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大学第一届课程思政教学优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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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名称 科技赋能猪牛肥，生态养殖山水美，广西畜牧业绿色发展创佳绩

课程名称 《家畜环境卫生与牧场设计》 总学时 32

课程类别
☑线下课程 □线上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

□虚拟仿真课程 □社会实践

课程性质
□通识必修课 □通识选修课 □学门核心课 □学类核心课

☑专业核心课 □专业选修课 □集中实践必修课 □集中实践选修课

思政元素 ☑铸魂育人 □民族团结 □东盟区位 □边疆稳定 □乡村振兴

所属学科  理科  工科  文科  医科  农科

授课教师 黄艳娜 所属学院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教学对象 动物科学专业三年级本科生

课

程

简

介

本课程研究环境因素对家畜作用和影响的基本规律，并依据这些规律制定出利

用、控制、保护和改造环境技术的措施的一门学科。通过课堂讲授、案例式教学等

教学，学生了解畜禽环境的社会和生态意义，结合畜禽健康生产和智能高效养殖、

环境保护等发展需求客观看待畜禽养殖工艺的更替，分析养殖产业未来发展趋势，

掌握牧场设计相关技能。本课程思政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在新

农科背景下，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增强学生的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增

强学生的专业自信，培养学生知农爱农、强农兴农意识，勤于思考，善于钻研，富

有创新精神，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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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目标

了解家畜环境卫生与牧场设计的研究对象与目的、地位作用及

目前主要研究内容；掌握家畜环境的基本概念和温热环境、光照、

空气、水、土壤与噪音等诸环境因素对家畜生理、生产性能和健康

的影响规律及原理；畜牧场场址的选择、场地规划及建筑物布局等

基础知识，畜舍环境的改善与控制知识。

2.能力目标

掌握利用、控制、保护和改造环境技术的措施，掌握家畜环境

卫生与牧场设计相关的基本技能，掌握科学地处理和再利用畜产废

弃物的措施，具备基本的科研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3.素质目标

（思政目标）

学生在学习中学会发现并思考家畜环境卫生与牧场设计的实际

问题，思考如何为家畜创造适宜的环境条件，以达到保护和增进家

畜健康，预防疾病和提高生产力及经济效益的目的，解决牧场设计

中实际问题，实现：

（1）为国家畜牧业高质量服务，厚植爱国情怀；

（2）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大力推进畜牧业绿色发展；



（3）强农兴农为己任，融入乡村振兴；

（4）增强专业自信，强化职业责任心；

（5）科技兴农，勤学善思，勇于创新；

（6）增强学生分析和解决牧场设计中实际问题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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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案例对应

课程章节
课程绪论章节（第一堂课）

案例教学

目标及

思政育人

目标

案例作为课程绪论章节（第一堂课）中的内容，以家畜环境卫生与

牧场设计的目前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有牧场建设和畜产公害的治理，作为

核心内容，以激发学生学习热情为主要目标，同时通过介绍“科技赋能

猪牛肥，生态养殖山水美，广西畜牧业绿色发展创佳绩”典型案例，让

学生深刻领会、牢固树立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

要发展理念，切实增强学生投身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增强

学生的专业自信和专业自豪感。

案例详解

（一）“事”（知识点、案例简介）

知识点：

案例重点要求学生了解家畜环境卫生与牧场设计的目前主要研究内

容包括有牧场建设、畜产公害的治理，同时结合近年来广西畜牧业绿色

发展佳绩，让学生看到未来绿色可持续畜牧业发展的新趋势。

案例简介：

广西是全国生猪主产区，奶水牛存栏全国第一，畜牧养殖极具优

势。近年来，广西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畜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

标，深入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畜禽现代生态养殖，实现畜牧业

与生态环境保护共赢发展。如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有限公司良圻原种

猪场建有高标准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中心，将病死畜禽转化成达标排

放的有机肥水喷灌甘蔗，形成生态种养循环模式；广西扬翔股份有限公

司首创“集群式楼房智能化猪场”创新解决猪场重大生物安全、环境污

染问题；广西石埠乳业生态观光牧场实现了“一流的奶牛舒适度、一流

的产奶量和一流的生态循环经济”。

（二）“理”（哲理、道理）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基

础，发展生产力必须尊重自然规律，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纵观世界发展史，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

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刻

揭示了发展与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

丰富与发展，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



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良好生态本身蕴含着

无穷的经济价值，能够源源不断创造综合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

（三）“德”（道德、公德）

本案例侧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培养学生知

农爱农、强农兴农意识，增强学生的专业自信和专业自豪感。近年来，

我们广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指示嘱托，坚定

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系统统筹推进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建立智慧生态牧场，全面提升畜禽养殖环境友好水平，走出绿色可持续

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通过案例增强学生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培养学生知农爱农、强农兴农意识，同时增强为广西畜牧业

绿色发展取得佳绩的自豪感。

（四）“人”（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的“四有新

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

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殷切寄

语广大青年“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

年”。因此，我们大学生作为新时代的农科人，要自觉沿着习近平总

书记指引的方向茁壮成长，肩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使命，树立崇

高理想，立志强农兴农；秉持务实精神，践行强农使命；脚踏实地，

埋头苦干，敢想敢为，善作善成，勇于创新，让青春在农业现代化的

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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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设计考虑核心知识点+思政元素，打造发展绿色可持续畜牧业情景法。绿色

发展是以效率、和谐、持续为目标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挖

掘绿色可持续畜牧业生产——如何以绿色理念推动畜牧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核心

知识点综合应用），选择代表性案例——“科技赋能猪牛肥，生态养殖山水美，广

西畜牧业绿色发展创佳绩”作为现代畜牧业情景，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以强农兴农为己任的思想（思政元素）融入。

课程实施过程采用如何以绿色理念推动畜牧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设问导入—

—学生探究分析——教师生动剖析进行组织，并辅以课前布置文献查找任务，课后

撰写知识反思报告。

课前探查：你知道广西正常年景下畜禽养殖年产生畜禽粪尿有多少吨，污水有

多少吨吗？畜禽粪污对环境有哪些危害？广西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情况？

你对广西畜牧业绿色发展有哪些认识？

设问导入：如何以绿色理念推动畜牧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学生探究分析：教师播放展示广西畜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创佳绩的案例视频和

图片：比如广西农垦良圻农场有限公司的生态种养循环模式、广西扬翔首创的“集

群式楼房智能化猪场”、广西石埠乳业生态观光牧场等。学生观看视频和观察图

片，探讨广西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措施有哪些？广西畜禽现代生态养殖的

主要模式有哪些？如何实现种养结合提质增效，推动实现畜牧业规模化现代化一体

化发展？智慧生态牧场有哪些优势和应用？、

教师生动剖析（思政按 事-理-德-人 融入）：（事）结合学生的讨论，引用学

生讨论中的一些观点，点明畜牧业绿色发展势在必行，绿色发展是以效率、和谐、

持续为目标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新技术是支撑绿色发展的

关键；立足不同资源禀赋和生产发展水平，总结和推广畜牧业绿色发展模式。

（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刻揭示了发展与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实现

了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具

有重大的思想价值和现实意义。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

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良好生态本身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能够源源不断创造综合

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德）增强学生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培养学生知农爱农、强农兴农意识，增强学生的专业自信和专业自豪

感。（人）作为新时代的农科人，要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

时代好青年，知农爱农、强农兴农，扛起时代责任，积极投身中国农业现代化建

设，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课后拓展：结合本次课程所涉及的广西畜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案例，你对哪个

案例印象更深？为什么？请结合相关案例，撰写知识反思报告：案例反映了什么知

识点，你从中掌握了哪些内容，围绕这个内容，你觉得主要收获或者打算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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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感悟：

在此之前学习家畜环境卫生与牧场设计的目前主要研究内容，学生只是知道其

包括有牧场建设、畜产公害治理，空洞抽象而枯燥，并不了解近年来广西畜牧业绿

色高质量发展取得哪些佳绩，无法精准把握未来畜牧业牧场发展的趋势。在老师的

引导下，学生深刻领会、牢固树立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

发展理念，切实增强学生投身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志存高远、胸怀天

下，牢记强农兴农使命,勇担科技强农兴农重任,把个人的成长进步融入到推动国家

发展、民族振兴的时代洪流中。

教学反思：

现在授课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融入思政元素，从世界观的角度分析，上升到社会

主义生态文明观，增强学生生态文明建设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培养学生知农爱农、

强农兴农意识，更容易入心。让学生通过观看视频和图片，看到近年来广西畜牧业

绿色高质量发展取得佳绩，让学生对绿色畜牧业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支撑绿色



畜牧业发展的关键、绿色发展模式的要点理解更透彻；把生态文明意识培养与个人

的立德修身相统一，让生态文明意识成为学生的政治自觉和思想自觉。课程思政春

风化雨，铸魂育人润物无声，每个农科大学生都是我国“三农”事业的接班人，案

例情景思政教学激发学生的思想火花碰撞和深刻情感体验，实现对学生的价值引

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