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兰州大学研究生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农村公共管理

一、课程概述

《农村公共管理》是一门研究农村公共管理组织和公共管理过程与规律的科学，是

管理学科中的一个分支学科。本课程在吸收国内外公共管理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分

别从农村公共组织管理、农村公共管理政策、农村社会保障管理、农村自然资源与管理，

以及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的公共管理等角度出发，从不同的侧面对当前中国农村公共管理

主体的构成、管理对象的特征、管理目标、管理任务、管理方法以及管理绩效等进行了

深入剖析，为学生构建农村公共管理的知识体系，深化对我国农村公共管理实践与改革

的认识。

二、先修课程

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经济学、公共政策学和人力资源管理学。

三、课程目标

掌握农村公共管理的研究内容，结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具体要求，让学

生了解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掌握解决或缓解这些问题的方法，增强学生服

务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四、适用对象

硕士研究生

五、授课方式

结合我国农村公共管理的实践、具体案例，以及研究进展，采取教师授课与学生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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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互动相结合的方式；在教学方法上结合多媒体课件、视频材料、文献阅读、案例分析

等手段，引导学生参与式学习，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六、课程思政教育内容与教学设计

农村公共管理课程思政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了解农村、

服务农村、管理农村三个思政主题为方向，以崇农爱农，敬业奉献为核心价值观，以“山

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为指导理念，以平台搭建、学生参与、教师引导、多方评价、有

机融合五个教学环节为依托，以服务农村，严谨专注，精益求精为原则，通过“课堂内

外”与“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达到实现学生、教师、校企合作单位等全方

位参与的目的，充分体现“三全育人”的需求。

农村公共管理课程思政元素主要包括两方面，即“农村情”与“工匠心”。根据课程教

学内容，划分为三个思政项目：了解农村，服务农村，管理农村。具体内容如下：

项目一：了解农村。通过课程思政，在讲授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以农为本的家国

情怀，使学生在充分了解农村公共管理的兴起与发展，概念与特征的基础上，探索农村

公共管理组织和公共管理的过程与规律，从而热爱农村，利用其所学专业知识建设美丽

新农村。

项目二：服务农村。通过课程思政，融入农业科技工作者永攀知识高峰案例、贫困

村脱贫致富故事等，使学生在充分理解我国农村管理制度建设、农村管理组织完善、农

村科教文卫体事业发展等知识的同时，受榜样作用鼓励，专注钻研，树立扎根农村，造

福农村的远大理想。

项目三：管理农村。通过课程思政，培养学生的人文关怀，待农以诚，引导学生理

解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农业现代化建设历程的同时，明白当前我国农村公共管理的新特点

与困境，并积极思考解决方法，助力乡村振兴与美丽新农村建设。

七、课程内容

1. 农村公共管理概述

主要内容：公共管理的概念及特点、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区别，农村

公共管理的兴起和发展等。在讲授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以农为本的家国情怀，使学生

在充分了解农村公共管理的兴起与发展，概念与特征的基础上，探索农村公共管理组织

和公共管理的过程与规律，从而热爱农村，利用其所学专业知识建设美丽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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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农村公共政策与管理

主要内容：农村土地政策与管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农村社会保障、农村

养老社会保险、农村医疗社会保险等。

3. 农村社会保障管理

主要内容：农村社会保障管理的内容、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中国农村社会保障

概述等

4. 农村自然资源与管理

主要内容：农村自然资源的类型与基本特征、农村自然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

策，农村环境管理。结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使学生掌握为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努力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目标的方式。

5. 农村科教文卫体事业管理

主要内容：农村科技管理、农村教育管理、农村文化管理、农村卫生管理和农村体

育管理等。结合“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目标，为学生讲授我国美丽乡村建设的典范，梳理

学生扎根农村，造福农村的远大理想。

6. 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的公共管理

主要内容：农村公共信息资源管理与电子政务管理、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农村社

会突发事件管理和村民自治。结合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真实案例，使学生明白当前我

国农村公共管理的新特点与困境，并积极思考解决方法，助力乡村振兴与美丽新农村建

设。

以上共计 6个专题，前 3个专题 12讲左右，后 3个专题 24讲左右。其中，教师讲

授部分以课程内容、研究进展、文献梳理为主，为学生在此基础上进行案例分析，发散

式讨论奠定基础。鉴于研究生层次的教学侧重于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40%的时间用于

学生的参与式学习，包括结合农村公共管理中出现的现实问题进行的课堂讨论与案例分

析；由教师指定农村公共管理某一领域的研究文献，安排学生讲解和讨论对该研究文献

的思考。教师通过课堂提问、学生 PPT汇报等形式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阅读能

力及分析问题的能力。

八、考核要求

考核方式为课堂考核与 PPT汇报相结合，课堂考核（课堂讨论、案例分析等）占

40%，PPT汇报（10-15分钟）占 60%，最终考核成绩实行百分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