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 
高 等 学 校 农 学 教 材 研 究 

关于申报教材基地课题规划系列教材的通知 

各农林高等院校：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新农科建设要求，深化“大课制”教育教学改

革在农林院校的实践，推动教材建设与课程体系协同创新，同时助力中

国农学领域教材走向国际舞台，提升我国在国际农业教育领域的影响

力与话语权，现依托教材基地面向全国农林院校，同步启动“大课制”

改革系列教材、新农科数字系列教材以及中国农学外译系列教材三大

课题规划教材申报工作，旨在通过融合信息技术、优化课程体系、促进

国际交流，全面推动农林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申报类别 

（一）“大课制”改革系列教材 

1.申报背景与目标 

作为农林院校“大课制”改革的首创实践，当前课程体系已构建

“大类平台课+专业大课+特色选修课”框架，但教材建设存在跨学科

融合不足、数字资源滞后、内容整合度低等共性问题。本次申报旨在： 

 针对《“大课制”改革系列教材选题清单》（附件 1）中的核心选

题（涵盖农业科学、生物科学、农业工程、生态环境、交叉融合等学科

领域），开发适应农林院校特色的新型态教材。 

 构建“高整合、强基础、重前沿”的教材编写标准，形成可推广 

 



的农林院校教材建设范式。 

 建立跨校协同的教材动态更新机制，推动教学内容与现代农业科

技、产业需求同步迭代。 

2. 教材编写方向及要求 

（1）重点编写领域 

 农业科学类：以农学、动医动科、植物保护等传统学科为根基，

融入基因编辑、数字农业等技术，推动传统农业技术向智慧化升级。 

 生物科学类：生物化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等教材需融入基因

编辑、合成生物学等前沿技术，强化农林特色知识体系。 

 农业工程类：程序设计、智能建造、农机农艺学等教材需结合智

慧农业场景，增加精准种植、无人农机等实践案例。 

 生态环境类：基础生态学、环境污染控制等教材需对接“双碳”

目标，突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田碳汇等特色内容。 

 交叉融合类：智慧农业导论、生态系统模型分析等教材需打破学

科壁垒，整合信息技术与农业传统农业学科。 

（2）核心编写要求 

 内容创新：融入“新农科”理念，强化农林院校特色。 

 形态创新：采用“主教材+数字资源”模式，配套虚拟仿真实验等。 

 评价创新：基于 OBE理念设计“教学目标—实践项目—产业认证”

闭环体系。 

（二）新农科数字系列教材 

1.申报背景与目标 

新农科数字教材是服务农业数字化转型与推动农业教育信息化的

核心载体，本次申报旨在： 



 开发覆盖“互联网+农业”“智能+农业”等新形态的数字教材，支

撑新农科人才培养。 

 构建“虚拟仿真、智能交互、数据驱动”的教材标准体系，推动

传统农业教育模式创新。 

 探索数字教材在智慧农业、生态循环农业等前沿领域以及经典领

域的教学应用，提升农林院校育人质量。 

2. 申报方向与内容 

（1）交叉融合类数字教材 

 农业+信息技术：开发农业人工智能应用教程、农业大数据分析与

决策等方面教材，集成机器学习模型、作物生长预测算法等功能； 

 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农业碳汇数字模拟、农业绿色生产技术交互

等方面教材，嵌入 LCA 生命周期评估工具与碳中和相关案例库。 

（2）前沿技术类数字教材 

 智慧农业装备：开发农业机器人操作虚拟实训、农业无人机精准

作业数字手册等方面教材，融合北斗导航、机器视觉等技术场景； 

 生物育种创新：建设作物基因编辑数字实验室、分子育种智能设

计系统等方面教材，支持 CRISPR-Cas9 虚拟操作、育种数据可视化分

析。 

（3）实践创新类数字教材 

 虚拟田间实训：开发作物表型组学数字采集系统、智慧农场 VR 

运营沙盘等方面教材，实现从种植规划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模拟。 

（4）传统学科改造的数字教材 

 基于数字技术重构传统农学知识体系：聚焦传统农业学科，融入

物联网监测、数字孪生等技术，推动“经验型”教学内容向“数据驱动



型”转型，构建“田间实景+虚拟仿真”的交互式知识图谱，实现传统

农业技术与与智慧农业场景的深度融合。 

（三）中国农学外译系列教材 

1.申报背景与目标 

农业教材外译是传播中国农业科技成果、讲好农业发展故事的重

要途径。本次申报旨在： 

 支持农业传统优势学科经典教材的外语翻译与国际化改编，推动

作物栽培、土壤肥料等领域经典教材走向世界。 

 鼓励具有国际视野的农业前沿原创英文教材，融入中国农业研究

成果与实践经验，如智慧农业、生物育种、低碳农业等热点领域。 

 建立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的农业教材外译标准，提升中国农业教育

的国际话语权。 

2. 申报方向与内容 

（1）经典教材外译类 

 重点领域：作物学、园艺学、植物保护学、农业资源与环境等传

统优势学科。 

 具体要求：选取国内经典教材进行外语翻译，结合国际农业教育

需求改编内容，如补充全球农业案例、调整知识结构等。 

（2）前沿教材英文原创类 

 重点领域：智慧农业、农业绿色发展、农业数字化转型、全球粮

食安全等国际热点问题。 

 具体要求：具有国际视野的原创英文教材，融入中国农业科技创

新成果与实践经验，如中国特色的高效农业技术、乡村振兴案例等。 

二、申报条件与材料 



（一）申报主体 

 全国农林院校课程组或教学团队，鼓励校际联合申报，鼓励 "校

-企-研" 联合申报。 

 负责人需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 

（二）申报材料 

     《课题项目教材申报表》 

三、申报流程与时间安排 

1. 材料提交说明 

请按以下要求提交相关材料： 

（1）纸质版材料 1 份 

 提交流程：经所在学院审核盖章后，由学院统一报送至学校教务

部门，由教务部门盖章后统一寄送。 

 邮寄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 2号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邮

编 100193）。 

（2）电子版材料 

 发送邮箱：gjjcjd@cau.edu.cn。 

 文件要求：word电子版统一打包为压缩文件（命名格式：院校名

称 + 申报教材基地课题规划项目材料 + 日期）。 

 截止时间：2025年 10 月 31日。 

2. 评审立项 

 收到材料后组织专家联合评审，重点考察学科交叉性、技术创新

性、教学适用性。 

 立项结果：入选教材项目纳入“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高

校农学教材研究）课题专项”，由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统一出版，同时





附件 1：《“大课制”改革系列教材选题清单》 

序号 选题名称（暂定名，可补充） 序号 选题名称（暂定名，可补充） 

1 生物化学 35 草地资源学 

2 生物统计学 36 生物信息学 

3 生物学 37 合成生物学 

4 现代生物技术概论 38 生态学概论 

5 遗传学 39 分子生物学 

6 公共卫生与生物安全 40 信号与系统 

7 生命科学导论 41 数据结构 

8 现代农业概论 42 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 

9 程序设计 43 计算机组成原理 

10 电工电子技术基础 44 计算机网络 

11 画法几何与工程制图 45 电磁场与电磁波 

12 工程项目管理 46 电路 

13 工程训练 47 遥感原理 

14 机械工程基础 48 操作系统 

15 水资源学 49 地理信息系统原理 

16 智慧农业导论 50 智能建造 

17 基础生态学 51 细胞生物学 

18 生态与环境科学研究方法 52 化学信息学    

19 生态与环境科学野外大实习 53 弹性力学 

20 气象学与气候学 54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21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 55 智能传感与处理 

22 环境污染控制与修复 56 农机农艺学 

23 全球变化及应对 57 计算机辅助产品设计 

24 生态工程 58 精度与测量 

25 环境评价与管理 59 机械制造工程学 

26 土壤学 60 传感与测试技术 

27 地质与地貌学 61 工程材料及成形技术 

28 测量与地图学 62 智能养殖技术与应用 

29 空间信息技术 63 动物福利与伦理 

30 土地资源管理 64 草产品生产学 

31 国土空间规划 65 草种子学 

32 空间经济学导论 66 兽医病理生理学 

33 生态系统模型分析 67 动物营养学 

34 植物保护学 68 动物育种学 



附件 2：教材基地课题项目教材编写申报表 

所在学校及院系  

姓  名  从事专业  出生年月  

毕业学校 

及专业 
 职  称  职  务  

学  历  执教课程 

 

 

 

执教年限  

拟编写 

教材名称 
 适用学时  

选题类别 □“大课制”改革系列教材 □新农科数字系列教材 □中国农学外译系列教材 

本校选课 

学生数量 
 申报主编//副主编//参编  

学校每年选课学生数量  

近 5 年选用教材 

（名称、主编、出版年） 
 

近 5 年主编或参编过哪些教材（教材名称，主编、副主编、参编，出版年）： 

 

 

 

 

 

 

近 10 年承担过哪学研究项目及获奖情况（申请主编必填）： 

 

 

 

 

 

 



计划编写的教材内容有何特色？创新性方面的考虑？（申请主编必填） 

 

 

 

 

 

 

院系审核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教务处审核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e-ma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