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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科背景下《动物遗传学》课程思政资源挖掘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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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农科建设提出以来,对涉农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动物遗传学》作为畜牧专

业主干基础课程,如何对课程思政资源进行有效挖掘和应用,实现知识和价值目标的有机融合,以

适应新农科背景下对创新型畜牧人才培养的要求,是本课程组近年来一直探索并实践的方向。本

文通过介绍课程组在结合遗传发展史中的重要事件、人物、生产实际案例以及最新科研成果,剖析

思政资源与遗传知识的结合点,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的教学实例,以期为动物遗传学的思政教学

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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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
 

new
 

agricultural
 

science
 

construction
 

was
 

proposed,
 

higher
 

requirements
 

have
 

been
 

put
 

forward
 

for
 

the
 

training
 

of
 

agricultural
 

professionals.
 

"Animal
 

Genetics"
 

is
 

the
 

main
 

basic
 

course
 

for
 

animal
 

husbandry
 

majors.
 

How
 

to
 

eff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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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avate
 

and
 

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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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olitical
 

resourc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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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to
 

achiev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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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and
 

value
 

goals
 

to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s
 

for
 

cultivating
 

innovative
 

animal
 

husbandry
 

talents
 

in
 

the
 

context
 

of
 

new
 

agricultural
 

sciences.
 

This
 

is
 

the
 

direction
 

that
 

this
 

cours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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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and
 

practicing
 

in
 

recent
 

years.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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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s,
 

figures,
 

a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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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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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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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专业课程中蕴含着丰富的

思政资源,要打破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孤岛

效应”,推动课程思政融入专业教学课堂,构建“三全

育人”体系,构筑育人大格局,是解决高等教育中“培
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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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2020年6月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

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提出,要结合专业特点分类推

进课程思政建设,并就农学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作

出明确指导。2018年11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

吴岩在“新时代云南省本科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建设

新农科理念以来,新农科建设和发展步伐不断加快。

2019年以来,“安吉共识”、“北大仓行动”和“北京指

南”的新农科建设三部曲,为新农科建设从宏观理

念、中观举措和微观实施提供了全面的指引,经过近

三年的建设和发展,如今新型农林人才培养能力和

科研创新水平都大幅提升,在强化涉农高校耕读教

育、优化涉农学科专业布局和课程建设、创新涉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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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路径、推动信息技术与农林教育教学深度融

合、服务脱贫攻坚主战场和农民第一线等方面均取

得了显著成效。
在此背景下,畜牧专业作为新农科建设的重要

方向之一,其专业课程思政体系改革和人才培养模

式的改革已成为本学科教学改革的热点。《动物遗

传学》作为畜牧专业必修主干课程,是一门理论性和

实践性都较强的基础课程,是遗传学的重要分支。
在专业课程体系中,其内容是生物化学、动物生理学

的进一步具体与深化,也是家畜育种学、动物生产学

等专业主干课程的重要前置理论基础,在动物科学

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中作为关键性衔接课程占据

重要地位。如何在新农科建设背景下,对《动物遗传

学》课程思政资源进行有效挖掘和应用,实现知识和

价值目标的有机融合,以适应新农科背景下对创新

型畜牧人才培养的要求,是本课程组近年来一直探

索并实践的方向。现将课程组在《动物遗传学》教学

过程中课程思政资源挖掘和应用实例总结介绍

如下。

1 课程思政目标的设计

动物遗传学与动物可持续健康高效生产及人们

生活质量的提高关系密切,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

践上均具有重要的作用。动物遗传学作为一门与人

类生活生产密切相关传统学科的同时,也是一门生

命科学领域新兴交叉学科,其中蕴含着丰富的课程

思资源,如何深入挖掘课程思政资源,并有机融入教

学过程中是课程思政教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我校

畜牧专业有着近50多年的办学历史,《动物遗传学》
作为此专业开设之初就设立的课程,其发展历程与

兵团发展历史一脉相承,在这其中可供挖掘应用的

思政资源非常多,如兵团精神、胡杨精神、兵团文化、
中国细毛羊之父刘守仁的故事等。同时动物遗传学

作为遗传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在其学科发展历程中

的遗传学重要节点事件、做出突出贡献的遗传学家

背后的故事和遗传学社会热点中也蕴含着丰富的思

政元素;此外遗传学作为一门工具学科,其内容体系

逻辑性很强,其中就包含辩证的逻辑思想和科学精

神。为了更好的对课程思政教学过程进行有效设计

和组织,课程组通过系统梳理教学内容,分析和挖掘

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和教学切入点,通过结合遗传

发展史中的重要事件、人物、案例以及动物遗传资源

环境与现状,以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为主线,以爱国兴国,爱疆兴疆,传承兵团精

神为着力点,以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甘于奉献的科

学精神为突破点,以培养学生学农、知农、爱农的“三
农”情怀凸显专业特色,课堂教学注重在知识传授中

强调价值引领,充分提炼其中的学术内涵和价值范

式,剖析思政资源与遗传知识的结合点,进行“思政

寓课程,课程融思政”式设计,充分发挥专业课程思

政教学对学生主流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在夯实学生

学业基础,提升专业素质和科学素养,培养学生创新

精神的同时,突出对学生家国情怀、三农情怀和社会

责任感的培养,从而实现知识传授、价值塑造和能力

培养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

2 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与应用

2.1 在遗传学发展历史和前沿中融入爱国主义

元素

  遗传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其发展历程中有

许多重要遗传现象被发现,理论被创建,涌现出许多

对遗传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在这些背后

蕴含着许多思政资源。如讲述绪论章节时,采用与

知识点匹配的思政点无缝对接,潜移默化完成价值

引领作用,在讲述课程要求时引入马克思的名言“在
科学上从来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只有那不畏劳苦,
在崎岖的小道上勇于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

的顶点”,激励学生认真学习;在讲述遗传学启蒙时,
通过对中国古代先贤在遗传领域的贡献如《齐民要

术》《相马经》等,提升学生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
提高学生使命担当意识,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怀。

在讲述中国近代遗传学发展时,鉴于教材内容

主要从学科发展角度介绍遗传学发展脉络事件和人

物,对中国遗传学的发展介绍较少,因此在授课中重

点结合中国科学家在20世纪以来遗传学领域取得

的突出成果和主要事迹,提升学生民族自豪感和使

命担当意识,结合最新科技文献解读、视频、课堂讨

论等形式,使学生在了解学科发展脉络的同时,理解

这些成果背后蕴含的科学原理、科学家的创新精神

以及对中国科技综合实力的促进意义,在培养学生

科学精神,启发学生创新思维的同时,激发学生的民

族自豪感和使命担当意识,提升学生专业素养和学

习兴趣。如在介绍中国近代以来遗传学发展时,介
绍陈桢的金鱼变异、遗传与演化研究、李汝祺的黑腹

果蝇发生遗传学研究、谈家桢的瓢虫“嵌镶显性”遗
传研究、陈士怡的线粒体遗传研究、赵保国的草履虫

细胞质遗传研究,使学生感受老一辈科学家伟大的

爱国情怀、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不畏险阻的科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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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在传承前辈科学家爱国情操和科技创新精神

的同时自觉增强科技兴国、科技强国的使命担当意

识,树立学生勇攀科学高峰的远大理想,培养学生百

折不饶、追求卓越的科学晋升,激励学生努力学习,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强国梦想而不懈努力。
在介绍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基础时,通过介绍人

类基因组计划内容,引入中国科学家参与此计划,并
高质量的完成相关内容,引导学生理解我国科学家

参与世界性重大课题对提升我国国际社会形象,体
现我国综合科技实力的重大意义,从而激发学生的

大国情怀和强国之志,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和民族

自豪感。在讲述基因表达调控中关于转录后水平的

调控时,引入施一公研究组作为世界上首个、也是唯

一一个成功捕获并解析了RNA剪接过程中所有完

全组装剪接体高分辨率三维结构的系列成果,引导

学生理解这一成果对理解RNA剪接的分子机理的

重要科学意义,并通过介绍施一公放弃国外优厚待

遇,毅然回国以自身所学报效祖国的爱国情操,使学

生对我国科学家在遗传学国际前沿研究中的突出贡

献有更加深刻的理解,激发学生科学研究热情和求

知欲,增强学生对传承国家科学文化重担的使命感,
并激励学生对世界科技文化兼容并蓄的气魄,努力

为国家科技进步、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科学精神和动

力源泉,拓宽学生国际视野。

2.2 从精神楷模故事讲述中挖掘“三农”情怀

在遗传学基本原理的应用部分,也有很多我国

科学家参与的案例。通过以典型人物为切入点,以
具体知识点为主线的案例教学,以课堂教学、线上讨

论、课后推荐阅读等方式,引导学生学习我国动物遗

传学领域的科学家楷模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和我国

畜牧业发展而无私奉献时代精神,厚植学生三农情

怀,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如在讲述数

量遗传学发展历史时自然引入中国动物数量遗传学

科奠基人吴仲贤院士弃文从农,放弃国外优厚待遇,
毅然回国以自身所学报效祖国的故事,引导学生学

习他热爱祖国,坚持真理,勤奋刻苦,淡泊名利的精

神。在讲述质量性状遗传时,结合我国绵羊产业发

展历史,介绍扎根边疆65年的兵团遗传育种专家刘

守仁院士几十年如一日,在艰苦的条件下,潜心研究

培育出我国首个细毛羊品种,解决了我国高档羊毛

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的事迹,传承兵团精神;同时,
注重讲好身边故事,如我院全国优秀教师代江生教

授不惜生命、长期扎根团场,开展基层品种改良与胚

胎移植服务,默默奉献最终因劳成疾英年早逝的感

人事迹,提升学生专业认同感,同时宣传和传承老一

辈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

的兵团精神,以及学农、知农、爱农的“三农”情怀。

2.3 以遗传学基本概念为契合点感受科学家精神

在遗传学中涉及很多基本概念,而且很多概念

的背后都有相应的科学家小故事。因此,在介绍这

些概念的同时,围绕科学家精神和内涵,以继承和弘

扬科学家精神为思政教育出发点,以遗传学领域中

国优秀科学家榜样及其科研故事为切入点,让同学

们深刻感受老一辈科学家单薄名利、艰苦奋斗、赤心

报国、无私奉献的精神,使学生理解科学文化对综合

国力提升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

要作用,自觉树立追求真理、不畏险阻的精神与决

心,投身到科学事业中。如在讲授遗传的细胞基础

时,通过讲授淡泊名利的克隆先驱童第周、潜心科研

的细胞生物学家翟中和,在讲述孟德尔遗传中镶嵌

显性概念时,引入坚持科学发现“镶嵌显性遗传”的
谈家桢等科学家的背后故事,引导学生学习科学家

们热爱祖国、不计个人名利,一心为中国科学的进步

而潜心研究的高尚道德情操,引导学生学习科学家

面对科学难题迎难而上、严谨求实、追求真理的科学

精神,并激励学生崇尚科学,勇于创新,敢于拼搏。
在遗传的分子基础中,以故事的形式讲述沃森、

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与富兰克林和威尔金

斯的背后故事,学习富兰克林作为DNA结构发现

的先行者不计较个人名利,鼓励科学进步和发展的

高尚道德情操,学习沃森和克里克作为创新者必须

破除迷信,敢于向权威挑战的勇气和智慧,具备在面

对质疑时应勇于坚持真理,以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

迎难而上的大无畏精神和勇气。通过他们工作实验

室的名言“不要忘了思考”,告诫学生要勤于思考,善
于思考,并大胆创新。

2.4 将科学思维能力的培养贯穿遗传学基本理论

学习中

  遗传学是一门逻辑性很强的课程,在课程教学

中课程内容体系中都充分体现了现代辩证唯物思

想,加深学生对课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对课程体系

架构的认识,进而培养学生逻辑思维与辩证思维能

力。如在讲述遗传与变异的辩证关系时,引入辩证

唯物主义思想,培养学生辩证逻辑能力;通过讲授三

大遗传规律的提出、原理、验证和实际应用案例,培
养学生用辩证逻辑思维方式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提升学生科学素养,引导学生逐步形成科学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如在讲述细胞结构与功能时,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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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的方法将细胞比喻为一个社会,引导学生进行个

人与社会、工作岗位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思考,提
升学生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讲述达尔文自然选择学

说时,在点出其内容的同时,指出西方国家对进化论

片面、歪曲的解释的不合理性,指出由进化论片面解

读和歪曲理解产生的所谓“机械唯物主义人生观”、
“悲观主义人生观”、“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的错误,引
导学生形成正确的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正确的道

德观念;在讲述数量性状表型值的剖分时,通过对公

式和遗传含义的层层递进推导,在加深学生对此知

识点理解的同时,培养学生系统的逻辑思考能力;引
导学生逐步建立系统化、结构化思维方式以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

2.5 立足产业实际案例塑造学生专业思维与品质

新疆拥有诸多畜禽优良地方品种,是全国畜禽

遗传资源的丰富区域,本专业在这些领域具备较好

的研究基础,并获得很多科研成果。在教学中,通过

在合适的章节内容中引入相关科研成果,引导学生

体会科研成果在实际生产引用中的指导作用,继而

思考这些优势产业中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

科学问题,为今后就业或深造提供参考,在提升学生

专业认可度的同时,培养和提升学生三农意识和情

怀。如在讲解性别控制理论和与性别相关的遗传章

节内容时,通过介绍本专业老师在性别控制方面的

研究成果,从乡村振兴、种业振兴角度剖析性别控制

技术对地方品种如塔里木马鹿遗传资源开发与利用

的重要意义,引导学生理解遗传基础理论应用于畜

牧实际生产的积极作用,然后从“家畜性控冻精生产

技术”提出几个思考题:实际生产中的性别控制是如

何开展的? 哪些性状与性别相关? 怎样分选奶牛、
绵羊等牲畜的X精子,保证雌性个体的生产? 怎样

提高分选效率? 如何提高精子的存活率? 引导学生

带着问题积极思考探索,主动查阅资料,通过网络教

学平台开展主题讨论,实现了合理的发散和延伸,让
学生在知识的自主探索中自然融入对三农的认识,
提高他们的三农意识和情怀。采用案例教学模式,
学生作为案例分析的主体,通过头脑风暴,从“知其

然”转变为“知其所以然”,在强化学生对基础知识的

理解和运用的同时,将“无形”的思政理念融入“有
形”的教学实例中,将专业课程内容与思政元素有机

融合,实现课程思政育人教学设计目标。然而“教学

有法,教无定法”,根据实际情况开发灵活多样的教

学模式,以生为本,激发学生专业学习兴趣,增加课

堂亲和力,提高教学质量,是课程组需要持续探索和

实践且永远在路上的问题,从而为新农科创新人才

培养提供支撑。

3 思政教学活动组织与实施

根据新农科创新人才培养要求,凸显畜牧专业

专业课程思政教学特点,围绕动物遗传学思政教学

设计思路,充分剖析课程核心概念及教学内容和思

政元素间的关系,实现知识内容体系的模块化设计,
通过对知识单元和章节的拆分和重组,将思政元素

点有机融入知识模块中,充分体现了新农科建设思

想和思政教学理念。在教学活动组织与实施中,以
案例式与启发研讨式教学活动设计为主线,体现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引入常见的具有启发性的

问题、生产实际案例和学科代表性人物事迹、成果

等,借助视频、动画、录播微视频、MOOC资源、网络

资源,科技文献,大学在线教育平台、雨课堂等,建立

以问题为核心,模块化知识主题为主线的线上线下

思政教学环境。课程实施三年多来,目前学生可通

过课堂讨论、大学网络教学平台提供的主题研讨、人
物事迹学习心得、翻转课堂交流等方式,进行在线讨

论交流,教师可根据问题热点程度汇总,与学生在课

堂上进行讨论。通过三年的建设,本课程依托大学在

线教育平台构建了包括科技文献、人物专题、遗传实

践案例、在线测试题库、人物视频、教学动画等在内的

丰富的教学资源库,并打破课程限制构建了专业课程

教学体系的思政教学案例库,有效整合各门专业课程

思政资源,分类整理,有机融入,促进优质教学资源共

享,提高思政教学质量,以学生为中心积极开展教学

方法和教学手段的变革,实现专业课程“思政寓课程,
课程融思政”的教学理念,实施效果良好。

4 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与应用前景

新农科的提出和建设推进,对涉农专业的人才

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提供了契机。在此背景下,围绕新农科培养人才目

标,本课程思政资源的挖掘建立在教学和思政教育

有机结合的基础上,所选切入点贴合专业生产实际

又紧扣学科发展前沿,找准课程教学过程中知识传

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结合点,深入挖掘和

利用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在教学过程中思政理念的

的融入不是照本宣科,而是要与专业知识进行无缝

衔接和有机融入,在授课过程中以生动的案例,以专

业知识点为切入点,将思政理念以“润物细无声”的
方式融合进课堂教学中。通过改革教学方法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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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启发学生创新思维,提升

学生综合素质。通过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将专业

知识和育人理念相结合,让学生在体会遗传学基本

原理在实践生产应用中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促进学

生创新思维和能力的提升,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专

业观,提高对三农的认识,培养学生三农意识和情

怀,增强学生使命担当意识。通过专业教学过程中

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使学生在感受知识积累和能

力提升的同时接受专业熏陶,启发学生对专业理念

的自觉认同,并与其中蕴含的价值理念产生共鸣与

升华,从而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和动力,激励他

们对科学问题开展积极探索,提升学生对他们未来

从事专业工作的使命担当意识,最终通过讲述过程

中知识传播和价值塑造的有机结合,在潜移默化中

帮助学生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提升学生家国情怀

和使命担当意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最终为畜牧新产业、新业态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

创新型人才支撑,也为新农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提供

内源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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