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大学第一届课程思政教学优秀案例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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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名称 一粒杂交稻米的前世今生

课程名称 《饲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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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志伟等 所属学院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教学对象 动物科学专业大学三年级本科生

课

程

简

介

本课程是动物科学专业必修的专业核心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饲料

营养成分、营养价值评定技术、分类及营养特性、加工处理、饲料卫生、饲料配合和

配方设计、饲料养分与畜产品品质等基本理论和技术，使学生成为动物生产、动物营

养与饲料科学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同时，培养学生的创新思想和创新能力，使学生具

备设计饲料配方以及开发新型非常规饲料资源的能力。除此，培养学生知农爱农的情

怀和增强学生的科技报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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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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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目标

结合课本、网络资源、实践等，了解我国饲料业发展现状和趋势，

掌握饲料学研究基本理论和方法，掌握不同类型饲料原料的营养特性

和饲用价值，掌握饲料配方设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2.能力目标
具备识别、鉴定饲料原料种类的能力以及运用配方设计软件设计

简单饲料配方的能力。

3.素质目标

（思政目标）

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以及专业科技报国

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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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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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对应

课程章节
能量饲料章节（第 2讲）

案例教学

目标及

思政育人

目标

案例作为第八章“能量饲料”的二堂课，聚焦谷物子实中的杂交水

稻，旨在激发学生在“快餐时代”的大背景下的爱国与创新热情。通过

深入学习谷物子实的起源与分布、营养特性、饲喂价值等基本知识，培

养学理论结合实际的能力。同时，引导学生理解创新对突破现有耗粮型

养殖模式桎梏、推动新时代节粮型畜牧业的重要性，坚持自主创新以实

现民族科技振兴。案例还鼓励学生思考践踏实地、乐于奉献和超脱名利

的精神内涵及大学生如何应对“快餐时代”快节奏的挑战，达成思政育



人的目标。

案例详解

（一）“事”（知识点、案例简介）

知识点：

案例重点要学生了解杂交水稻的起源、营养特性及饲用价值。

案例简介：

由于国际商战的限制，全国畜牧业的耗粮型养殖模式逐渐走到尽头；

只有不断创新，开发和利用好国内的地源性能量饲料资源才能解决人畜

争粮的问题，推动节粮型畜牧业的亟需发展。节粮型畜牧业是有别于传

统畜牧业的新领域，新的起跑线，将会是中国弯道超车的新机会。

（二）“理”（哲理、道理）

时代机遇来临时，唯有勇于创新才能抢占先机，脚踏实地的基于国

内的人畜争粮问题，坚定不移的探索，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畜牧业

模式。变革总是伴随着机遇而来，尽管它本身充满了未知与挑战。只有

那些勇于面对变革，甚至敢于引领变革潮流的人，才能洞察到其中蕴含

的无限潜力。创新，正是他们打开机遇之门的钥匙，它并非无中生有，

而是建立在深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和不断的实践之上。在传承中寻求

发展，在继承中实现超越，既回顾历史，又展望未来，这是创新的真谛

所在。

（三）“德”（道德、公德）

作为国家的未来栋梁与希望之光，大学生肩负着不可推卸的道德责

任——热爱祖国、建设祖国。在畜牧业领域这一国家民生发展的关键节

点上，他们更应挺身而出，将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

这一高科技领域不仅是现代科技进步的基石，经济发展的引擎，更是衡

量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尺。

（四）“人”（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奉献的“四有新人”）

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大学生应当立志成为拥有坚定信念、怀抱崇高

梦想、勇于不懈奋斗、甘于无私奉献的“四有青年”。他们需筑牢理想信

念之基，怀揣以科技兴国的宏伟梦想，在科技创新的征途上勇往直前，

无惧挑战。同时，他们还应秉承奉献精神，甘愿为国家和民族的科技进

步倾注心血，贡献力量。通过深入的专业学习与实践磨砺，不断精进自

我，提升能力，以青春之我、智慧之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案

例

设

在案例设计过程中，我们紧密围绕核心知识点，并巧妙融入思政元素，旨在培养

学生的专业素养与思想道德品质。课程实施时，我们首先通过开放性设问的方式导入

新课，以此激发学生的思考兴趣和探索欲望。随后，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的探究分析，



计

及

实

施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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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他们通过团队协作、资料查阅等手段，对问题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在此

基础上，教师再进行生动剖析，结合具体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相关知识，并引导学

生将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相融合，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课前探查：什么是节粮型畜牧业以及为什么会出现人畜争粮的问题？

设问导入：采用节粮型畜牧业发展模式将会是中国畜牧业弯道超车的机会吗？

学生探究分析：节粮型畜牧业能否沿用传统的配方设计技术？如何才能实现中国

特色的畜牧业发展模式？

教师生动剖析（思政按 事-理-德-人 融入）：人畜争粮已经成为迫在眉睫需要解

决的问题，节粮型畜牧业发展模式已经势不可挡。采用地源性饲料资源作为替代是唯

一可行的新道路。节粮型养殖模式与以往传统养殖模式不尽相同，传统的经验不在只

能作为参考。对于我国在传统养殖技术领域相对滞后的现状而言，新兴机遇的涌现无

疑为我们提供了迎头赶上的新契机。面对这些机遇，唯有坚持不懈地推动创新，方能

在这场科技竞赛中抢占先机。创新并非空中楼阁，它根植于坚实的科学原理之中，每

一项创新成果都需经过严格实验的验证与推敲。

课后拓展：调查了解节粮型畜牧业的发展历程与展望。调查学生对节粮型畜牧业

有哪些新的认识？以及如何将所需知识进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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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感悟：在学习能量饲料的过程中，以往学生往往仅停留在对其基本营养特性

和营养价值的表面理解上，机械地记忆其饲喂价值，学习过程显得抽象且缺乏生动性。

然而，在本教学案例中，我们采用了全新的学习方式。学生首先自发地投入到对当下

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节粮型养殖技术发展问题的探索中，主动寻找并思考解决这些

问题的方法。随后，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深入了解了一种创新的解决方案，这一过

程使他们深刻体会到了本章所学基本理论的重要性和实际应用价值。更重要的是，它

激发了学生进一步思考如何运用所学知识推动创新发展的热情与动力。这种教学方式

使得学习过程变得更加生动、具体且富有成效。

教学反思：谷实类饲料原料，作为能量饲料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传统教学中往

往因其概念性较强而显得较为枯燥，但它在整章内容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要求

学生必须牢固掌握。为了改善这一状况，我们巧妙地引入了杂交水稻的前世今生这一

思政案例作为课程的开场白。通过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讨论，这一创新的教学方式不仅

为整章内容增添了丰富的背景与外延，还让学生深切地感受到本节课的知识点与国家

前沿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相连。在这样的情境下，学生们带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去学习和理解这些饲料概念，他们的学习兴趣被极大地激发出来，从而更加主动地投

入到学习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