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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特点与特色的差异化理路:涉农高校“六位
一体冶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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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涉农高校社会科学人才培养面临办学定位不清晰、培养目标不明确、培养体系不健全、培养

方式不接地、学科影响力不大、专业吸引力不强等共性问题和挑战。 近年来,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

学院全面开展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创新与实践探索,首创性地构建出并实践了彰显涉农高校特点与特

色的“六位一体冶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体系,将政治方向、专业传统、“三农冶特色、道器结合、行动育人、国
际视野六个方面有机融合、协同发展,回应了涉农高校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的问题和困境。 该体系变特色

为优势,变差异为优异,显著提高了中国农业大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的质量和声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和广泛的传播效应,有力地回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冶的问题,为我国涉农高校面向

新文科建设的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提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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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涉农高校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的现实遭遇

2015 年初,在一档电视节目的录制现场,一位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媒体传播系的选手,引起台上

作为导师的演艺界知名人士的注意,他们评价道:“中国这些大学太有意思了! 这都哪跟哪啊? 在

农业大学学传播!冶“应该是播种系吧?冶于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法学等

学科的师生,在对外交流时,都不时会感受到外界对农业大学开设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专业的

惊诧。
这反映了涉农高校社会科学人才培养较为普遍的现实遭遇,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

蓬勃发展的今天,人们对涉农高校为何要开办文科专业、培养社会科学人才存在一定疑惑。 一般而

言,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或偏文科的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拥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1]。 相比之下,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涉农高校将大量的资源和精力倾注于传统的农业

科学、农业工程或生命科学等领域,其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基础薄弱,很多高校被认为不具备培养



高素质高层次社会科学人才的土壤,或在面对综合性大学的竞争中缺乏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自信,
进而逐渐被边缘化,甚至引发“社会科学人才是否只需由综合性或传统文科类高校来培养冶之问。
与此同时,涉农高校现有的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与现实需求相对脱节、人才培养

效果不理想、培养质量参差不齐等现象,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尤其是广大考生和家长对“涉农高校

能否做好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工作冶之疑虑———倘若涉农高校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既无深厚专业传

统,也无特点与特色,为何不在综合性大学扩大相应专业招生规模,以达到更好的培养效果?
那么,涉农高校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应如何构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重要性乃至不可或

缺性,从而赢得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呢? 本文从涉农高校人才培养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出发,基于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文中有时简称为学院)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创新和实

践淤,分析上述问题的回应理路,阐述这一人才培养体系的设计方案和实践效果,总结其中的经验、
创新、效果和影响,以期为我国涉农高校面向新文科建设的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二、涉农高校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的问题与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冶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
深刻阐释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冶这一根本性问题于。 而涉农高校人文社会科学

人才培养的现实遭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未能很好地从自身实际出发去回应和处理好这三个

问题,即未能深刻认识和剖析自身的发展状况,缺乏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人才培养体系和培

养方式与时代发展脱节;人才培养质量未能达到社会要求,未能有效满足服务国家发展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一)办学定位不清晰,培养目标不明确

中国是世界上农业大学最多的国家,涉农高等教育体系完备,涉农高校长期保持着脚踏实地的

朴素学风。 但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快速发展和财富积累过程中,全社会形成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

义思想根深蒂固。 一方面,“贱农主义冶盂思维全面影响人们的观念、话语和价值取向[2]103 - 104,与
“农冶相关的工作被视为低社会价值的事业,社会形成了一种轻视从事“三农冶工作人员的总体风

气,对涉及农业农村领域的职业和事业都存在较为严重的偏见,造成农业大学及涉农学科、专业的

社会影响和社会声誉不高,在生源吸引和人才引进等方面均存在“天然冶劣势[3]。 另一方面,“文科

无用论冶依然大有市场,基础教育培养过程中的升学教育模式和灌输式教育消解了人文社会科学

学科中的乐趣、兴趣和意义,消解了本应培养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高等教育日趋就业导向或沦

为职业训练,导致大量学生和家长在专业选择中容易以“是否好就业冶作为首要衡量标准;学生在

课程选择中也往往将能够提高就业技能的课程视为有用,而将不能直接提高就业技能的课程视为

无用[4],近年甚至有“文科生太多冶“文科无用论冶等论调卷土重来之势[5]。
在“贱农主义冶和“文科无用论冶双重社会偏见的影响下,涉农高校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和人才培

养无疑面临何去何从之挑战,不同高校基于自身特点和自身认识或有不同的发展理念和方略,但办

学定位不清晰、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甚至在多种不同的定位和目标之间混乱摇摆的状态较为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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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涉及农村区域发展、社会学、社会政策、法学、传播学五个专业,其中社会政策专业自 2021 年开始招生,中
国农业大学是全国第一个开设该专业的高校。
习近平出席全国教育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2018 09 10) [2021 10
25]. http:椅www. gov. cn / xinwen / 2018 - 09 / 10 / content_5320835. htm。
“贱农主义冶是当代中国逐渐形成的以农为贱的观念、话语和价值取向。 它表现为贬损农业和农村的价值,从
文化上否定、从物理上消灭农业、农村和农民。 当它成为普遍的社会观念,被青年一代农民所内化,便标志着总

体性的文化危机或文明危机。 这种总体性危机是“三农冶问题深化和复杂化的内在原因。



遍。 若作抽象的理想型分类学探讨,涉农高校社会科学可包括四种发展趋势。 一是“去农化冶,即
采取与综合性大学或以文科为主的高校几乎相同的人才培养框架,期望涉农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培

养出的学生摆脱“农冶字标签,以在未来发展中赢得更广阔的舞台。 二是“固农化冶,即在人才培养

中处处强调“三农冶的特殊背景和由此造成的天然弱势,不注重社会科学的专业体系和专业传统,
疏于国内和国际交流,或认为应该举办“农运会冶,如建立专门针对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

体系[6],以获得更多特殊的专属展现舞台,赢得在相对小的范围内(涉农高校群体内部)出类拔萃

的机会。 三是“依附化冶,即社会科学人才培养被裹挟进自然科学的方法体系和评价体系之中,完
全以等量齐观的方式参与涉农高校内部的资源竞争和分配,忽视了社会科学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和在很多方面与自然科学具有不可通约性的特点,未能充分认识到社会科学之于涉农高校自身发

展的功能和重要性,社会科学因此处于落后和边缘的地位。 四是“放任化冶,即既不关注也不指望

社会科学在涉农高校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未能意识到涉农高校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和拥有的特色资

源恰恰可以充分发挥育人功能,有力地支撑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未能认识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

交叉融合可以在服务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作出特殊的贡献。
由于对“培养什么人冶的问题没有清晰的回应,涉农高校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目标趋于同一化和

产品化,办学特色、办学优势、办学活力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无法充分彰显,无法与其他类型

高校的社会科学形成各具特色的分类发展和差异化互补格局。 而种种因“涉农冶或“社会科学冶所
带来的偏见、所传导的焦虑及由此所导向的各种偏颇式的发展,很可能引发涉农高校社会科学人才

培养的合法性危机[7]91。
(二)培养体系不健全,培养方式不接地

1949 年至改革开放前,我国高等教育主要学习苏联模式。 1952 年,院系大调整导致只有少数

几所大学保留综合性建制,其他大部分被改为行业单科大学,如工学院、农学院、林学院、地质学院、
石油学院、医学院等。 在那个时代,“没有文科照样办大学冶 [8]。 因此,除了前面分析的发展理念和

定位问题,涉农高校大都没有很好的文科传统和基础,学科和专业建设也是较为晚近的事情。 部分

涉农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是在改革开放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共产党党史等为

核心的政治理论教学体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或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面向全校开设的有限的几

门选修课以及面向基层干部开设的培训班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受师资力量和资源等方面因素限制,
一些主干课和分支学科课程在初办专业时甚至处于无人教授状态[9]8。 尽管近年来涉农高校人文

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体系一直处于不断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中,但这样的历史背景在很长时期仍影响

着涉农高校以及其他行业高校社会科学的发展,体现在学科和专业建设中则往往是缺乏深厚坚实

的专业传统和完备的课程体系,即未能从培养学生良好专业素养的角度搭建起一套理论、方法、实
践相得益彰并富有层次和逻辑的培养方案,且往往缺乏与之匹配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此外,很多涉

农高校也未能充分意识到其社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可以具有的特色和优势,遑论其社会科学人

才培养特点的挖掘与呈现和特色的形成与彰显。
从教学内容和培养方式上看,涉农高校社会科学人才培养较为普遍地存在与现实脱节的问题。

一方面,面对急剧变迁的时代以及全球、区域和地方层次涌现的诸多新现象、新问题、新趋势,涉农

高校社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尚未具备精准把握变化、及时回应需求、有效服务国家与社会以及全

球发展的能力。 另一方面,面对学科传统价值与学生功用需求之间的矛盾,涉农高校社会科学学科

和专业往往无法适时调整和更新教育教学理念,未能及时改革和创新人才培养方式,导致人才培养

质量不高、学科实力和专业吸引力不强。 具体到教学内容上,涉农高校社会科学存在课程设置保守

僵化,应用性不强;忽视学生自主性和选择性;教材陈旧过时,社会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难以纳入教

材;教学与科研之间、学术与学生之间出现割裂甚至对立;既无中国特色、亦无国际视野等问题。 而

在教学方式方法上,存在过于注重内容讲授和“器冶(技术技能)的训练,轻视理路阐释和“道冶(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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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理论)的传递,忽视对学生学习积极性的调动以及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理想信念和进

取精神的培养等问题。 在育人模式上,存在人才培养协同效应不足的问题,既包括学术研究、学科

发展与人才培养之间的不协同,也包括跨学科发展的不协同和研究与行动之间的不协同,导致校地

合作、校企合作及多主体协同育人功能未能得到充分挖掘,同时关于党建引领、国际交流等方面如

何与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协同发挥育人功能也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
总的来说,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因素影响下,很多涉农高校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体系专业传统不

深、特色不足、与现实脱节、缺乏协同效应。 在面对“怎样培养人冶的问题时,涉农高校社会科学的

回应能力明显不足,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
(三)学科影响力不大,专业吸引力不强

在未能回答好“培养什么人冶和“怎样培养人冶这两个问题的基础下,涉农高校的社会科学能否

承担起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冶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冶以及“更多知农爱农新型人才冶这样的重任就很可能会被打上问号。
事实上,尽管涉农高校社会科学研究已经有了较为长足的发展,但近些年仍存在回应国家战略

不足、“论文扎根中国大地冶程度不深、学术视野狭隘、学术拓展空间狭窄、未能产生引领性贡献等

问题。 社会科学在农业大学的边缘化地位导致对这一领域的相关投入和保障长期处于绝对和相对

不足状态,而投入和保障不足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边缘地位,导致学科发展孱弱,无法有力地支撑

和强化人才培养体系,进而影响人才培养质量,导致涉农高校社会科学专业的部分学生慢慢失去专

业信心和专业兴趣,或因对专业认可度不高,选择转出至商科等其他专业,而无法凭借专业实力和

发展前景吸引其他专业的学生转至社会科学专业。
相关学科和专业长期以来处于维持型状态,甚至不断萎缩,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往往既无深厚的

“三农冶情怀,亦无开阔的国际视野;理论功底薄弱,实践技能匮乏,在参与各个领域工作中缺乏竞

争力。 长此以往,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人才培养,涉农高校的社会科学在国内和国际的声誉都不会

很高,影响力也不会很强,本文开篇所呈现的农业大学社会科学之现实遭遇也在所难免。

三、回应问题与挑战的“六位一体冶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体系

问题是变革和创新的动力。 涉农高校的社会科学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应该培养什

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面对高等教育领域的这一系列时代课题,只有积极地思考、探索和

实践,才能找到破题之道。
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共处于同一语言体系之中的语言符号单位,正是借助彼此间的差异,而

获得在体系中存在的理由[10]。 因而,差异是价值的根源,是合法性的根基。 差异化战略,也称特色

优势战略,更是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一战略主要指企业从产品品质、可靠度、
创新力、周边服务、售前和售后服务等备受用户重视的特质中选择一种或多种并赋予其独特地位和

价值,以赢得市场竞争优势,构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11]。
面对涉农高校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的诸多共性问题和挑战,作为以社会科学为主干学科的学院,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 2011 年即已酝酿,并自 2015 年开始全面开展涉农高校社会科学

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创新和实践探索。 学院紧密围绕“三农冶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确立了“培养

具有深切的人文情怀、深厚的学术底蕴和深耕的实践经验的开放型、国际型和复合型人文社会科学

人才冶的目标。 学院以“入主流、办特色冶为教育教学发展方向,充分利用涉农高校的特点,形成涉

农高校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的特色。 学院通过“与综合性高校社会科学和其他学科专业的显著差异

性冶彰显自身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努力“变特色为优势,变差异为优异冶,逐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以

及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乃至不可替代性,实现涉农高校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的“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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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同寻常冶。
习近平总书记 2018 年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学生在大学里学什么、能学到什

么、学得怎么样,同大学人才培养体系密切相关……人才培养体系必须立足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

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来建设,可以借鉴国外有益做法,但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冶 [12]。 在回答了

“培养什么人冶的问题后,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首创性地构建出并实践了突出涉农高校特

点、彰显涉农高校特色的“六位一体冶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体系,来回答“怎样培养人冶的问题。
具体而言,“六位一体冶指的是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立足深厚的专业传

统、弘扬鲜明的“三农冶特色、贯彻道器结合的理念、打造行动育人的模式、秉持开放的国际视野,
并通过一系列具体的举措将政治方向、专业传统、“三农冶特色、道器结合、行动育人、国际视野六

个方面有机融合,打通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的连接

脉络,并在相互之间充分发挥协同作用,进而整体性地保障育人目标的达成和培养质量的提升

(见图 1)。 在“六位一体冶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体系的设计中,政治方向具有指引作用,既有助于

明确“培养什么人冶和“为谁培养人冶的育人导向和办学方向,也是“怎样培养人冶的根本前提和

重要内容。 专业传统旨在构建具有坚实专业基础的课程体系,融入专业和学科主流。 而“三农冶
特色、道器结合、行动育人、国际视野则均是中国农业大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追求特色和差异化

发展的重要路径。

图 1摇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六位一体冶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体系
摇

(一)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 2018 年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坚持办学正确政治方向……培

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说具体了,就是培养社会发展、知识积累、文化传承、国家存续、制度运行所

要求的人冶 [12]。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强化马克

思主义理论指导,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党和国家的要求,也是

时代赋予高校的历史使命。 这对社会科学的人才培养尤为重要。 为此,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

学院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作为最高原则,全面统领一切教育教学的设计和创新,并通过诸多行动

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实践层面进行具体化。
第一,深化立德树人。 学院将师德师风建设作为学科和专业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强化教师“以

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冶的责任担当。 学院加强理论学习,强化理想信念,健全长效

机制,严把师德规范,重视引领示范,涵养学识风气,培育仁爱之心。 具体做法包括:定期召开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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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座谈会和新进人才座谈会,为每位退休教师举办荣休仪式等;在学科建设会、科研工作会和导

师培训会上邀请本学科和其他学科的优秀教师传授为师之道,增强教师立德树人的使命感;抓好教

师的政治理论学习,积极开展理论学习、专题党课、政策研讨等,在实践中加强师德教育,坚定师生

理想信念,不忘初心使命。
第二,全面修订育人大纲。 按照学校统一部署,学院深挖培养环节育人元素,引导每一门课程

从知识传授、能力提升、人格完善三个层面系统设计教学目标,将立德树人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学院完成了 362 门课程的育人大纲修订,充分运用各课程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在突出知识和

技能传授的同时,加强对学生的行为准则、德行养成和情感态度的引导。
第三,擦亮马克思主义底色。 学院以教材为基,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46 部,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 学院发挥专业课思政引领功能,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块课程 5 门

(见表 1),实施“主干课程强化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冶教改项目 12 项(见表 2),自设“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冶研究课题 7 项(见表 3),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现实。

表 1摇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块课程

摇 摇 摇 摇 课程名称 学时 修读学期

马克思主义与农业政治经济学 16 秋

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经典选读 16 秋

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经典导读 16 春秋

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导读 16 春秋

马列典籍翻译 16 春秋

表 2摇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设的“主干课程强化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冶教改项目课程

摇 摇 摇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农业与农村社会学 学位课

经典社会学理论 必修课 / 学位课

土地法 必修课 / 学位课

社会学与发展 必修课

宪法学 必修课

中外新闻传播史 必修课

社会分层与流动 必修课

发展社会学 选修课

发展政治学 选修课

政治学 选修课

农村社会问题分析 选修课

马克思主义与农业政治经济学 全校公选课

摇 摇 第四,强化课程思政。 学院以建设课程思政示范学院为契机,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

学全过程。 2017—2020 年共设院级“专业课发挥思政教育功能冶经验总结类和研究探索类教改

项目 45 项(见表 4)。 学院充分贯彻“三全育人冶理念,强化德育工作,全面推进党建与业务“双
融合、双促进冶工程,4 门本科生课程入选学校“双融合、双促进冶教师党支部推动课程思政建设

精品项目;充分发挥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思政教育功能,宣讲精准扶贫、乡村振兴、“一带一路冶建
设的伟大成就,引导学生厚植爱国情怀,增强使命担当;组织师生参观革命纪念地,引导师生学

习“四史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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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摇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自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冶研究课题

课题名称 执行专业

农政变迁中的劳动力流动与土地流转———孰先孰后? 社会政策

互联网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在中国的新发展 传播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分层思想指导下的中国当代社会分层状况分析 社会学

生态农业中人、自然与社会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社会政策

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下的乡村弱势阶层固化研究 农村区域发展

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创新与农民权益法治保障研究 法学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当代中国化的进程研究 传播学

表 4摇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专业课发挥思政教育功能冶教改项目(示例)

经验总结类 研究探索类

以交流、探讨代替说教:传播伦理与法规课程帮助你做一名好

记者

农业法学课程教学中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念培养

增强学生“文化自信冶的扎根教育研究———来自农村认知体

验课的经验探索与提升

法理学课程中法治人才知行合一的思政教育

从经济体制改革导入———经济法专业课发挥思政教育功能的

探索

法律逻辑学课程教学中加强大学生制度自信意识的研究

以社会工作课培育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社会分层与流动专业课发

挥思政教育功能的探索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国际法教学变革

“在实践中学习成长冶———实践课发挥思政教育功能专项

教学改革

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政治学课程发挥思政功能的途径与

方法

社会学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二)立足深厚的专业传统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每个学科

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冶,要“体现系统性、专业性冶 [13]。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

院教育教学的目标之一便是确保中国农业大学培养的社会科学人才具备与其他综合性高校或文科

高校培养的社会科学人才相同或相似的专业知识基础和理论思想基础,确保中国农业大学培养的

社会科学人才能够留下深厚的专业烙印。 只有这样,才能赢得社会对涉农高校社会科学人才培养

的专业能力和理论水平的认可。
为此,中国农业大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立足专业传统,在农村区域发展、社会学、社会政策、法

学、传播学每一专业方向着力构建其最核心、最传统、最重要的“概论、理论、方法、经典冶四大类课

程模块体系和学科知识架构,明晰课程设置的内在逻辑,四大类课程模块循序渐进、相辅相成。
“概论冶类课程为学生提供宽厚的专业基础;“理论冶类课程为学生讲授本学科的经典理论与前沿思

想,使学生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立足经典理论、紧贴时代脉搏;“方法冶类课程使学生掌握科学认

识和理解社会并参与社会行动实践的方法论与工具;“经典冶类课程则引导学生认真踏实地阅读本

学科的经典著作(见表 5)。
此外,学院还实施“核心课程入主流‘移植培育爷计划冶,即对于部分分支学科核心课程如经济

社会学等,以邀请国内一流学者授课、学院教师担任助教的方式开展首轮或多轮教学,使学院教师

能够逐渐独立胜任主讲课程。 学院同时实施“专业课程办特色‘精品培育爷计划冶,即依托国际交流合

作网络和新兴互联网技术组建“1 +1冶联合教学团队,邀请国际顶尖学者共同开展教学工作,建设农业

与农村社会学、发展研究前沿、发展政治学、农民研究经典导读等多门精品英文课程。
(三)弘扬鲜明的“三农冶特色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全国涉农高校的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的回信中指出,“希望你们继

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拿出更多科技成果,培养更多知农爱农新型人才,为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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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摇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夯实专业传统的四大类课程模块体系(示例)淤

摇 专业 摇 概论类课程 摇 理论类课程 摇 方法类课程 摇 经典导读类课程

农村区域发展

发展概论

社会学概论

管理学概论

社会工作概论

国际发展援助概论

普通发展学

发展社会学

发展经济学

国际政治学

社会文化人类学

反贫困理论与实践

社会研究方法

统计学方法与应用

参与式农村评估

参与式发展规划

发展经典导读

马克思主义经典导读

社会学

社会学的邀请

中国民俗学引论

社会学概论

社会工作概论

社会保障概论

经典社会学理论

现当代社会学理论

中国社会思想史

人类学理论与方法

发展社会学

经济社会学

组织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方法

社会统计学

社会统计分析方法

人类学理论与方法

社会学经典导读

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

摇 导读

社会政策

社会政策概论

社会学概论

社会工作概论

社会政策理论

经典社会学理论

社会心理学

中国社会思想史

经济学原理与应用

发展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方法

社会统计学

社会政策规划与实施

社会政策分析与评估

社会发展经典导读

社会学经典导读

法学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法律职业伦理

中国法律史

刑法总论

民法总论

法理学

宪法学

经济法

刑法分论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民法物权

商法

国际公法

法律逻辑学

模拟法庭实践教学

诊所法律教育

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经

摇 典导读

传播学

传播学概论

新闻学概论

新媒体导论

影视导论

舆论学

媒介与社会

人际传播学

传播政治经济学

影视理论与文化

中外新闻传播史

媒介经营管理

传播研究方法

媒介市场调查

传播学经典导读

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

摇 思想经典选读

农业农村现代化、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高亿万农民生活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促进山水林田湖草

系统治理,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冶于。 紧扣“三农冶与发

展主题,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目前已形成特色鲜明的学术领域,并在发展研究、农政转型、
农业文化遗产、创新管理、生态补偿、农村法治、留守人口、乡村传播、乡村振兴等研究领域取得丰硕

成果,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逐渐成为全国“三农冶与发展研究的学术中心和重要“智库冶以及“农
政变迁冶研究的国际学术中心。 建立在特色学术成就的基础上,学院的教育教学也积极扛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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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冶大旗,突显“三农冶特色,以培养学生知农爱农的深厚情怀和强农兴农的责任担当。
学院加强“三农冶品牌一流课程建设,积极参与学校统筹的“大国三农冶课程建设,持续推进“大

国小农冶及“乡村振兴冶等系列课程的培育和深化。 以学术领域的“三农冶特色为根基,学院开设 52
门“三农冶类课程,其中包括一些分支学科类经典课程,如农村社会学、农业法、乡村传播学等。 学

院出版大量“三农冶主题教材,在课程中持续推介涉农主题的经典著作作为参考书(见表 6)。 此

外,学院每年举办“农政与发展冶系列讲座等知名品牌“三农冶特色学术活动 50 余场(见表 7),每年

组织召开“三农冶特色的系列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 20 余场(见表 8)。

表 6摇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三农冶类教材和参考书(示例)

专业 教材和参考书

农村区域发展

《农业推广学》《农业推广学案例》《农村公共政策与分析》《农村公共管理》《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中
国农业政策》《农业政策学》《农学原论》《农民经济组织》 《改造传统农业》 《农民的终结》 《华北的小农

经济与社会变迁》等

社会学
《农村社会学》《乡土中国》《四千年农夫》《基层政权》《云南三村》《村落的终结》《一个北方村落的百年

变迁》《礼物的流动》《小农与农业的艺术》《农业的政治经济分析》等

社会政策

《乡村振兴概论》《乡村振兴政策分析》《农村社会工作》《农村公共管理与社会保障》《农村社会学》《乡
土中国》《农村社会事业管理》《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 《小农与农业的艺术》 《农村社会政策规划与实

施》《农村社会政策分析与评估》等

法学
《农业法》《中国家庭农场的政策与法律》《农村政策法规》《食品安全法》《农民律师三百问》《农业法案

例选评》《现代农业知识产权概论》《土地法教程》《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等

传播学
《乡村传播学》《银幕上的乡土中国》《农业技术转移中的信息传播链研究》 《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创新与

乡村振兴》《现代科技主导背景下的乡土农业知识的抢救、管理与创新研究》等

表 7摇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三农冶特色学术讲座系列(示例)

摇 摇 摇 讲座名称 摇 摇 摇 摇 摇 讲座名称

农政与发展系列讲座 传播、文化与社会系列讲座

农政群学工作坊 市·野乡村传播工作坊

农业与农村社会学系列讲座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博士生暨青年学者论坛

农村法治讲座 生态·人文·社会学术交流与行动网络

社会食物系列沙龙 农村社会政策前沿讲座

表 8摇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三农冶特色学术会议(示例)

会议名称摇 摇 摇 会议名称摇 摇 摇 摇

新发展理念与乡村振兴研讨会

国际乡村振兴论坛

中俄乡村振兴学术论坛

乡村振兴·开化论坛

乡村振兴·青神论坛

乡村振兴背景下公益村庄案例研讨会

乡村振兴中的农村社会服务体系研讨会

服务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社会学

摇 摇 ———北京市社会学学会 2020 年学术前沿论坛

产业精准扶贫会议

柔性理念的精准扶贫研讨会

留住美丽乡村与乡村价值研讨会

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研讨会

寻根乡土再造故乡大会

“三新冶背景下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研究研讨会

全国合作社固定观测点交流研讨会

金砖国家发展与农政变迁国际会议

转型中国与农业社会学研讨会

农业社会学学术研讨会

中国“三农冶传播高端论坛

农业伦理学与公共政策研讨会

农村土地问题研究跨学科交流会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人口、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研讨会

中国农村留守人口研讨会

小农户的市场对接:新机制、新实践、新理论研讨会

农村留守人口:新问题、新特点、新理论研讨会

精准扶贫与妇女发展学术研讨会

乡村振兴与妇女发展学术会议

草原生态补偿研讨会

中国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微观叙事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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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同时,学院坚持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相辅相成,教育学生深入理解农业与农村,热爱农村与农

民,积极为我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及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与发展事业贡献力量。 学院以“走进普通

乡村,发现中国之根,讲述中国故事冶为宗旨,面向全院本科生开设耕读教育实践课程和农业劳动

实践课程,让学生走进田野乡村,走近农民农业,了解乡风民情,学习农耕文化,培养学生从事农业

农村工作的责任感和行动力。 2021 年,学院进一步将耕读教育拓展至研究生新生。 此外,学院注

重探索农业特色高校的新文科建设,加强与涉农专业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发展,组建跨学科学术

科研平台,不断拓展社会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所依托的资源领域和空间边界。
(四)贯彻道器结合的理念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

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冶 [13] 。 结合社会科学的

特点和使命,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教育教学工作既着力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技能,
又注重传授学生改造社会的思想,将“道器结合冶的教育理念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并与学校“通
专平衡冶的人才培养目标相呼应。 学院明晰培养方案及课程设置的内在逻辑,明确各专业类人

才的核心能力架构,将育人理念蕴含于各专业培养方案的设置中。 学院通过理论思想类课程

(道)和方法技能类课程(器)的有机结合,实现“以道说器,器以载道冶,“道冶与“器冶紧密融合,
培养学生知行合一(见表 9)。

表 9摇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道器结合冶的课程设置(示例)淤

农村区域发展 社会学 传播学

理论思想类 方法技能类 理论思想类 方法技能类 理论思想类 方法技能类

社会学与发展

管理学概论

政治学

经济学

国际政治学

社会文化人类学

发展伦理

社会工作

发展的故事

普通发展学

推广学

发展经济学

发展社会学

国际发展援助概论

国际农业发展与政策

社会心理与发展

反贫困理论与实践

环境与发展

发展经典导读

马克思主义经典导读

新生研讨课

农村认知体验课

普通发展学实践

发展问题认知

发展实践认知

发展干预实习

科研训练

民族志方法实践

发展项目管理

社会研究方法

统计学方法与应用

参与式农村评估

社会组织管理

参与式发展规划

发展项目管理

农村发展政策

传播与沟通

国际发展跨文化交流

现代培训理论与方法

社会学的邀请

中国民俗学引论

社会学概论

社会工作概论

社会保障概论

经典社会学理论

现当代社会学理论

中国社会思想史

人类学理论与方法

社会心理学

农村社会学

发展社会学

政治社会学

城市社会学

家庭社会学

经济社会学

组织社会学

人口社会学

社会分层与流动

社会学经典导读

马克思主义理论经

典导读

新生研讨课

农村认知体验课

社会工作课程实践

社会学专业认知实

习

科研训练 1 (定量

研究)
科研训练 2 (定性

研究)
科研训练 3 (毕业

论文指导)
小学期综合实习

社会调查

社会统计学

社会统计分析方法

社会学研究方法

人类学理论与方法

传播学概论

新闻学概论

新媒体导论

影视导论

中外新闻传播史

舆论学

媒介与社会

人际传播学

乡村传播学

媒介经营管理

媒介融合

传播政治经济学

媒介环境学

影视理论与文化

传播学经典导读

马克思主义新闻传

播思想经典选读

新生研讨课

农村认知体验课

视觉艺术基础

基础摄影

视听语言

影视剪辑

新媒体技术与艺术

新闻采写实践

传播调查实践

媒体实习

视觉传播工作坊

播音主持工作坊

舆情调查工作坊

创意写作工作坊

编辑出版工作坊

纪录片工作坊

科普微电影工作坊

传播研究方法

媒介市场调查

摇 摇 学院深化“三全育人冶改革,将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学术导向融入课堂内外的每一个培养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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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拍摄制作理念宣传片《他们》,引导师生关注社会的普通人和弱势群体,在开学典礼和毕业仪

式上,通过院长致辞和师长寄语等形式向学生传递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文情怀和理想信念。 学院通

过不同强度的科研训练、实践实习等环节,分类分层次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尤其是多元认知能力、
独立思考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了提升社会科学人才的职业适应性和胜任力,作为专业

理论知识和技能的补充,学院还通过研讨课、课外活动和沙龙讲座等方式传授学生就业和社会生活

技能,培养学生务实的工作态度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五)打造行动育人的模式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爷学到的东西,不能停留在书本上,不能只装在脑袋里,而应该落实到行动上……不论学习还

是工作,都要面向实际、深入实践,实践出真知冶 [12]。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鼓励和组织学

生积极投身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冶建设等行动,在此过程中实现

对学生的教育和指导,使学生走进真实世界,了解乡村社会,体验发展过程,理解发展逻辑,感受集

体合作,培养踏实精神,实现行动育人的目标。
在扎实的科学研究、高水平的学术成果、日趋完备的教学体系支撑下,学院积极开拓与各级各

类机构和组织的合作,拓展学生实践实习平台和行动舞台,建立教研与行动综合协同的育人模式,
引导学生以实际行动理解社会、反馈社会、服务社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持续输送德才兼备

的优秀人才。 学院特别设立实践类与实习类课程及实践教学支持专项,以课程小组为单位配置

专业教师,对学生进行实践指导。 自 2015 年起,学院每年组织全院学生开展为期一周的跨专业

“中国农村发展体验耕读大实习冶,培养学生对农村的深厚感情以及立志扎根人民、奉献国家的

爱国主义情怀。
学院鼓励学生参与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社会研究,参加田野调查、乡村振兴试验、社区建

设试验等各类社会试验和社会实践活动,实现对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

的有机统一。 学院倡导“以学术成果滋养乡村振兴实践,以乡村振兴实践丰富学术研究内涵冶,于
2018 年启动服务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四个系列冶行动,即系列研究、系列试验、系列研讨、系列培训。
学院 2018 年组织 139 名师生赴 22 个省(市、自治区)的乡村开展调研;2020 年组织 75 名师生赴浙

江省开化县的 15 个乡镇开展文化普查和专题研究工作;2021 年组织 43 名师生赴河北、山东、陕
西、湖南、浙江五省开展“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冶调研;等等。 学院于 2018 年和 2019 年分别在中国

农业大学校内和四川省青神县组织两期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夏令营,激励全国高校青年学子投身

乡村振兴事业;2019 年先后举办两期“农业文化遗产地乡村青年研修班暨青年学子研习营冶,培育

优秀的乡村青年和致力于遗产地研究与保护的青年师生为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和发展

做出贡献。
学院建有 4 个县级乡村振兴研究院和 53 个其他类型的实践教学基地(含一个海外基地)(见

表 10),鼓励学生到县级乡村振兴研究院和其他科研与教学基地参加基层实践,聘请具有丰富基层

工作经验的校外导师共同指导学生实践,帮助学生以行求知、以知促行,在实践中培养干事创业的

信念与能力。 学院组织开展学生党支部、教工党支部、村庄党支部牵手联结的红色“1 + 1 + 1冶活
动。 学院鼓励教师带领学生参与各类科研课题,指导学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科研训练(URP)和
各级各类学科竞赛等。 学院设置研究生自主创新研究基金,在具体的行动和实践中培养学生独立

思考、开拓创新的能力。 学院鼓励学生毕业后服务中西部贫困地区,前往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干事创

业,勇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六)秉持开放的国际视野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们要抓住机遇、超前布局,以
更高远的历史站位、更宽广的国际视野、更深邃的战略眼光,对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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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摇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示例)

基地名称摇 摇 摇 摇 基地名称摇 摇 摇

浙江省开化县钱江源乡村振兴研究院

四川省青神县乡村振兴研究院

安徽省天长市乡村振兴研究院

河南省兰考县乡村振兴研究院

河南省辉县乡村教育实验基地

河南省灵宝市黄河金三角乡土文化实习基地

河北省涉县旱作梯田农耕文化实习基地

河北省易县坡仓乡桑岗村实习实践基地

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贫困山区脱贫实习基地

云南省昆明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实验实践基地

山东省海阳市实习实践基地

山西省左权县老井村实习实验基地

甘肃省瓜州县清泉实习实践基地

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农村建设社会实验室

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腾达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实践实习基地

北京市怀柔区大学生社会实践教学基地

坦桑尼亚莫罗戈罗省实习基地(海外)

作出总体部署和战略设计冶淤。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教育教学始终以开放的国际视野,
培养学生既要关心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主题,也要关注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问题;既要学习

本土经验,也要借鉴国际成果;既要把握当代成就,也要面向未来发展。
学院先后聘请来自英国伦敦大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英国苏塞克斯大学、荷兰鹿特丹伊

拉斯谟大学、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等高校的国际著名教授 8 人担任兼职教授,长期

邀请他们开设课程、开办讲座、联合指导学生、开展合作研究,以“传帮带冶的形式培养学院青年教

师,精益其教学和科研能力,综合提升学院多元化和国际化办学实力。 学院建设双语教学和全英文

课程 5 门,引导学生以多种途径学习专业领域国际前沿知识。
学院与康奈尔大学等海外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建立全方位合作关系,充分利用国际优质教育

资源,联合开设前沿理论和实践课程,搭建国际化高质量学生培养平台,探索更多合作研究空间。
2021 年,学院与康奈尔大学联合开设的农业、食物与环境英文国际课程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

式,涵盖多元农业系统、农业价值链与食物体系、农村发展与农政变迁、可持续转型等内容模块,通
过跨学科、多元、综合、比较的视角增强学生对农业食物系统及生态环境问题的整体认识。 其中,由
学院教师讲授的 4 个专题分别涉及中国农村发展与农政转型中的土地问题、劳动力流动问题、农业

食物体系变迁、小农扶贫探索等,充分激发了中美两校学生理论和实践探索的兴趣,成为向世界讲

好中国农村发展与农政转型故事的典型。
学院建立海外实践基地,组织学生深入当地城市与乡村,提升学生海外发展实践能力。 学院支

持学生赴境外进行短期或长期的访学和学术交流,扩大海外调研实践和国际暑期研修班的学生规

模。 在国家留学基金委支持下,学院专设“乡村发展创新管理冶“绿色农业与乡村发展冶等国际化乡

村振兴人才培养项目,每年选派师生赴荷兰、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合作院校进行访问、访学或攻读学

位。 学院鼓励学生参加海外志愿服务,尤其面向“一带一路冶沿线地区、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
学院定期组织多边和双边国际学术会议(如“金砖国家发展与农政变迁国际会议冶“国际乡村

振兴论坛冶“中俄乡村振兴学术论坛冶等年度系列),巩固和拓展“国际农政研究网络冶“全球南方国

家农政研究青年学者网络冶等国际交流与合作网络,在发展研究、农政转型等领域与境外一流高校

和研究机构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合作。
学院面向留学生群体开设中国国情系列通识课程,在浙江省开化县等地建设“讲好中国故事

基地冶,带领留学生前往中国农村进行实地调研,让他们在学习专业理论和方法的同时,能够更好

地深入实地学习中国农村减贫的先进经验,了解乡村发展的中国篇章,加深对中国文化和传统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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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认知,传播中国发展模式、道路和经验,讲好中国故事。 学院建设跨文化交流平台,加强中外师生

的文化认知培养和跨文化沟通。 学院在打造兼具农业特色和人文情怀的培养体系中,促进中外师

生互学互进,充分发挥社会科学的叙事专长,通过留学生的声音,向国际社会讲述真实、立体、全面

的中国乡村振兴故事。

四、“六位一体冶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效果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在“入主流、办特色,以差异性求合法性冶的理念指导下,瞄准

“培养具有深切的人文情怀、深厚的学术底蕴和深耕的实践经验的开放型、国际型和复合型人文社

会科学人才冶的目标,充分突显和发挥“涉农冶特点,从政治方向、专业传统、“三农冶特色、道器结合、
行动育人、国际视野六个互嵌维度探寻提升社会科学人才培养质量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发挥这六个

方面的协同作用,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形成了涉农高校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的特色,使得中国农业大

学培养的社会科学人才“与众不同冶(差异性目标),既有别于综合性大学或文科大学的社会科学人

才培养,也有别于其他如自然科学等学科专业的人才培养。 学院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所采取的具体

举措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打破了封闭的培养格局,挖掘了人才培养中融合、对话、协同的机制,扩展

了价值塑造、专业修养、行动能力的视野和格局,体现了整个人才培养体系的科学性、有效性,很好

地回答了“培养什么人冶和“怎样培养人冶的问题,使得中国农业大学培养的社会科学人才“非同寻

常冶(卓越性目标)。 该体系培养了大批服务涉农部门的知农爱农新型人才和服务中西部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的人才,实现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与师资队伍建设、自主创新与社会服务能力提升、文化

传承创新及国际合作交流的深度融合和协同发展,产生了积极广泛的政策影响和社会影响,得到同

类高校高度认可和广泛借鉴。
(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成效显著

涉农高校“六位一体冶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体系彰显了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维并张的人才培

养要求,促进了学生全面发展,大批学生成长为具有政治定力、专业实力、实践能力和国际视野的知

农爱农新型人才。
第一,学生政治素养过硬、理想信念坚定、爱国情怀浓厚、人文情怀深厚。 学院通过“课程思政示

范学院冶建设以及“专业课发挥思政教育功能改革专项冶等改革实践,融通了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壁

垒,把思政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学生对党情、国情、农情的认知与认同,
从而积极投身党和国家发展事业。 近 5 年学院共有 12 人参军入伍。 2019 年,学生撰写的《继承马克

思的伟大事业,开创新时代的宏伟篇章》等论文获得全国大学生网络文化节三等奖淤。 2019 年,学院

共有 125 名学生、2 名辅导员参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服务保障工作,其中有 30 人获得

通令嘉奖。 2021 年,学院共有 51 名学生、2 名辅导员参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服务保障工

作。 此外,学院有 41 人获得校级“优秀志愿者冶称号,6 人获得校级“五四青年标兵冶称号。
第二,学生知识结构合理、能力素养全面。 “六位一体冶人才培养体系为学生构建起通识与专业、

理论与方法、思想与行动有机结合的知识架构,锤炼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素

养。 在学业方面,学生成绩优异,获得多项校级以上奖励(见表 11),其中 4 项毕业设计(论文)获评北

京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65 人获得“北京市优秀毕业生冶称号;学生参与调研

撰写的《中国乡村振兴调研报告》(上下册)已结集出版;学生撰写的《如何扶贫:驻村工作队的人事制

度与财政制度》获评 2019 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冶社会实践“百篇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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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报告冶等。 在课外竞赛方面,学生积极参与“挑战杯冶首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红色实

践冶专项赛、全国大学生环境资源模拟法庭大赛、北京市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中国大学生新媒体创意

大赛及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等赛事,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见表 12)。 在创新创业方面,学院各类项目

数量(校级、市级、国家级)都呈逐年增长态势,本科生年度参与人数从 2015 年的 120 人迅速增长至

2021 年的 367 人(见图 2)。 学生创新创业热情被充分激发,获得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 + 冶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北京赛区一等奖、全国总决赛银奖,“挑战杯冶首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银奖,校级“兴农

杯冶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2 项,等等。 在文体艺术方面,学院学生获全国大学生戏剧节和

大学生音乐节金奖、黔东南国际民歌合唱节“最佳合唱团冶、校级足球联赛冠军等奖项。

表 11摇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学生学业获奖情况(2016—2021 年)
奖项名称 获奖数量(人)

校级“三好学生冶 355
校级“优秀共青团员冶 85
校级“优秀共青团干部冶 64
校级“优秀学生干部冶 106
校级优秀学位论文 53
校级“优秀毕业生冶 285
北京市“三好学生冶 12
北京市“优秀学生干部冶 4
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13
北京市“优秀毕业生冶 84
国家奖学金 102

表 12摇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学生课外实践竞赛获奖情况(2016—2021 年)

奖项名称 获奖等级及数量

“互联网 + 冶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国赛银奖 1 项

“互联网 + 冶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北京赛区 一等奖 1 项

“挑战杯冶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一等奖 1 项

“挑战杯冶首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

全国大学生环境资源模拟法庭大赛 特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优秀奖 2 项

北京市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 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3 项

首届中国梦·扶贫攻坚影像盛典高校单元 一等奖 1 项

中国梦·青年影像盛典战疫单元 一等奖 1 项

中国大学生新媒体创意大赛 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3 项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特等奖 3 项、一等奖 11 项

图 2摇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创新创业项目参与学生人数(2015—2021 年)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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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第三,学生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眼光。 “六位一体冶人才培养体系通过一系列机制设置为学生

提供了接触国际前沿理论、对话世界顶尖学者的机会和平台,促进了知识、文化的交流与互通。 学

生积极参与学院主办的各类线上线下国际讲座、会议、论坛等,近五年因公派出学生 146 人次,其中

39 人派出攻读学位,平均每年选派约 10 人赴海外实践基地及国际组织实习实践。 学生积极参与

教师国际合作科研项目,撰写的论文发表于《农民研究》(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等国际顶尖

期刊。 学生参与坦桑尼亚等海外实践基地建设,成为传播中国乡村发展经验的使者。 2021 年 10
月,在昆明举办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上,学院毕业生作为全球青年代表分享

了中国青年合力保护河狸的成果。 60 余名中国学生和国际留学生全程参与中国农业大学与美国

康奈尔大学联合开设的农业、食物与环境英文国际课程,千余人次参与部分课程的开放讲座。 中国

选课学生与康奈尔大学学生组成联合小组,历时 2 个月,设计出 7 个农业食物体系可持续创新创意

项目,学生国际沟通与交流能力显著增强,展现了中国学生的良好风貌。
第四,学生知农爱农情怀深厚、强农兴农志向坚定。 “六位一体冶人才培养体系为学生提供了

丰富的“三农冶特色课程和系列学术活动,为学生创造了大量走进田野乡村、深入寻常农家、体悟农

民生计的机会,在耳濡目染中培养了学生的乡土情怀、责任观念和使命担当。 面向大一新生的“中
国农村发展体验耕读大实习冶,在学生入学后通过耕读体验培养他们服务“三农冶的志向;丰富多样

的“三农冶特色课程和系列学术活动以及农业劳动实践、农村实践调研等活动,培养了学生与农业、
农村、农民的情感联结。 2015 年以来,平均每年有超过 43% (2021 年超过 50% )的毕业生选择到涉

农部门或者基层从事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支农支教等工作,涌现出一大批典型代表,包括获得“全
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冶的杰出校友、扎根边远地区支农支教的优秀共产党员、毕业返乡回馈乡里的

优秀驻村干部等。
(二)人才培养体系协同效应凸显

“六位一体冶人才培养体系激发了涉农高校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

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的协同效应,推进了资源整合与高效利用,在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同

时促进了专业建设、学科发展、师资队伍建设,为学术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

等工作带来了新的活力。 基于涉农高校特点并将其他领域取得的特色成果转化为育人的有利条

件,促进了社会科学人才培养质量的进一步提升,从而形成了涉农高校社会科学领域各项工作之间

互相激发、促进和融合的局面,实现了螺旋式上升的协调和协同发展。
2020 年,全国首个“社会政策冶本科专业诞生于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并于 2021 年首

次招生,开创了我国社会政策本科人才培养的先河。 2021 年,在教育部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

划冶中,学院农村区域发展、社会学两个专业入选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名单。 此外,学院新增了

“社会工作冶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社会管理与社会政策冶博士二级学科方向、“社会学冶和“公共

管理冶两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等,社会科学的专业布局和学科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 在 2021 年高

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发布的“2021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冶中,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排名提升至全

国第 14 位,成为该专业排名进步最快的学校。
从近五年校内转专业数据可见,中国农业大学社会科学相关专业的吸引力显著增强。 一方面,

人文与发展学院学生转出至其他学院和专业的人数显著减少;另一方面,其他专业学生申请转入人

文与发展学院的人数逐年增加。 自 2017 年,累计申请转入 612 人次,实际转入 388 人(见图 3),很
多学生申请转入的理由是被人文与发展学院的办学理念和育人体系所吸引。

与此同时,人才培养体系的优化也有助于师资队伍整体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十三五冶期间,
人文与发展学院共吸引来自国内外一流大学的 33 位青年人才加入,师资力量显著增强,形成了 2
个国家级创新团队、1 个高水平创新团队、1 个青年科学家创新团队;2 人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2 人

进入爱思唯尔(Elsevier)2020“中国高被引学者冶榜单。 学院教师在教育教学和育人实践中,深入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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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摇 中国农业大学其他学院(专业)学生申请转入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科学专业)的
人数(2017—2021 年)

摇

行“六位一体冶人才培养体系,在做好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同时形成了突显涉农高校鲜明特点、彰显

涉农高校显著特色的育人模式,通过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拓展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并进

一步延伸至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领域。 无论是在河北省易县长期建设的行动育人和“院
地企冶多主体协同育人基地,还是在全国各地兴建的院地合作乡村振兴研究院、乡村振兴实验实践

基地、教授工作站等,这种良性互动的创新性和有效性均得以证明,大量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成

果产生于将科研和社会服务有机结合的育人过程之中。
近五年,学院教师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署名发表 SSCI 外文期刊论文近百篇,在《中国社会科

学》《社会学研究》《法学研究》《政治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等重要期刊发表中文论文近 800
篇;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7 项,重点项目 5 项,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后期资助项目等 26 项;
科研项目总经费逾 9 000 万元;研究成果获得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

奖 1 项、三等奖 1 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陆学艺社会学发展

基金会第七届“社会学优秀成果奖冶1 项。 尤其是,2013 年,学院研究成果曾获得第六届高等学校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是该届社会学学科的唯一一等奖。 充足的资源保障

和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反过来也有助于人才培养体系的优化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方面,学院教师撰写的 29 份政策建议获得中央领导重要批示。 学院教师

获得“中国扶贫·社会责任奖冶“2017 年全国脱贫攻坚奖之创新奖冶“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

合作特别突出贡献奖冶和“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冶等荣誉称号。 此外,学院自 2018 年开始启动的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四个系列冶行动有效地推动了乡村振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其中,与安徽

省天长市、四川省青神县、浙江省开化县和河南省兰考县合作共建的 4 个“县级乡村振兴研究院冶
更是集理论研究、政策咨询与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 2021 年,学院组织举办“开化论坛冶,
发布《开化倡议》淤,引领全国高校社会科学研究者积极投身国家乡村振兴战略。 学院积极融入“一
带一路冶建设,建立“国际发展冶智库,发起中国—南亚东南亚乡村振兴论坛、“一带一路冶 /南南合作

青年领袖计划等高端平台;在联合国、博鳌亚洲论坛发布《消除绝对贫困:中国的实践》《亚洲减贫

报告 2020》等报告,总结中国智慧,传播中国方案,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正是在服务国家重

大战略的过程中,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充分实践了科学研究与行动育人、国际交流合作等

的协同共进,实现了培养开放型、国际型、复合型社会科学人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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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坚信,人才培养的过程也是传递文化思想、积淀文化精神、丰富文化内涵、促进文化交流的

过程。 学院成立了“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冶,组织文化普查与专题研究,出版了《枣韵千年》《村史

留痕———陕西佳县泥河沟村口述史》《枣缘社会———陕西佳县泥河沟村文化志》《乡村记忆———陕

西佳县泥河沟村影像集》等著作,举办“农业文化遗产地乡村青年研修班暨青年学子研习营冶,培育

优秀乡村青年和致力于遗产地研究与保护的青年人才,促进了农业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传承和

利用。 学院建设了“乡村研究档案库冶,对师生乡村调研的原始资料进行梳理保留。 学院在河北省

易县村庄建立农政博物馆,对外展示鲜活的小农农业形态及其变迁过程。 学院开展耕读教育乡建

试验,在全国各地培育知农爱农人才。 学院主动采用多元化媒体手段传播农耕文化,参与学校统筹

的大国三农公开课建设。 学院制作的农业文化纪录片获第五届大学生新媒体大赛一等奖。 这些措

施和行动在阐释文化特质、揭示社会问题的同时也促进了人的生命变革,实现了扎根乡村的田野工

作与促进变革的行动研究的并轨[14 - 15]。
此外,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国际视野进一步促进了学院学科和学术研究的发展以及国际影响力

的提升。 学院的国际兼职教授不仅参与课程建设和学生指导等人才培养工作,还与学院师生合作

开展研究、撰写论著,共同发起成立国际交流与合作网络,组办国际会议和论坛,联合主编系列教

材,联合培养和培训青年学者尤其是学院青年教师,有力地提升了学院的国际化水平。 学院师生近

年国际论文发表数量和质量均显著提升,中国农业大学“社会科学总论冶自 2016 年进入 ESI 世界前

1%以来位次稳步提升,国际论文篇均被引排名常年保持全国第一和全球前 2译的位置。 学院教授

担任主编的《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入选 2019 年和 2020 年世界学术影响力 Q1 中国期

刊(排名第三)。 学院参与主编的国际期刊《农民研究》持续多年在人类学、发展研究两个学科方向

排名第一。 科研与学科的国际影响力不仅可以为人才培养创造更好的条件和空间,也进一步吸引

了更多优秀学者加入学院,为建设国际领先水平的师资队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耕读教育产生重大政策影响

2020 年 7 月 15 日,基于“六位一体冶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体系中跨系“中国农村发展体验耕读大

实习冶和农村认知实践与行动育人实践,学院教师撰写的耕读教育政策建议《将耕读教育纳入农业

院校教育改革的建议》获得中央领导的重要肯定性批示。 学院教师受邀参加教育部组织的座谈

会,并作交流发言。 教育部高度重视并作出具体部署,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印发《加强和改进涉农

高校耕读教育工作方案》淤,提出要把握耕读教育基本内涵、构建耕读教育课程教材体系、多渠道拓

展实践教学场所、建设专兼结合的耕读教育教师队伍、加强耕读传家校园文化建设等,借此提高涉

农高校劳动教育和耕读教育质量,推进涉农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完善。
耕读教育从最初由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开展的本科生“中国农村发展体验耕读大实

习冶和农村认知实践扩展为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全面参与的实践教育行动,已率先进入中国农业

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方案。 耕读教育实践的开展不仅促进了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有机融

合,培养了学生解决农业农村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而且深化了科教协同和产教融合,拓展了耕读

教育的内涵与外延,完善并创新了协同育人机制。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河南农业大

学等高校也陆续在全国各地成立耕读教育实践基地,并开展耕读教育实践。
(四)主流媒体和社会高度关注

近年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农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国内主流媒体对中国农业

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六位一体冶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体系及人文与发展学院的育人理念、育人过程

和育人成果进行了深度报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2018 年 8 月 17 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头版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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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新时代知识分子的奋斗精神》 [16],2021 年 12 月 10 日头版刊发《学术报国要做好调研基本

功》 [17],均对学院的学术研究和育人理念进行了详细报道。 2019 年,学院院长毕业致辞《像弱者一

样感受世界》淤倡导青年学子以普通人的视角,关注社会中的普通人,尤其是普通人中的弱者,并时

刻保持纯朴纯真,倾听内心良知,尝试像弱者一样感受世界,被《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新华日

报》等千余个新媒体平台广泛报道,阅读量达数亿次,同时被《见字如面 4》于节目选作素材播出,被
部分中小学选作阅读或考试材料。 这一致辞被全国高校的青年学子和全国各地广大干部群众在写

作和发言时广泛引用,时至今日,仍在持续产生重大社会影响,尤其是对激发考生选择报考涉农高

校、投身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相关研究和行动事业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五)同类高校认可并借鉴学习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六位一体冶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体系产生了良好的实践效果,得
到了同类高校的认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河南农业大学、青岛农业大学、贵州财经大学、云南农业

大学、江南大学、捷克生命科学大学、巴西南大河州联邦大学等国内外多所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学

院(系)前来交流学习,借鉴学院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青年教师培养、学科建设布局、学院平台搭

建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 与此同时,河南省兰考县、四川省青神县与高县、浙江省开化县、安徽省天

长市、江西省万载县、河北省易县、北京市平谷区南独乐河镇等地政府部门专门向学院表达合作共

建各类人才培养基地的意向。 在 2020 年社会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论坛上,河海大学、哈尔

滨工程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行业特色高校的社会科学学科代表对中国农业大学人

文与发展学院“六位一体冶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体系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纷纷表达了来访交

流学习的意愿。

五、结束语:以特点与特色推进涉农高校新文科建设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创新探索的“六位一体冶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体系得到了社会的

广泛认可,显著地提高了学院人才培养的质量和声誉,增强了学院各专业和学科的吸引力,在同类

高校及相关学科领域、国际同行以及社会层面均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和广泛的传播效应。 这一突显

涉农高校特点、彰显涉农高校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的探索和创新,为涉农高校以及其他行业特色高

校的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的改革创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做法和经验,为顺利推进涉农高校的新文科

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 这一体系中的创新理念和实践经验需要深入挖掘和总结。
(一)目标定位与理路创新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紧密围绕“三农冶与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以

及“一带一路冶建设等行动,确立了“培养具有深切的人文情怀、深厚的学术底蕴和深耕的实践经验

的开放型、国际型和复合型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冶的目标。 这一清晰的人才培养定位既充分彰显了

涉农高校的特点,也积极回应了国家对知农爱农新型人才的迫切需求。 同时,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

发展学院对涉农高校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有清醒的认识,从而积极探寻并确

定了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差异化发展路径,以差异性赢得发展空间和主动权,实现了涉农高校社会

科学人才培养的“与众不同、非同寻常冶。 此外,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充分认识到,高质量

科学研究与学术成果是高质量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等的基础和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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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是在差异化策略中获得尊重与合法性的突破口,是把握自身发展主动权的关键。 所谓教研相

长,在社会科学领域也不例外。
(二)教研相长与协同育人

在认识到高质量科学研究的关键性和教研相长的关系后,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师生

坚持“扎根田野、扎根乡村冶的学风传统,深入田野乡村,既能对某一地区或某一主题领域长期坚

守,也能将国家大发展、乡村大变迁中不断涌现出的新情况、新问题作为研究的新主题、新课题,把
研究做在乡村的广阔舞台上,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广袤大地上。 同时,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充分尊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与人才培养的规律,坚持开放协作,虚心学习中外先进理论体系和方法

论体系,不断优化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敢为人先、勤于实践、默默超越。 此外,中国农业大学人文

与发展学院创新性地利用涉农高校的特点和优势,将科学研究、学科发展与师资队伍建设、社会服

务、文化传承、国际交流等方面的特色资源和特色成果转变为有利的育人条件,积极探索相互之间

的协同作用,走出了一条具有涉农高校特色的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的协同育人之路。
(三)创新拓展与新文科建设

2018 年,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在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中全面报告了涉农高

校“六位一体冶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获得专家组成员的高度评价。 在评估反馈会

上,外籍专家、爱丁堡大学原校长蒂莫西·迈克尔·马丁·奥谢(Timothy Michael Martin O爷Shea)
爵士认为,“人文与发展学院的整体发展和教育教学工作生机勃发、使命清晰、视野开阔、措施明

确,尤其是致力于社会发展、精准扶贫、留守人口等主题的社会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工作成绩显著、
特色鲜明冶。 评估专家北京化工大学教务处处长苏海佳高度赞扬学院的“六位一体冶人才培养体

系,希望两校社会科学加强交流。
2020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社会学组)对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一级学科博

士学位授权点进行了专项评估,评估结果为 90郾 1 分。 评估组一致认为,担纲学位授权点的人文与

发展学院“秉持通过社会调查了解农村社会、基于人文本位构建和谐乡村的学术理念,围绕农村、
农业和农民开展教学与研究,紧扣农村、农业和农民的重大主题,形成了有特色的学术路径……课

程设计层次明显,特色突出……学术团队的交流活动质量高,跨学科特色明显,产生了广泛的学术

影响。 坚持对标国内外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前沿位置……围绕国家发展变迁之下农业与农村社会的

转型、乡土社会的文化适应、转型时期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政策,以及中国发展变迁与国际发展框架、
全球化互动与联系等主题开展研究和教学工作,成绩斐然冶。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创新探索的涉农高校“六位一体冶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体系已经

得到相关部门的肯定和支持,并将在面向未来的新文科建设中不断开拓创新。 2019 年,“涉农高校

彰显优势和特色的社会科学人才‘六位一体爷培养体系创新与实践冶获批北京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

革创新项目。 2021 年,结合这一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和多年实践进一步总结凝练的成果获得中国农

业大学校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同年,在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支持下启动“涉
农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差异化人才培养体系创新研究冶。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在新文科建

设探索中将通过校地、校企合作和国际合作,继续拓展育人的主体、资源及空间边界;同时通过与其

他学科的交叉协作,探索涉农高校新文科发展前沿方向,培育学术、学科以及育人领域新的增长点。
概言之,涉农高校彰显特点与特色的“六位一体冶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体系探索创新了涉农高校

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模式,以先进的理念、思路和方法打造了鲜明特色,取得了显著成效,有力地回应

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冶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社会对“涉农高校冶和“社
会科学冶的双重偏见,对同类高校和其他行业高校均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为推进新文科建设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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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iated Strategy by Highlighting Features and Characteristics: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Six鄄pronged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System 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ies

YE Jingzhong摇 LIU Juan摇 LI Yumei摇 GONG Li摇 WANG Shuyuan摇 SHAO Niannian

Abstract摇 The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ies has been confronted with common problems and challen鄄
ges, such as obscure orientation, vague objectives, defective system, ungrounded methods, poor reputation and weak at鄄
tractions. In recent years,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a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s taken up
systematic reform on its education and has innovatively constructed and implemented the six鄄pronged social science educa鄄
tion system in order to highlight the featur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universities. This system has integrated and
synthesized six components, i. e. , political direction, disciplinary tradition, “Sannong冶 feature, doctrine鄄implement com鄄
bination, learning by action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so as to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s and predicaments of social sci鄄
ence education 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ies. This innovative system has turned characteristics to advantages, differentiation to
distinc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system has drastically improved the quality and reputation of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hich has brought forward great influences and impacts. This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sys鄄
tem has effectively responded to the central problematics of “what kind of talents to cultivate, how to cultivate, and for
whom to cultivate冶. This reform and innovation have provided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for agricultur鄄
al universiti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冶 .
Keywords摇 Agricultural universities; Education; Six鄄pronged system; Social science; New liberal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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