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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了探索高校课程思政这一崭新的教育理念，为新时代高校教育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

的结合提供了新的教育思路。针对高校教育中专业课教师对菌物学公选课程教学内容与思政结合意识不

足，难以在有效引导学生兴趣的同时将思政课程与教学内容融合的现状，本文基于本校菌物专业课程特点，

以本校菌物公选课程《走进奇妙的蘑菇世界》为例，探索课程思政内涵，从教学内容，教学设计，思政案

例设计三方面构建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框架。为课程思政在公选课中的建设模式探索与实践提供基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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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proposed a new educational concept of exploring ideologic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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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courses, providing new educational idea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the new era. In response to the lack of 
awareness among professional course teachers in higher education about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public elective courses in bacteriology, it is difficult to 
effectively guide students’ interests while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with teach-
ing content.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rses in the field of Fungal at our 
school, taking the optional course “Approaching Amazing World of Mushroom” as an example, re-
levant elective courses in Fungal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nota-
tions of the courses. It constructs a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design frame-
work from three aspects: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desig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ase design. 
Provide basic materials for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odel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 public elective cours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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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的讲话提出了“把思想政治工作

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的提出为高校菌物学人才的培养带来新的启发和具体

指导，同时也为如何改进高校菌物学课程带来了更多启迪与思考。习总书记在这次工作会议中指出：“思

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

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1]教育部最新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也响应中央思政号召提出推进全国高校进行

课程思政建设，准确把握了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回答了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时

代之问[2] [3]。对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思政课”的角色功能定位、课程思政建设的内在规律和基本原则、

高等教育的使命任务与课程思政的必要性等重要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较为丰富的学理分析全面阐释高

校课程思政的育人内涵，辨析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辩证关系，深化课程思政和立德树人理解，对

进一步明确教育边界和教育方法具有重要的价值[4] [5]。 
为了培养能服务于国家战略、守好国民食用菌库、保护国家菌物多样性、具有科研能力和实用技术

的多面型人才，高校内纷纷开展改革菌物学人才培养模式，在高校开展的菌物专业课程思政实践基础上，

菌物学从教学模式、培养体系、国家意识培养、科普与思政协同教育模式等角度进行课程改革实践，取

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是，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如何进一步推进课程思政是我国高等教育全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的重要举措。基于菌物学专业特点和培养需求，继续深入思考课程思政的顶层设计、驱动强

化和创新协同等议题，仍然是值得我们全面深入研究的时代课题。目前菌物学公选课程与课程思政实践

结合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现有菌物学公选课程容量不够丰度，整合不够系统；二是教学方法过于传

统，对教学素材和课堂节奏的把控欠缺新技术手段和媒介的指导；三是课堂教学显示出“科研”内容过

于枯燥，“兴趣”、“知识”和“思政”融合点还有待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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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思政背景下菌物公选课的课程设计 

2.1. 深入挖掘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案例 

菌物俗称蘑菇，是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类生物。我国菌物学教学起步较晚，上世纪国外高校已

陆续开设菌物分类学，生态学等相关课程，培养了大批从业人员及科研力量。而我国本科教学直到 2020
年 2 月食用菌科学与工程、菌物科学与工程作为首批菌物学本科专业才被获批，学科建设滞后严重。其

相关课程偶有高校零星开设，教学建设严重滞后。但我国食用菌产量蝉联世界第一。相关硕、博专业建

设迅猛，国内对该领域本科生需求量巨大，因此有必要在本科开展菌物学相关课程建设。但在国家浓缩

专业课的背景下，单独为某个生物学专业设一系列菌物课程并不恰当。因此开设涵盖菌物分类学、生态

学、栽培学等核心知识框架的通识性公选课是解决专业缺口的有效途径。由于公选课的构建需要大量学

科背景知识，而国内从事相关研究的本科教学工作人员非常稀少，少有人有时间或兴趣将公选课拓展，

目前国家及各地方现有公选课程内容量不超过 10 课时(国家级精品课程内容量为 5 课时)。教学资源库严

重不足，已有公选课涉及内容广度不够。在学生把大多数公选课作为混学分课程的大背景下，如何打造

足够精彩，足够吸引学生眼球的课程，是本课程设计及改革最重要的指引方向。 
本课程依据菌物资源学、栽培学等书籍以及近期我国科学家取得的相关成果，将知识点糅合，并归

纳呈 8 大类。1) “绪论”：主要讲述人们对蘑菇的认知历史，蘑菇的应用价值，我国蘑菇研究由弱至强

的发展历史，并介绍国内现有的顶级研究团队及成果。2) “蘑菇的基本形态”：将菌物分为子囊菌、担

子菌(胶质菌、腹菌、珊瑚菌、伞菌、牛肝菌、多孔菌、革菌、齿菌)等 9 大类，分别讲述该类真菌的形态

结构及识别要点。3) “常见菌物的科属特征”：针对日常生活中常见的 100 余属菌物特征进行分别讲解，

阐述属的主要识别特征。4) “蘑菇的生态及分布”：依据腐生型、共生型、寄生型等不同营养类型对蘑

菇的习性进行讲解。并结合近几年的国内学者研究成果讲述菌物水平空间和垂直空间分布规律。5) “食

用菌品种及产业”：主要针对食用菌的价值与保健作用，我国食用菌野生资源，已驯化的资源进行讲解。

重点阐述我国近年来新驯化的食用菌种类及我国科学家在食用菌开发研究中做出的成绩。6) “毒蘑菇识

别与中毒防治”：内容主要来自我国科学家对我国毒蘑菇中毒类型，毒蘑菇中毒症状，治疗方案，常见

毒蘑菇识别方式等研究或临床数据。7) “药用菌及功效”内容涉及什么是药用菌，我国可以药用的蘑菇

有哪些，并分别阐述该类蘑菇可以用来治疗什么疾病等。8) “分类学基础知识”主要以新物种如何被发

表出来的为主线，讲述分类、鉴定、命名等基础知识，并将我国近些年一些重要蘑菇物种名称变更加入

课程讲解。该课程共包含 32 课时的内容，较大程度的扩展了该类通识性公选课的广度及深度，丰富了教

学案例。 

2.2. 以解决生活中常见问题点为设计导向，用兴趣留人 

通识性公选课以培养学生兴趣为主，因此教学方式应以培养学生兴趣和关注点为出发点，发挥学生

主观能动性。加上蘑菇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大量的蘑菇发生在校园里，是课堂教学的很好素材。

因此本课程推动课堂教学，课下微信群交流的方式进行。经过两个学期的初步测试，发现有不少同学在

课后将注意力放到身边的蘑菇上，将身边发现的蘑菇拍照发到讨论群里，我负责讲解。如果遇到典型的

食用菌，药用菌或毒菌，我会要求学生把蘑菇带到课上，让同学一起认识。这种讲解可再次将知识点汇

通：讲解这个蘑菇是什么，怎么鉴定(分类学范畴)，长在什么地方，营养类型(生态学范畴)，是否可食用、

药用，可否栽培(栽培及加工范畴)。将课堂教学分为老师选材授课与学生主动选材教师讲解两条主线，不

断的回顾知识点，以期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最终课程建立了以问题点为导向的知识点模块化教学模式。

讲述知识点之前先设定一个有吸引力的生活中常见问题作为思考引导，学生思考后，再将问题展开，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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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剖析出来，用知识点处理提出的问题。通过课件知识点重组将已有知识进一步凝练、拆分，将已

具备模块化知识点的题材(即有引导事件，有成熟的知识解释事件)单独成节，形成模块化知识点。最终将

课程打造呈由引导事件为开场，以解释引导事件，探究知识点为目标的教学网络。 
引导事件(问题)的选择主要来源于学生好奇或流行较广的错误认知。如：“千年灵芝是否可长千年？”、

“姬松茸和松茸是什么关系？”、“颜色鲜艳的是毒蘑菇吗？”等。深入挖掘问题背后的相关知识体系，

作为本课程知识体系框架。将相互关联的知识体系糅合呈独立章节进行讲解。引导学生理解应用知识处

理解释生活现象。刻意强化知识理解并弱化知识点本身定义。以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来刺激学生的兴趣。 
按照问题设置构建教学模块，每两课时设置 3~5 个核心问题，如绪论中“大家印象中蘑菇是什么样

子”用于引出蘑菇的基本形态；“什么是蘑菇”用于引出蘑菇的范畴及生物学特征；“蘑菇与植物和动

物谁的亲缘关系更近”引出蘑菇的基本生理特征；“为什么蘑菇值得研究”引出食药用菌及有毒蘑菇等

后面相关章节概况，为后面的章节讲解做个大概解说，方便学生“点菜”。再如在第二章蘑菇的基本形

态章节，设置“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是什么？”的问题，由答案奥氏蜜环菌引出菌丝如何生长及锁状联合

等知识点。 
再如，展开讲述菌丝系统类型知识点时，一般正常授课顺序为：菌丝系统有 3 种，单型菌丝系统，

二型菌丝、三型菌丝系统，三型菌丝系统有哪三型？接着讲述生殖菌丝、骨架菌丝预计联络菌丝的定义

及展示照片。学生接受起来毫无乐趣。本课程会在教学中引入“灵芝为什么这么硬，金针菇为什么这么

软?”这一问题,引导学生从蘑菇微观细胞构造思考，肯定有厚壁细胞或组织，引出骨架菌丝与联络菌丝形

态，而厚壁细胞不能生长所以必须有薄壁的生殖菌丝，进而引出三生菌丝系统的概念，再解释金针菇只

有生殖菌丝，属于单型菌丝系统，之后引出二型菌丝系统的代表菌并解释二型真菌系统的含义。 
此外，课程结合超星平台，QQ 群等支持学生线下讨论，在网络平台适当添加讨论主体引导学生将兴

趣延伸至课下。如有一学期学生在学校校园里发现了肉褐鳞环柄菇，其是一种毒性高致死性强的蘑菇，

在群里引起热议，后将案例拿到课上讨论，讲解。并加入后面课程讲解中。此外，每次课程结束后，我

会在超星平台释放自己录制的课程视频，供学生回看翻阅，8 个学期，已累计 24 万访问播放，足以证明

其兴趣。 

2.3. 创建知识线在明，思政线在暗的思政教育模式 

课程思政建设中案例的选择是关键。好的案例应具有针对性、趣味性、启发性、真实性等特点。本

课题将从文献资料、日常生活、生产实践、新闻报道、科研、教学实践等方面搜索相关的真实事件，编

辑成教学案例。并将案例揉入各个章节。在讲述知识点时，将课程思政作为暗线糅合进去。 
如在绪论章节中，主要讲解我国源远流长的菌文化，从餐桌美食，到古人食用菌栽培智慧。从杂记

传说到名人字画。让学生体验我国厚重独有的菌文化。课程中设置“我国开展蘑菇研究从什么时间开始”

的问题用于引出中国菌物学家及师承关系(明线)，同时讲述中国研究由羸弱变为世界研究中心，由弱变强

增加民族自豪感(思政教育为暗线)。 
如在“毒蘑菇识别与防治”章节中，思政设计如下：讲解目前世界上广泛应用的中毒类型分型由国

人提出；对主要导致中毒的鹅膏属真菌着重讲解，并指出目前中科院昆植所团队在鹅膏属研究中握有绝

对的话语权。知识线在明，思政线在暗，通过讲述我国科学家研究取得的尖端成就增加学生的民族自豪

感及民族认同感。 
如在“分类学基础知识”章节中，先说近代自然科学起源于欧洲，我国近代科学滞后，国内很多知

名物种是由外国人命名，如冬虫夏草由英国人命名等(历史事实)，之后介绍我国四代蘑菇相关从业者砥砺

前行及文化传承，最后引用 2018 年国际真菌调查报告里的内容：中国目前已成为蘑菇相关研究及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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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向外不断输出科学思想。先弱后强，在讲解时突出奋斗及传承，落脚于现有的世界一流成就，传

输给学生道路自信及文化自信。并重点介绍我国分类学家发现的新物种，建立的高阶分类单元。 
此外，完善的教学设计离不开及时的教学效果反馈，教学效果反馈主要目的在于不断修订和完善课

程吸引力及案例分析方式。采用课中访谈法以及节课后的调查问卷探查课程中学生认为兴趣点不足的案

例，针对该领域国家的发展认同感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以考察思政建设的设计全面，通过课程论文归

纳总结学生对知识点的内化及该领域发展认同感程度。对存在明显不足的案例进行替换、补充或修订。 

3. 思政课程视角下菌物学公选课教学启示 

新时期基于思政课程建设下完善菌物学公选课的教育短板，将思政课程指导思想与培养菌物学人才

储备融合，深刻挖掘融合“思政课程”内涵并将其融入菌物学公选课的教学和实践各个环节中，对实现

思政指导菌物学科协同教育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菌物通识性公选课程从“知识”角度是分类学，生态

学及栽培学等学科培养人才的第一个摇篮，是引领学生科研兴趣的第一步。从“兴趣”的角度，本课程

帮助学生在学习相关专业课程时以更广泛的视角联系本专业的知识点，构建交叉学科体系下的知识框架；

另一方面帮助非相关专业学生拓展知识，从而对常见食、药毒真菌具有一定了解。从“思政课程”角度，

通过课程所涉及的中国菌物研究崛起的诸多案例，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潜移默化完成对学生的思想

政治教育。将“兴趣”、“知识”和“思政”融合，只有这样才能为我国守好菌物资源宝库，保障国民

食用菌需求培养出合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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