以边疆情结和红色精神为动

力，主动对接现代农业发展产业需求，聚焦农科大类理论课堂和实践

教学综合改革，为边疆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培养新型人才筑牢根

基。 



培养具有“边疆情结、三农情怀，知农爱农、兴农报国”的应用

型人才是边疆农业院校的使命，致力农科课程育人改革，取得了突出

成果。 

一、更新教学理念，创建“一轴四驱”课程思政新范式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轴，“传承优秀哲学思想、弘扬中华美育

精神、厚植边疆农业情怀、树立生态文明意识”为四“轮”驱动，采

用“说故事、讲人物，一章一案例、一课一反思”等方式，将思政元

素融化在教学活动中，达到“铸灵魂、育情怀、树观念、长本领”育

人目标，践行课程育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通过整体设计全面推进，

完成 36 门次农科课程思政改革案例，联合 14 所边疆农业院校、4所

双一流农业大学，全国 18 所高校编写《农科大类基础课程思政教学

指南》，深层次提升课程思政育人效果，破解了专业教育与人格塑造、

能力培养和情操陶冶“双脱节”问题。 

二、创新教学模式，构建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一制•三环•四进

•五合”的智慧课堂教学新模式 

以服务边疆现代农业发展目标为导向，建立课外学习制度，发挥

学生在教学过程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引导作用，用教学系统观反向设

计进阶式、多元化的“课前+课中+课后”教学活动，激发学生学习内

生动力，将学科前沿、社会热点、专家讲座、教师科研成果融入课堂，

彰显课程新农科特质，通过学习共同体思想碰撞的交互式学习，充分

实现“知”“析”“启”“行”，从知识内化到能力提升，打破传统

课堂沉默，培养具有高阶能力、服务地方新农人。完成 34 门次农科



课程课堂教学改革案例，培养科学思辨能力和解决生活生产问题的能

力，拓宽学生视野、培养学科自信，有效打破时空限制，多维度激发

学习兴趣、多层次提升教学效果。  

三、革新实践体系，建立“一核·双翼·四新”实践育人新方式 

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为核心，突出学科交叉融合，融入智慧农业、

数字农业、信息技术、工程技术和生物技术等新农科元素，建设虚拟

仿真实验，更新了实践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评价手段、创新

课程思政内容，通过产校双驱、耕读双兴，构建了与全产业链相适应

的沉浸式、情景化的现代农业企业生产实践 和“3+1”顶岗实习等实

践环节，完成 23 门次农科实践课程改革案例。制定全过程、全方位、

个性化“导师陪伴”计划，依托“实验室+校内基地+创新研究院+企

业”的四方联动渐进提升培养平台，建立多元化、递进考核方式，突

破了实践教学与现代农业发展脱节的难题。传承耕读文化，切实发挥

在边疆学习、在边疆实践，服务边疆的育人效果。 

通过项目实施，近 5 年毕业生平均就业率高于 95%、升学率和社

会满意度显著提升，培养了一批扎根边疆、服务边疆的新农人，毕业

生在边疆、在基层、在农业领域的就业率平均达到了 85%以上，较前

10 年提升了 21个百分点。 

学校先后获得全国毕业生就业 50 所典型经验高校、全国就业工

作先进单位、全国创新创业 50所典型经验高校、深化创新创业教育

改革示范高校等荣誉。 



通过项目实施，教师育人理念显著增强，课堂教学能力和实践教

学能力显著提升。教师在全国和省级教学比赛中成绩显著，团队成员

荣获首届全国高校教师创新大赛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项，省级特等

奖、一等奖等荣誉；团队成员获得省级教学名师、省优秀教育工作者

等 16项荣誉；承担教育部、新农科专项等国家级、省级项目，主持

教育部虚拟教研室，建成《微生物学》、《植物学》、《遗传学》等

国家一流课程，主编教材、副主编教材 10 余部，有 3 部主编教材获

省级以上荣誉；荣获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2 项、 二等奖 3 项，人才

培养效果显著提升。 

 

首批国家一流线下金课《微生物学》（双语）课程，课程创新引

领、四校联合，以“克隆班”形式，南北高校同上一门课，将创新成

果向云南省乃至全国推广应用；共建共享线上慕课 6门、虚拟仿真课

程 6 门，向全国推广，累计使用学校 63 所，学习学生近 2万人次；

课程综合改革，形成的课程思政、课堂教学、实践教学课程创新案例，

涵盖农科大类基础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为强化农科专业内涵建设，

发挥了重要作用，入选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13个、省级 24个。  



 

云南农业大学《微生物学》课程团队教研活动 

创新成果应用于青年教师培养，辅导云南省、浙江省赛区教师获

得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国赛二等奖 4 项，省级特等奖 6 项、一

等奖 5 项、二等奖 5 项。同时，辐射带动多所高校，在教师培养、课

程建设、专业建设取得显著效果。 

项目负责人刘雅婷教授及团队教师依托云南省高校植物生产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和生物科学类教指委，向全省高校作主题报告交

流，省内高校已全面辐射。并在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学堂在线、

智慧树等国家智慧教学平台和教育部虚拟教研室平台，面向全国做公

开示范课程，在第 57 届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新农科”论坛等全国

会议上分享交流，得到广泛认可和好评。成果得到了地方政府、用人

单位和同行专家的充分肯定，在全国 50 余所高校推广示范，受益学



生 5 万余人次。教育部新闻网、新华网、中国新闻网等媒体相继报道，

引起社会层面的广泛关注；本成果构建的新教学模式辐射与示范效应

显著。 

边疆农业院校立足边疆，用实际行动诠释“学于边疆、践于边疆、

服务边疆”的伟大意义。借时代之力，乘农业之浪，在新的发展起点

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责任，凝聚起昂扬奋进、合力攻坚的磅礴之

力，全力服务边疆农业人才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