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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耕读文化的涉农高校大学生心理素质提升策略与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实践

冯敏星  陈冲
山西农业大学，山西 太谷 030801

摘要：近年来，随着社会竞争加剧和就业压力的增大，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为响应国家关于加强高校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的政策文件，涉农高校结合自身特色，探索将传统耕读文化融入学生心理素质提升与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实践。本文
探讨了耕读文化的内涵及其对大学生心理素质的积极影响，提出了在课程设置、实践活动、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具体策略，文
章还重点分析了如何依托校企合作和评价体系改革，推动学生实践能力和个性化发展的路径，为高校的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方向
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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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ntensified social competition and employment pressures have drawn significant attention to the mental 
health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response to national policies emphasizing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gricultural-
related universities are leveraging their unique characteristics to integrate traditional agrarian culture into practices aimed at 
enhancing student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innovating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ssence of agr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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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和就业压力的
增大，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为积极
响应《加强新时代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
实施办法》文件精神，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
性被进一步提升。该文件强调，要依托多元化的
教育模式和实践活动，全面提升学生的心理素质，
促进其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在此背景下，涉农
高校结合自身的文化特色，将传统耕读文化融入
大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和弘扬，也是对新时代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创新
探索 [1]。将耕读文化中勤劳、自立、坚韧等核心
精神融入教育实践，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心理
素质，还为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提供了新路径。
这一举措对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提升其适应社
会与应对压力的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耕读文化与大学生心理素质提升的理论
基础

（一）耕读文化的内涵与特点
耕读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源自

农业社会，是将农耕与读书结合的独特文化形态。
这一文化不仅强调农耕的实践意义，更注重在劳
作中磨练人性，追求自立自强的精神。耕读文化
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勤劳与知识并重，使人们能
够在实际操作中积累经验，同时通过学习提升认
知能力 [2]。它不仅是一种生产生活方式，更是一
种体现社会价值观和人文关怀的文化模式，对于
培养人的责任感、勤勉精神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大学生心理素质的构成与重要性
大学生的心理素质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涵

盖智力素质、情感素质、意志素质以及人际交往
素质等多方面内容。智力素质决定了他们的思维
能力与学习效率，情感素质影响情绪管理与适应
能力，而意志素质则体现在应对挫折时的坚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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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力。此外，人际交往素质决定了他们在社会互
动中的沟通与合作能力。心理素质的高低不仅影
响大学生在学业和社交中的表现，还直接关系到
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和个人幸福，因此提升心理
素质对于他们的成长至关重要。

（三）耕读文化与心理素质提升的关联
耕读文化与大学生心理素质提升有着天然的

契合点。耕读文化所倡导的勤劳、节俭、自立、
自强精神，能够帮助大学生在面对学业压力和生
活挑战时培养出更强的自律性和责任感。通过实
践与理论的结合，学生不仅能够在农耕活动中磨
练意志、体会劳动的价值，还能通过读书扩展知
识、提升认知，从而实现心理素质的全面提升。

二、融合耕读文化的大学生心理素质提升策
略

（一）课程设置：融入耕读文化元素
要真正实现大学生心理素质的提升，课程设

置中的耕读文化元素必须深入融合，不能只停留
在表面做文章。涉农高校首先要在课程体系中系
统性地开设农耕文化课程，而不是仅仅作为选修
或泛泛的介绍课 [3]。课程内容要扎实有效，既要
涵盖农耕历史与农耕技术的知识积累，又要引导
学生从农耕文化的源头深挖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
价值观。这样，学生才能够在对农耕文化有深刻
理解的基础上，培养出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认同。
同时，高校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不能
仅靠课堂讲授，更要通过田间实践、实验田等形
式，让学生亲身体验农耕的辛劳与成就感，让这
些道理更加深入人心。此外，高校应定期举办传
统文化讲座，邀请耕读文化研究专家、优秀农民
代表、乡村建设先锋等，结合自身经历分享勤劳、
节俭、自立、自强的精神品质，形成生动鲜活的
教育场景，引发学生情感共鸣，为学生提供切实
可行的心理调节方法与经验。与此同时，心理健
康教育课程不能被忽视，它应当与耕读文化的精
髓相互呼应，共同成为心理素质提升的重要支撑。
依托情绪管理、压力调节等现代心理学理论与农
耕文化中的坚忍不拔精神相结合，学生能够在学
习和生活中更好地管理情绪、提升心理韧性。此
外，课程考核也应包括学生的情感体验与心理成
长反思，促使他们不仅在知识上得分，更在心灵
上得益。在这些举措的作用下，课程设置不再是
单一的知识灌输，而是系统化、立体化、融合化
的教育模式，真正将耕读文化内化为学生的心理
素质提升与人格培养的动力源泉。

（二）实践活动：体验耕读文化魅力
要依托实践活动提升大学生的心理素质，涉

农高校必须确保活动的设计不仅是走过场，而是
真正让学生在体验中深刻体会到耕读文化的精
髓。首先，农耕体验活动的安排应当涵盖从耕种、
施肥到收割的完整过程，而不仅是短暂的“浅尝
辄止”。学生只有在整个周期中亲身参与，才能
体会到农耕的辛劳与价值，培养出勤劳、节俭的
生活态度。对于这些活动，学校应当在每一个环

节设置任务与反思环节，促使学生不仅“做”农
活，更要“想”农活背后的意义 [4]。例如，在收
割后的讨论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收获背后
汗水与耐心的投入，帮助他们建立起珍惜资源、
尊重劳动的心理机制。其次，乡村调研活动不能
局限于走马观花式的短期访问，而应深入到乡村
的具体问题中，像贫困户生活改善、农业技术推
广等实际议题。这不仅能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和自立精神，还能让他们在解决问题中感受到自
强不息的精神力量，最终内化为他们应对未来困
难时的心理韧性。此外，传统文化节庆活动的参
与也应更加沉浸式，让学生亲身参与到节日准备、
民俗表演等环节中，而不是简单地充当旁观者。
学生只有在亲身参与后，才能更直观地感受到文
化的厚重与传承，激发他们的文化自信与民族自
豪感。为了让这些活动真正起到提升心理素质的
作用，学校可以结合每次活动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辅以团体辅导或反思日记等形式，引导学生表达
参与活动中的感悟与成长，帮助他们在实践中不
断强化心理素质，学会感恩并回报社会。实践活
动不仅要让学生“动手动脚”，更要“动心动情”，
通过一系列深度参与的活动设计，帮助他们培养
出坚韧、自立、乐观的心理素质。

（三）校园文化：营造耕读文化氛围
要真正打造充满耕读文化氛围的校园，涉农

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不能只停留在表面上的装
点，而是要切实通过一系列细致入微的措施，逐
步渗透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首先，设置耕读文
化展示区应当不仅仅是展示传统农具或艺术品，
而是要有互动性和教育性的设计。展示区可以开
设实物互动体验区，让学生们亲自体验古老的农
具操作，感受过去农业生活的艰辛与智慧，增强
对农耕文化的感知与理解。同时，还可以增加数
字化展览，用现代科技重现古代农耕生活的场景，
让学生能够更生动、立体地了解耕读文化的丰富
内涵 [5]。高校每年举办的耕读文化节活动应当有
持续性和创新性，不仅局限于传统的手工艺展示
和诗词朗诵，而要结合当代学生的兴趣，将现代
科技与传统文化融合。例如，可以设置“耕读文
化 + 科技”互动展区，展现现代农业技术与古代
农耕文化的碰撞，让学生从中感受到传统文化与
现代技术相辅相成的力量，这种体验更能够激发
学生的文化认同感与创新意识。此外，校园环境
的绿化和美化工作也不能忽视，耕读文化讲求天
人合一，因此高校应在绿化中融入农耕元素，例
如在校园内规划小型的田地或植物园，定期组织
学生参与种植和维护，在培养他们环保意识的同
时，依托实际的劳动体验来感受到生命的自然节
律与耕读文化的内在和谐。打造一个宜人而富有
文化底蕴的校园环境，使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心理
素质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升。最重要的是，文化
建设要长期坚持且逐步推进，高校管理层需要有
明确的规划，将校园文化作为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和心理韧性的战略措施，注重细节并不断创新，
让校园的每一处角落都充满耕读文化的气息，从
而为学生提供一个既富有文化底蕴、又有助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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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成长的学习生活环境。

三、融合耕读文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践

（一）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注重全面发展与
个性化培养

要实现人才培养模式的全面改革，涉农高校
必须摆脱单纯依赖知识灌输的传统模式，转而重
视学生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化培养。首先，高校应
将耕读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如勤劳、节俭、自
立自强等精神品质，融入人才培养的整体框架中，
不仅体现在课程大纲中，还要渗透到各个教学环
节。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应该通过案例
分析、角色扮演和讨论等方式，感悟这些品质如
何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其次，在综合素质的培养
上，高校要注重人文关怀与创新思维的提升。例
如，在课堂教学之外，增设与社会发展、文化传
承密切相关的研讨活动，使学生不仅是专业知识
的接受者，还能成为社会问题的思考者和解决者。
在此基础上，涉农高校还应加强实践教学环节，
通过实际农耕体验、乡村调研和创业项目等活动，
让学生在实践中磨练自我，培养解决复杂问题的
能力 [6]。这不仅能锻炼他们的动手能力，还能帮
助他们在实践中提升心理素质，增强适应社会发
展的韧性与能力。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课程设计
也必须更加灵活，针对不同的学生兴趣和特长进
行个性化调整，使得学生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
能够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有更加深入的探索与突
破。

（二）校企合作：增强职业素养与实践能力
校企合作是提升学生职业素养与实践能力的

重要桥梁，涉农高校必须更加注重与农业企业和
乡村社区建立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首先，高
校应与农业龙头企业、创新型农业技术公司以及
乡村基层单位签订长期的合作协议，确保学生能
够定期进入企业实习和接受实践培训。这种合作
不仅能帮助学生深入了解现代农业的实际运作模
式，还能让他们掌握前沿的农业技术与管理方法，
从而增强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此外，校企合
作应当充分利用企业的资源，邀请企业的专家和
管理人员到校园内授课或进行讲座，让学生不仅
从书本中获取知识，更能从行业内部人士那里获
得最新的行业动态和职业建议。这种方式能够有
效地缩短学生从学校到职场的适应期，提高他们
的就业竞争力。另一方面，企业也可以充分利用
好高校的科研资源和学生的创新思维，解决实际
运营中的技术难题，实现双赢。在这样的合作模
式下，学生不仅能够锻炼专业技能，还能在真实
的工作项目中锤炼出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对于他
们未来的职业发展是必不可少的经历。因此，高
校在推动校企合作时，必须更加灵活创新，不仅
停留在提供实习机会上，更要确保学生在实践中
得到真正的锻炼与成长。

（三）评价体系创新：注重综合素质评价与
个性化发展

评价体系的改革对于全面衡量学生的发展水

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涉农高校需要从根本上
改进现有的评价模式，不再单纯依赖分数和考试
结果，而是要建立起更加全面的综合素质评价体
系。首先，耕读文化中提倡的勤劳、节俭、自立
等精神品质应当被纳入评价标准，学校可以通过
学生在实践活动中的表现、日常学习中的态度以
及团队合作中的贡献来进行综合考评。此外，创
新能力的评价也应更加灵活，利用项目式学习、
创新竞赛、创业实践等方式，衡量学生在解决实
际问题时的创造力和执行力。同时，过程评价与
自我评价也是不可忽视的环节。高校应注重学生
学习过程中的进步与反思，定期采用学习汇报、
个人成长日志等形式，帮助学生梳理自己的成长
轨迹，鼓励他们自我反思和相互学习，培养学生
的自我管理能力，引导他们在反思中不断进步和
成长。为了进一步推动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学校
还应根据学生的兴趣与特长，制定个性化的培养
方案和发展路径，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在自己擅
长的领域获得充分的发展，实现真正的因材施教
和个性化培养的目标。

四、结语

将耕读文化融入涉农高校大学生心理素质提
升策略与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实践，是一项具有
深远意义和长远影响的工作。通过将耕读文化元
素融入教育体系、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以及
营造充满耕读文化氛围的校园环境，我们可以有
效地提升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增强他们应对各种
挑战的能力。此外，通过改革现有的人才培养模
式、加强校企之间的合作以及创新评价体系等措
施，我们可以培养出更多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这些人才不仅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还具备较强
的市场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展望未来，我们需要
进一步加强耕读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工作，确保这
一宝贵的文化遗产能够继续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涉农高校也应当持续深化教育改革，不断创新教
育理念和方法，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满足社
会对高素质人才的期待。通过这些不懈的努力，
我们将为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
素质人才做出更大的贡献，为社会的进步和乡村
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进而推动整个社会
的和谐发展和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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