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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贯彻落实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的方针政策,本文以实践育人为抓手,探索

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庞泉沟耕读教育体系的建立,通过建立耕读教育体系,提高学生专业兴趣,增强学

生综合素质,提升育人成效,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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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khalid ents fundamental, to strengthen agriculture as own duty policy, this 

paper to practice education as the gripper, explore the Chinese medicine resources and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PangQuanGou tillage reading education system,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illage reading 

education system, improve students 'professional interest, enhanc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improve 

educational results, cultivat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moral, intellectual and physical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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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开发人力资源

的主要途径就是教育[1]。在国家提出创新型和应用型的人才培

养目标时,实践育人逐渐被人们重视起来。作为一名高校辅导员

如何通过耕读教育将学生的潜力开发达到最大化,以达到培养

学生的学习与应用知识能力的目标随之变成了热点。 

1 实践育人的现状与意义 

21世纪,人才是支持当今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条

件。人才的培养是在具有较好的综合素质的基础之上再通过相

应的训练以达到学科基础扎实,有创新精神并具备相应能力的

人才,而达到这些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实践育人。 

1.1实践育人的现状 

我国高校一直以来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局面,虽然

近年来各大高校一直在不断努力进行教学改革,但这样的教学

模式却没能被完全打破,仍然存在着重理论知识,放轻实践培养

的传统教育思维。在校四年,对于学生来说,能够参与到专业实

践甚至社会实践的机会少之又少。 

近年来,随着实践育人的逐步重视,实践教学的比例和条件

可以说已然变成了评价与考核高校的重要指标。为了顺应潮流

的发展,不同的办学模式不断出现。纯粹的理论教学,枯燥的课

堂生活,让很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兴趣,对知识的汲取也十

分被动。纸上谈兵式的学习,缺少激情,没有真正运用在生活中,

很多东西都是理想化的,应对突发状况,通常没有办法顺利运用

所学知识进行解决。 

实践育人是高校高素质、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关键

环节,是提升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和毕业生就业能力的重要手

段,也是目前我国高校改革的重点之一[2]。虽然在改革形势一

片大好的情况下,也仍然存在着如经费不足、资源分配不合理

等棘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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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实践育人的意义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光从书里看来的知

识,总是片面的,只有真听、真看、真感受,才能有切实的理解。

实践育人就是利于学生对书面知识进行深入理解的一个最好的

途径。实践育人形式的多样化,让它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提高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它能创造不同的模式让学生在获取知识的同

时锻炼自己,以达到最理想的效果。丰富的实践教学,让学生的

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锻炼和加

强的同时,也提高了毕业生的竞争力。实践教学也是学校教学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巩固理论、深化认知的高效途径,是培养

高素质人才的必要环节,是促进学生将课本知识学以致用的结

合过程。高校实践教学的质量对于学生的综合素质如实践能力、

创新精神和毕业生就业竞争力等而言至关重要的。正确开展实

践教学对提高我国高校教育水平,促进高校教学工作健康发展

更是举足轻重[3]。 

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提及了实践育人在青年学生成长成才

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更是一直勉励广大青年学到的东西不能只

停留在书本上,只装在脑袋里,更应该落实在行动上。知识是基

础,行动更是关键,努力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

当代大学生要注重把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实践,促进将知识转化

为个人的能力,要在实践活动中去构建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运

用自己现有的知识去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难题。当代大学生只有

参与到实践中才能更好地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提高自己的专

业应用能力,成为当今社会所需要的应用型、创新型人才。 

2 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庞泉沟耕读教育的探索 

2.1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简介及专业培养目标 

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在1998年被教育部设为目录外专业,

随着中药现代化的发展及国家对中医药发展的大力扶持,市场

对这类人才的需求量日渐增加,国内开设该专业的本科院校也

愈来愈多,其中不乏农林类、药学类、医学类等院校[4]。 

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致力于培养适合现代发展需要的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系统掌握中药资源与开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

技能,受到该领域内的一系列有规划的专业训练,并掌握一定的

管理知识,不仅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及专业知识,还同时拥有教

学、研发和一定管理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山西农业大学的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始建于2005年,于

2006年首次招生。中药资源与开发这一专业对实践教学要求较

高,注重培养学生动手能力,要求学生能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中

理解并掌握专业知识,力求培养创新型、应用型人才。 

2.2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庞泉沟耕读教育体系的建立 

2.2.1庞泉沟高山实习基地简介 

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庞泉沟高山实习基地位于庞泉沟自然

保护区,庞泉沟自然保护区地处山西吕梁,坐落于交城和方山两

县交界处,地理坐标为北纬37°47′45″～37°55′50″,东经

111°22′33″～111°32′22″之间。该区受地质构造影响,

西坡陡峭,东坡和缓,主要岩石坚硬致密、抗腐蚀,山势雄伟挺

拔。保护区占地10443.5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74%,夏季多雨,

年平均降水量820毫米左右,丰沛的降水量给予了庞泉沟林木生

长得天独厚的环境。庞泉沟自然保护区海拔1600m左右,其中孝

文山海拔更是高达2830m[5]。保护区里有800多种高等植物,其中

包括大量的被子植物还有少量的蕨类植物和裸子植物,另有丰

富的地衣、苔藓等低等植物资源[6]。保护区内药用植物资源丰

富,有黄芪、紫花地丁、苍术、藜芦、秦艽、连翘、柴胡等多种

药用植物,十分适合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的学生在该区进行药

用植物的学习和研究。 

2.2.2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庞泉沟耕读教育具体实践内容 

(1)中药资源的考察与收集 

对庞泉沟自然保护区内的药用植物进行识别与分类,对药

用植物进行现场拍摄后简单记录。随后对所记录的药用植物的

植物学性状进行描述,并进行相关资料的查找。让学生详细了解

所记录的药用植物的植物学特性、经济和药用价值、蕴藏量等

情况,思考关于有利用潜力的药用植物的开发规划与珍稀濒危

药用植物的保护措施,并以撰写报告的形式完成该项内容。 

(2)药用植物的识别与腊叶标本的制作  

对庞泉沟中所采集的药用植物进行腊叶标本的制备,并详

细记录所作标本植物的植物学特性和生物学特性,让学生在自

己动手的过程中掌握制作腊叶标本的技巧。使用学生所制作的

腊叶标本,对学生进行药用植物的识别考核,考察学生对药用植

物的实际掌握情况。 

(3)药用植物的生态调查 

对庞泉沟自然保护区部分药用植物进行资源调查,对其在

庞泉沟生长的地理位置、地形、地势、植被、药用植物种类及

其分布,种类数量特征、药用资源的贮藏量及其种类的更新能力

进行详细记录,加以学习,以扩充学生的知识储备量。 

3 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庞泉沟耕读教育育人成效 

3.1提高学生专业兴趣,培养创新能力 

在庞泉沟耕读教育过程中,学生通过眼看手摸,直接接触药

用植物,了解中药资源的分布,认识了药用植物的生长环境,加

深了对这些知识的理解,不再局限于书本上,而是有与自身体会

相互结合的理解和一些拓展,从而增加对中药资源与开发这一

专业的兴趣。学生们对本专业有了更高兴趣的时候,就能更好的

发挥主观能动性,从多个角度提出方法、观点进行创新,保持对

所学习或所研究事物的好奇心,激发内心的探索欲,为培养创新

能力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为推动中药资源与开发事业的发展打

下坚实基础。 

3.2增强学生综合素质,促进全面发展 

大部分的实践活动都会涉及到团队合作,庞泉沟耕读教育

也是如此。在实践过程中,以教师带头,学生分为小组的模式进

行,让老师与同学们在充分的交流中提升默契,增进友谊；更是

让不同类型的学生相互磨合,擦出多角度思考的火花,让学习过

程变得更加立体。庞泉沟耕读教育过程中条件比较艰苦,能通过

当地的自然环境磨炼个人意志,让学生拥有坚韧不拔的精神。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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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教育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学生的感性认

识之余,也拓展了学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相结合的学习

途径。在提高学生业务水平与发展身心素质的等多个方面都发

挥了重要作用,既增强了综合素质,也促进了学生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提升个人价值。 

3.3完善耕读教育体系,科学培养人才 

庞泉沟耕读教育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本,以基础能力与专

业能力为纲,在实践中找出漏洞,努力构建完善的科学教学体

系。辅导员与各相关课程的任课老师全程参与实践,将书本的理

论知识与实践教学紧密结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相互融

合,在丰富学生专业知识的同时,为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让学

生在庞泉沟耕读教育中,提高个人实践能力,体会农村发展,做

到学农知农以爱农。在科学的耕读教育体系下,严格按照中药资

源与开发专业的培养目标为用人单位培养高水准、高素质人才。 

4 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庞泉沟耕读教育的思考 

4.1以实践育人为载体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 

庞泉沟耕读教育的主要场所在八道沟和孝文山,孝文山海

拔高达2830米,开发痕迹极少,保留了大量的原始面貌,甚至没

有人工修建的上山路,全靠有经验的乡民,给团队带路。孝文山

的山顶十分开阔,但山顶的垃圾却无人处理。山坡上,有着数量

不少的牛羊,这不知是否合理规划的放牧现象对当地的丰富的

中药资源及生态环境也可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生态文明的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当

代大学生自然也应该重视生态文明的建设。面对庞泉沟的垃圾

问题,可以请人定时清理；面对牛羊的放牧问题,可以规划放牧

区域。在庞泉沟实习中,学生通过亲身体会,从这一次实践中发

现存在或可能存在的生态问题,并对如何解决问题加以思考,提

高了大学生对生态文明的重视程度,为推进现代生态文明建设

添一把热柴。 

4.2以实践育人为手段引导大学生服务乡村振兴 

庞泉沟耕读教育中,学生队伍所居住的村落基本是平房,

甚至一些人家是土坯房,大部分居民靠种田和放牧获得经济

来源,村子里只开了几个小卖部卖日常所需,当地的经济条件

并不理想。 

在耕读教育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庞泉沟里有丰富的药用植

物资源,并且地理条件与地势地貌都得天独厚,如果正确利用,

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将是不小的助力。例如,当地居民可以进行中

药材的人工栽培或半野生栽培,如黄芪、党参等山西道地药材,

抓住市场,逐步致富。庞泉沟耕读教育为培养一支学农知农爱农

的人才队伍,引导学生们去关注乡村振兴并为之付出努力做出

了不少的贡献。 

4.3以实践育人为途径引导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在庞泉沟耕读教育过程中,教师团队全程带队,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在整个实践教学中,言传身教,对学生的影响直

接而又深远,为学生在最恰当的时间养成最正确的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引导与规范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上

意义重大。只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有效地帮助学生

们解决困惑、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在耕读教育过程中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其中,让它伴随着学生的学习与实践

生根发芽,培养有责任有担当有理想的优秀当代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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