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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前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课程思政教育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旨在通过专业课程的教学融合思政

元素，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教育目标。本研究针对《甲壳类动物增养殖学》课程，展开了思政教育与专

业教学相结合的实践探索。本文首先梳理了甲壳类动物增养殖学的学科发展脉络，并分析了其在当前中

国水产养殖产业中的核心作用。文章进一步详述了该课程的特色和教学策略，特别是如何通过课程内容

和结构的创新，有效整合思政元素。通过一系列教学案例的实际应用展示，文章验证了课程思政在促进

学生专业能力与社会责任感双重提升方面的有效性。研究发现，有效地将思政教育整合到《甲壳类动物

增养殖学》课程中，显著提升了学生的专业理解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此外，这种教学方法也成功地强化

了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支持和理解，为培养具备问题解决能力和科学方法论的水产养殖行业的

优秀从业者提供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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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ongoing educational reform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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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s a crucial role, aiming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elements into professional teaching to achieve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fostering virtue and educating peopl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rustacean Aq-
uaculture” course, exploring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professional 
teaching. Initially, the paper outlines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crustacean aquaculture and its cen-
tral role in China’s current aquaculture industry. It then details the unique features and teaching strat-
egies of the course, especially on how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ideological elements through innova-
tions in course content and structure. By demonstrating a series of practical teaching cases, the study 
confirms the effectiveness of course-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enhancing both pro-
fessional capabilities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mong students.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effectively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Crustacean Aquaculture” course significantly 
enhanced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ject matter and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dditionally, 
this teaching approach successfully reinforced students’ support for and understanding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cultivating outstanding practitioners in the aquaculture in-
dustry with strong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and a scientific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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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高等教育领域，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如何将课程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简称“课程思政”) 
有效结合以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1]。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

务，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根本目标，以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重要使命[2]。在这样的背景下，本

研究选取了特定的学科——《甲壳类动物增养殖学》作为研究对象，探索如何在该课程教学中融入课程

思政，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产养殖国，水产养殖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根据国家统计局

数据，2022 年我国水产养殖总产量达到 5565.46 万吨，同比增长 3.17%，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养殖产

量超过捕捞的国家[3]。水产养殖不仅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食品资源，还直接关系到数百万人的就业和生

计。特别是甲壳类动物如虾和蟹等，由于其高经济价值和广泛的市场需求，已成为水产养殖业中的重点

发展对象，其生产直接关联到国民经济和食品安全领域。因此，高质量的《甲壳类动物增养殖学》课程

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还能深化他们对于食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将课程思政融入到《甲

壳类动物增养殖学》的教学过程中，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应用，也能在潜移默化中加

强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本文将首先概述《甲壳类动物增养殖学》的课程特点和现行教学情况，接着探讨课程思政的设计原

则和实施策略，并通过具体的教学案例，展示课程思政在实际教学中的应用与成效，最后总结课程思政

的效果和存在的挑战。 

2. 《甲壳类动物增养殖学》课程特点 

2.1. 学科发展历史 

甲壳类动物增养殖学作为水产学科中的重要分支，其发展历史与我国水产养殖业的历史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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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壳类动物，特别是虾和蟹类，因其经济价值高，营养丰富，一直是水产养殖的重点对象。该学科从 20
世纪初期的基础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今天应用广泛的产业技术学科。 

在早期，甲壳类动物的养殖主要依靠传统方法，以自然增殖为主。到了 20 世纪中叶，随着生物学和

生态学知识的深入，以及养殖技术的革新，甲壳类养殖开始引入科学化和标准化的方法。这一时期，我

国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开始加大对甲壳类生物生命周期、繁殖习性和生态需求的研究力度，为后续的养

殖技术革新奠定了基础。 
进入 21 世纪，随着全球化贸易的增加以及消费者对高品质水产品的需求上升，甲壳类动物的养殖业

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环保意识的提升也促使养殖业务必须考虑到生态可持续性问题。因此，甲

壳类动物增养殖学开始注重研究低环境影响的养殖技术、疾病管理以及遗传改良等领域，以确保养殖业

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甲壳类动物增养殖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显著，并且与整体水产养殖产量增长紧密

相关。从 2014 年的 399 万吨到 2022 年的 685 万吨，中国的甲壳类动物(主要是虾和蟹)养殖产量显著增

长，凸显了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的扩大[3]。这一增长反映了目前中国在全球甲壳类动物养殖中的领导地

位，以及科技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 

2.2. 课程特点 

《甲壳类动物增养殖学》是以增加水产资源为目的研究经济虾蟹类生存、生长、生殖的内在规律及

其环境条件的关系，以及人工地满足这些条件的技术措施，是研究虾蟹类增养殖原理与应用技术的一门

学科。其不仅涉及生物学、生态学、遗传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还包括现代养殖技术、疾病预防和

营养需求等应用技术的教授。课程内容中这种多学科交叉特性，为学生提供了广泛的知识视角和实践技

能的培养机会。 

3. 课程思政设计 

3.1. 思政育人目标 

在《甲壳类动物增养殖学》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旨在通过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活动，实现立德树人

的教育目标。该课程的思政育人目标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培养责任意识：鼓励学生理解并承担起保护水生生态环境的责任，认识到作为未来水产养殖行业从

业者在推动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角色。通过课程学习，学生应能够掌握如何在保证经济效益的同时，采

取措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确保生态系统的长期健康和稳定。 
促进专业精神的形成：引导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使他们在专业实践中坚持科学方法和

客观分析，树立创新意识。课程通过讲授甲壳类动物养殖的最新技术和研究进展，激发学生的探索精神

和求知欲，培养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提升伦理道德标准：加强对学生职业道德的教育，尤其是在食品安全和动物福利方面。课程通过案例

分析和讨论，让学生了解行业内的伦理挑战和道德困境，教育学生在面对这些挑战时如何做出合理的决策。 
增强社会参与和服务意识：培养学生的社会服务意识，鼓励他们将所学知识应用于社区服务和公共

福利项目中，特别是在农村和边远地区的水产养殖推广活动中。通过参与这些活动，学生不仅可以提升

个人技能，还能增强社会责任感。 
强化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在教学过程中穿插介绍中国在甲壳类动物增养殖领域取得的成就及其

对全球水产业的贡献，增强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和自豪感。通过了解国内外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学生

可以更好地认识到自身职业的价值和意义。 
通过这些思政育人目标的实现，《甲壳类动物增养殖学》课程不仅能够提供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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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够在学生心中种下责任、创新、伦理和服务的种子，为培养全面发展的水产行业人才奠定坚实的基

础。此外，结合西昌学院作为民族地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办学定位，我们通过对与产业结合密切的《甲

壳类动物增养殖学》课程进行课程思政建设，突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让学生能更好的学有所成，了解

产业，并最终服务产业，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一份力量。 

3.2. 课程思政素材挖掘 

3.2.1. 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有机融合 
如何将思政元素巧妙融入专业知识课程需要寻找到恰当的切入点，不能生搬硬套，否则将会适得其

反。根据初步调查，大部分同学对于我国各行业的发展历史兴趣浓厚。因此，可以紧扣这一点，系统讲

述我国水产养殖产业的艰辛发展之路。中国的水产养殖业拥有悠久的历史，其根源可追溯至数千年前。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已有鱼塘养鱼的记载，其中包括范蠡所著《养鱼经》[4]。然而，直到 20 世纪

初，中国的水产养殖仍主要依赖传统的经验方法，技术较为落后，产量和效率均较低。从 50 年代以后，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发展，以及后续改革开放引领的科学、经济爆发式发展，我国在水产养殖产业取得一

个又一个重大突破，连续 20 多年成为全世界水产养殖产量最高的国家。 
本课程可以着重讲解一些水产养殖行业，特别是虾蟹类甲壳动物产业发展中的重大事件。例如在

1960~80 年代，我国在多个虾蟹养殖品种，如河蟹、对虾中完成人工育苗的突破，使得行业不再依赖于天然

育苗，产量出现大幅度上升，产品价格下降，对虾、大闸蟹等以前价格昂贵的食材开始普遍进入老百姓的餐

桌[5]。通过比较从前和如今普通家庭餐桌上的食物对比，可以很直观地让学生感受到水产行业发展为人民

带来的福利。而行业的发展，离不开科学家们在艰苦条件下的努力奋斗。因此，可以将行业发展历程和一些

标志性事件穿插在专业课程中讲授，使学生可以了解国家在水产养殖产业的战略布局，从而激发他们的民族

自豪感和责任感。同时，也能够让学生可以深刻理解到科学研究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个人奋斗的价值。 

3.2.2. 课程理论与生产实践结合 
理论联系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主要的理论品质，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特别是在应用型

学科上，课程理论与生产实践的结合尤为重要。通过实践活动，例如安排学生参观河蟹、对虾养殖基地，

进驻相关养殖场进行苗种繁育、饲料制备、水质监测等具体工作，让学生能够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测试

和优化他们的技术，理解理论在实际生产中的具体影响和价值。此外，这种结合还提供了丰富的教育素

材，比如各种生产中遇到的困难等等，能够有效地融入思政教育元素，使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增强职业伦理和社会责任感。因此，将课程理论与生产实践结合，是挖掘和整合教育素材的

主要手段之一，旨在为学生提供一个全面发展的学习环境。 

3.2.3. 指导学生了解科研前沿与国际动态 
在《甲壳类动物增养殖学》课程中，引导学生了解科研前沿和国际动态对甲壳类动物养殖行业的深

远影响至关重要。这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掌握最新的科技发展和市场趋势，而且还能从思政角度激发学生

的危机感和奋斗精神。 
科研前沿，如基因编辑技术和生态养殖系统的创新，正在改变甲壳类动物养殖行业的面貌。例如，

通过基因芯片技术，科学家们已经能够改良虾类的生长速度和抗病力，这对于提高养殖效率和降低损失

极为重要。黄海水产研究所研制出对虾“黄海芯 1 号”育种芯片，改良对虾抗白斑综合征病毒(WSSV)和
副溶血弧菌能力，推动对虾种业的快速发展[6]。另一方面，生态养殖技术的提高，也极大促进了产量，

同时加强的生态环境的保护。例如小龙虾“稻虾”养殖模式的推广，使得小龙虾产量节节攀升，同时减

少了化肥农药的使用，促进环境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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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这些产业技术前沿和国际上的最新发展，可以极大地拓宽学生的专业视野和科技认识，使他们意

识到持续学习和技术革新的重要性。在思政教育层面，这些知识和信息的传授不仅仅是技术性的讲解，它

们也是激励学生认识到当前全球竞争环境中自我提升的必要性，从而增强他们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总之，

将科研前沿和国际动态融入甲壳类动物增养殖学的教学中，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更能在思政教

育上培养他们面对全球挑战的能力和信心，激发他们为国家的科技发展和产业竞争力增强贡献力量的决心。 

4. 课程思政的设计案例与成果分析 

为确保“甲壳类动物增养殖学”课程中思政元素的有效融入，采取以下几种策略，以增强课程的育

人效果，并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 

4.1. 结合实际案例进行教学 

在《甲壳类动物增养殖学》课程中，通过具体的教学案例，实现了将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的有机融

合。在第四章虾蟹类养殖技术中，以中华绒螯蟹的生态养殖为案例，要求学生根据所学知识，设计出既

经济效益高效又对环境影响最小的养殖方案。每个设计都需要详细说明其技术实现方法、预期的经济回

报、环境保护措施以及如何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课程结束时，各小组展示了自己的项目设计，

并对比了传统养殖方法和他们的创新方案。通过这种模拟实践活动，学生不仅理解了可持续养殖的重要

性，还学会了如何在实际操作中应用环境保护的理念。此外，讨论环节中，学生积极探讨了如何在经济

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体现了高度的责任感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4.2. 增加课堂互动和实践活动 

在《甲壳类动物增养殖学》的教学过程中，课堂互动和实践活动是思政教育融入的重要环节。通过

具体的活动设计，这些环节不仅增强了学生的学习体验，还有效地传达了课程思政的核心价值。例如，

为了加深学生对甲壳类动物养殖技术的理解，并实际体验其环境和社会影响，课程中设计了一系列的课

堂讨论、角色扮演游戏和现场实践活动。这些活动旨在激发学生的参与兴趣，提高他们的批判思维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 
课堂讨论：在探讨养殖技术的课程中，教师会引入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议题，如环境影响评估和生态

保护法规。学生被分为支持和反对两方，就某一具体技术的环境友好性进行辩论。这种讨论激发了学生

对课程内容的深入思考，并促进了他们对环境伦理的认识。 
角色扮演游戏：在一次关于市场营销和资源管理的课堂上，学生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如养殖企业

家、环保官员、消费者代表等。通过模拟会议讨论资源分配和市场监管策略，学生能够从多角度理解行

业运作的复杂性，并体会到不同社会角色的责任和挑战。 
现场实践活动：学生参与到当地的小龙虾动物养殖基地，实地考察养殖池的管理、水质控制和疾病

预防措施。通过这种亲身经历，学生不仅可以将课堂理论应用于实际，还可以直观地看到养殖活动对环

境和社区的影响。 
这些课堂互动和实践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参与度。通过实际操作和角色扮演，学生

的综合能力得到了提升，特别是在团队合作、公共演讲和决策制定方面。更重要的是，这些活动帮助学

生从思政的角度，理解职业活动中的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强化了他们的职业伦理和社会责任感。 

4.3. 创新课程考核方式 

在《甲壳类动物增养殖学》课程中，创新的考核方式被设计为综合评估学生的专业知识掌握、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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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能力以及价值观的内化。这包括： 
项目式评估：其中学生需要在小组内完成从设计到实施的全过程的综合项目，不仅涵盖技术实现，

还包括环境影响和可持续性策略，旨在检验学生的团队合作、问题解决及创新设计能力。 
口头答辩和演示：学生展示他们的项目成果，接受评审，这考察了他们的沟通、逻辑思维以及职业

表达能力。 
实践技能测试：如水质管理和疾病处理等直接考验学生的操作能力，确保他们具备必要的技术技能。 
论文撰写：通过撰写关于养殖业伦理问题的论文或进行学习过程的自我反思，学生深化了对专业实

践中的道德和社会责任的理解，从而增强了个人的价值观和职业素养。 
我们采取多维度的评估方式有效地将专业知识教学与思政教育相结合，培养了学生的全面能力和社

会责任感，对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5. 总结 

在《甲壳类动物增养殖学》课程中，通过精心设计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成功地将专业知识教学与思

政教育相结合，实现了课程的教学目标和立德树人的教育使命。从课程特点的阐述到具体的思政设计，

每一部分都旨在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道德伦理观和社会责任感。通过实践案例、课堂互动、创新的考

核方式等具体教学活动，学生不仅能够深入理解和掌握甲壳类动物养殖的专业知识，还能够在实际操作

中体验和反思其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这些教学策略强化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了他们解决复杂问题

的能力，并鼓励他们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积极贡献于社会和环保事业。课程的成功实施展示了教育如何

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塑造学生的价值观和人格，帮助学生成为具有高度职业道德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公

民。当然，课程思政建设是高等教育中专业知识与思政教育融合的一项系统性工程，我们还需要在后续

教学实践中不断优化育人方案，进一步提高教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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