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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专业课教师是课程思政理念的直接践行者，在夯实学生专业知识基础、提升学生综合能力的同时，

还要责无旁贷地肩负起立德树人的岗位职责，其中理工科专业教师面临的难题和挑战不可小觑。从理念

目标、学科特性及教学实践来分析，传统的理工科课程中，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发挥存在一定的难点，

而项目式教学改革带来了解决方法。本文结合贵州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地图学的教学改革实践，从课程

目标及内容的重塑、教学过程设计与评价体系的优化等方面出发，分析理工科课程思政建设的逻辑和设

计理念，并加以实例阐释、案例示范，初步探索了基于项目式教学的理工科课程思政建设的有效路径，

为一线理工科专业教师提供参考，服务高校课程思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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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fessional course teache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direct practitioner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cepts of the curriculum. While consolidating student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base and improving their comprehensive ability, they should also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Among them, the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eachers majoring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cept goal, subject characteristics and teaching practice, the traditional science and engi-
neering courses, there are some difficulties in the rol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project-based teaching reform has brought solutions. Guizhou education demonstration course 
of cartography teaching reform practice, from the objective and the reshaping of the content, the 
teaching process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f evaluation system, analysis of logic and the desig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deological concept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urses, and the instance 
interpretation, case demonstration, explored based on the project type teaching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urse effective path of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eachers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nd to serv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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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4 年起，上海高校率先探索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转变，先后推出“大国方略”等一批“中国

系列”大课，“课程思政”理念开始形成与发展。此后，伴随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2018
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的召开以及 2020 年《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
下简称《纲要》)的出台，课程思政的基本理论问题得以廓清并在全国得以推广，对课程思政的认识不断

提升、实践逐步深入、研究持续深化[1]。经文献统计分析发现，近几年课程思政的研究成果主要可以分

为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两类，前者侧重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德育理论、课程与教学论等角度出发，对

课程思政的内涵、价值、特征与内在机理等问题进行研究；后者侧重对课程思政实践的路径方法、问题

分析、经验总结等的研究，既有课程思政设计与实施中的共性问题探讨，也有基于学科、专业和课程角

度的探讨[2]。继续全面推进和深化课程思政建设，需要加强引领示范，大力推广课程思政建设先进经验

和做法，为广大一线教师开展课程思政提供具体的实例借鉴。 

2. 理工科课程思政建设面临的实践难题 

相较于人文学科，理工科的课程思政建设存在一定难点，但同时也具有鲜明的特点和重要意义。梳

理理工科课程思政建设相关文献发现，有的是从学科建设特点出发探讨理工类大学课程思政建设的通用

路径[3]，有的从顶层设计入手与实施，探索专业认证模式下的课程思政建设途径[4]，有的联系课程和专

业不同层面提出了由点及面的课程思政体系建设模式[5]，还有的聚焦于课程思政的教学难点问题，如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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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体系、教学评价机制建设等进行研究[6]。但微观层面上基于课程改革实践的具体研究较少，并且大多

仅针对课程自身的目标、内容、方法、评价等融入思政，未明确分析其背后的逻辑和设计理念，缺乏普

适性和借鉴意义。因此，针对理工科课程的特点，结合课程教学改革探索课程思政建设路径的研究具有

重要意义，但同时也面临着各方面的难题与挑战。 
(一) 理念目标方面 
从理念目标来看，通常理工科教师考虑“育才重器”的多，考虑“育人育德”的少。虽然近几年来

课程思政越来越受到重视，从教育部到各省各市也相继选树了一批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但理工科教师队

伍中仍有人对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和方法策略存在若干误解。例如，有的认为理工科课程教学任务

重，没有时间开展课程思政；有的认为理工科课程重逻辑推理，在诸如推理、证明、应用、实验等教学

活动中难以如盐入水地开展课程思政；也有的老师认为课程和思政应该各司其职；有的认为课程思政难

脱“两张皮”的俗套；有的认为课程思政就是课堂思政，只需要在课堂里结合某些内容或案例讲出事先

设计好的有思政含义的话就行；还有的老师认为在课堂上讲授人生感悟就是课程思政[7]。这些观点，有

的是错误的，有的是不完整或不准确的，但也可以看出全课程的思政融入，必须先转变部分教师的观念。 
(二) 学科特性方面 
从学科特性来看，理工类专业课程具有逻辑性强、感染力弱的特点。理工科课程本身以自然科学知

识为基本对象，反映事物的自然规律和运行机理，具有客观性，其理性思维特点与思政偏向于情感、责

任等的感性思维似乎很难真正融合[8]。但是，理工科的专业大部分是与国家发展﹑国防建设﹑互联网信

息﹑生产生活实际等相紧密联系的，而这些重要领域都要求各级各类人才必须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才能确保国家和民族利益安全、一切工作的方向正确，确保为人民服务的

主旨。虽然表面看上去理工科课程似乎与思政没有直接关系，但实际上诸多课程和内容细节都是思政教

育的直接体现和现实案例，是真实有效的课程思政。因此，如何深入挖掘学科和课程自身的思政元素和

思政教育资源，并结合恰当的方法进行运用，是当前理工科课程思政建设的难题之一。 
(三) 教学实践方面 
从教学实践来看，传统的理工科课程教学往往重“术”的掌握和运用，轻“道”的阐释和弘扬。一

些理工科课程要求掌握相应的知识原理、技术方法和作业流程等，教学的重点在技术和知识层面，最后

实现学生对技术和知识的综合运用，强调“工具理性”[9]。在传统理工科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讲授多互

动少、认知多情感少，容易使思政元素在理工科课堂中的融入显得“刻意”，很难达到“如盐入水、润

物无声”的效果。因此，如何在理工科课程中实践课程思政，潜移默化育人，需要结合课程特点进行相

应的教学方式改革和探索。 

3. 理工科课程运用项目式教学的特点及优势 

项目式教学具有问题性、探究性、合作性、反思性等特点[10]，为理工科课程思政“盐溶于水”的问

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路径。 
(一) 项目式教学的本质 
项目式教学关注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性角色，强调通过完成项目、合作探究来达到学习的目标[10]。

项目式教学依托于建构主义学习理念，从学习科学的视角分析，项目式教学依据积极建构的视角，为学

生提供了一种探究式学习的路径，在深入问题的解决过程中积极合作、探究并建构相应答案或可行的方

案，积极建构学习的意义，使学生深层理解学习；项目式教学依据情境学习的视角，让学生获得直观体

验，面对真实的问题情境挑战进行观察、思考、合作和创造，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提升高阶思

维能力；项目式教学依据社会交互的视角，引导学生参与社会生活相关情境，建合构并分享知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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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互动发展，促进学生对学科知识内涵的理解；依据认知工具视角，项目式教学通过“做中学、做中教”

让学生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进行可视化学习，能够帮助学生实现知识的快速理解和掌握[11]。 
(二) 项目式教学的特点与优势 
1. 问题性。项目式教学的核心思想是通过现实世界中的真实问题情境捕捉学生的兴趣，并唤起其深

度思考，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使学生获得并应用新的知识[12]。项目式教学的问题来源于实际生活情境，

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动力，让学生从疑惑“为什么学”转变为自信“学以致用”。尤其在理工

科教学中，基于问题情境，让学生在项目式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中增进对社会发展的理解，有助于提高自

己的国情意识、促进社会责任感，同时也培养了社会认知和社会实践能力。 
2. 探究性。项目式教学以活动探究为主体，强调学生的自主探索、分工合作，教师提供支架式教学，

主要作用是指导、促进，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与学生进行充分交流和探讨，及时答疑解惑、反馈改进。一

方面能有效激发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也能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探索精神，这不

仅符合“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教学原则，促进学生的知识理解、知识构建、知识运用等过程，同时

使学生更深入地去探索重要且有现实意义的课题，体验创新的艰辛与乐趣。 
3. 合作性。项目式教学以合作学习为主要形式，重视学习共同体构建，在学习过程中群策群力、攻

克问题、收获成果，不仅可以增强学生获得感、满足感，持续激发学习动力，同时还能更好践行“以学

生为中心”的理念，将育人贯穿于教学全过程，促进师生互动和朋辈学习，加强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 
4. 反思性。项目式教学以多元评价为目标，强调项目后的反思与改进，通过项目成果的展示、互评、

总结、分析等过程培养学生的“分析、综合、评价”等高阶思维能力，同时有助于批判性思维的养成。

利用多元评价观察学生思想和行动的变化，多维度进行思政育人成效评估，同时又能将评估结果运用于

教学设计的改进，还能在评价过程中融入思政，实现育人过程的循环迭代。 

4. 项目式教学改革服务理工科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 

结合理工科课程思政的难点与项目式教学的特点，在开展项目式教学改革的同时进行课程思政建设，

从课程目标对人才培养的根本支撑出发，锚定课程育人目标；根据育人目标深挖课程内容本身蕴含的思

政资源，整合重塑项目式的专业教育与课程思政内容体系；结合项目式学习的特点，将课程思政元素融

入课前课中课后、线上线下的教学全过程，在学习实践中潜移默化育人；借助多元化的项目式教学评价，

在评估和反馈的过程中延伸和深化思政教育。以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地图学”为例，以项目式教学

改革推进课程思政建设，通过课程目标及内容的重塑、教学过程设计与评价体系等的优化，明显提升了

教学育人成效，积累了有益的教学经验。 
(一) “结合实际、各司其职”明确课程思政目标 
《纲要》中要求高校课程思政要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的特色和优势，研究设计不同专业的育人目标。

对于广大一线教师而言，应基于学情和学科课程特点、围绕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立足专业课程群的布局

和育人目标框架，瞄准课程特征来构建具有逻辑性、体系化的课程育人目标，既体现与思政课程的“同

向同行”，又结合课程自身特点能“各司其职”，避免课程思政建设在专业各门课程中重复。 
以我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必修课“地图学”课程为例，从起点水平、学习水平、思想水平

三个方面分析总结了学情，梳理出学生“勤知识学习、疏思维创新，有前进动力、缺专业自信，重个人

发展、轻社会责任”的痛点问题。结合学校为地方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办学定位，围绕学科人才培

养方向和专业培养目标，确定了以“培养学生成为具备读图、用图、制图、析图能力，服务地方建设的

城乡规划人才”为核心理念，从四个维度重新构建了课程目标体系：① 知识目标维度，强调系统掌握地

图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通过项目专题情境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人地关系及地理空间信息的应用，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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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生构建知识体系、提升对学科价值的认知；② 能力目标维度，通过项目式学习过程中对地图的应用、

分析、评价、创造等，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和训练自主学习能力和深度探究能力；③ 思维目标维度，逐

步培养地图思维和空间素养，通过理论与实践训练培养项目系统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④ 价
值目标维度，以提升社会责任感为主线，结合不同的专题项目训练，在学习实践中树立科学精神和工匠

精神，培养专业自信和责任感使命感，形成科学求真、艺术求美、技术求精、文化求深的地图学价值观。 
(二) “深挖整合、项目重塑”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体系 
传统的理工科课程教学内容按照教材的章节安排划分，是知识化、技能化的组合，思政教育通常仅

是点缀性地纳入专业知识的学习和相关实验实践中，不具有系统性。如今全国各高校广泛开展课程思政

建设，很多教师越来越热衷于构建课程思政元素案例库，笔者认为有利也有弊，有利于课程思政的不断

发展和持续推进，但也容易使课程思政的教学实践“程序化、同质化”从而让学生产生“审美疲劳”。

课程思政应尽量减少“左手知识点、右手思政元素”的粗略融合，应该从知识点出发深入思考和挖掘其

背后的哲学思想，课程思政元素本来就来源于知识底层，生发于知识本身的课程思政更能引起教师和学

生的共鸣。 
在地图学课程中，针对学生基础薄弱、高阶能力和专业素养不足的问题，基于项目式教学理念，优

化了教学内容体系，并以相应专题项目为载体，将理论知识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迭代贯穿于项目实践中，

为学生构建了有温度有深度的学习内容体系，见下表 1。 
 
Table 1.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 system of cartography course 
表 1. 地图学课程思政内容体系 

专题项目 项目内容 主要教学内容 思政设计 

图识古今 “地图之 3W” 
When：地图及地图学起源和历史发展 
What：地图的概念和功能 
Where：地图应用领域 

在古今地图的识读中体会地图

思维和美学思维，滋生家国情

怀、社会责任 

图瞰校园 校园地图制图 地图数学基础、地图数据源、地图语言、制图

综合、地图生产与管理等 

在校园地图的勘察、设计、制

作中培养责任感使命感和专业

自信 

图建家乡 家乡专题地图

制图 

专题地图特征与分类、专题地图符号设计、专

题地图表示方法、专题地图设计、基于制图软

件的地图图例设计、图面配置、成图过程、地

图的评价等 

在构思、设计、创造和评价一

幅家乡专题地图的过程中增强

作为制图者的责任感使命感，

培养技术求精的工匠精神 

图研地方 结合科研项目

制图 

专题地图设计、遥感制图、数字地图制图、地

图分析基本方法、热点前沿、具体科研项目涉

及内容等 

在实际科研项目中学习用图解

决实际问题，为地方建设出力，

提升专业自信和成就感以及作

为用图者的责任感 

图析社会 地图分析评价 
基于 GIS 软件的地图分析方法、地图应用、地

图分析前沿内容、地图应用于各行业的实例分

析等 

在各行业运用地图分析、规划、

决策的案例学习中体会科学求

真精神，培养社会责任感 
 

(三) “课前课后、项目实践”构建全过程思政育人模式 
在传统的理工科课堂中，以讲授为主、辅以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活动的教学模式已无法支撑课程多

维目标的达成，更难以让课程思政教育真正入脑入心。理工类专业课程教育教学过程中融入的课程思政点

往往是那些知识背后的历史沿革和名人故事，诸如此类的案例、事迹的引入固然能起到一定的课程思政作

用，但往往由于与实际生活的距离感无法实现思政元素的入脑入心。运用项目式教学，能够让学生沉浸

于类似的探索情境中，像先哲们那样思考，亲自体验困难、解决问题，在实践中体验内心的触动和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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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学课程以项目式教学策略构建“课前思政–课中思政–课后思政”的全过程思政育人模式，在

项目教学的各阶段精心设计不同的思政教育方式，在学习和实践中植入育人目标、构建育人过程、评估

育人成效。例如，课前思政，运用线上教学平台发布项目任务、建立专题情境，同时隐性植入育人目标，

驱动学生进行线上自学及合作探学，通过自学测验、线上主题讨论等形式强化自学效果，在自学、讨论、

合作中实现思政元素的“入脑”；课中思政，在线下课堂依据项目主题和教学内容采用不同的教学形式

构建育人过程，如对分课堂、合作设计、项目成果展示、总结评价等，充分运用教学过程中的育人资源，

潜移默化让思政元素“入身”；课后思政，通过作业、学生评价、问卷调查、项目总结等多种渠道观察

了解学生的思想变化，评估育人成效，同时在作业任务、第二课堂、竞赛培优、项目指导等过程中也可

以适当融入思政育人元素，形成良性循环，深化思政育人效果，实现课程思政真正“入心”。 
(四) “多元评估、观察反思”评价中延伸思政教育 
课程思政育人成效的评估具有影响因素复杂、难以精确评价、效果不易外化、评估周期较长等特点，

难以在课程周期内便做出准确合理的评价。如何进行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评价，至今也尚未形成系

统的理论与操作方法。笔者认为，理工科课程思政的评价应结合项目式学习的特点，从课前自学评价、

课堂教学实时评价、项目成果评价、课程阶段性评价等维度设立标准，设置核心观察点，同时运用好模

糊评价手段和教学活动中的复合型数据，并及时给与反馈，有助于育人成效的评估和提升。 
地图学课程中，课前自学评价，通过智慧教学平台统计学生课前学习数据，以及学生对课前自学总

结作业的互评结果，从学习状态数据和互评讨论中可以观察学生的学习态度及互评中体现的思想观念；

课堂教学实时评价，通过课堂上测验、互动、课堂表现、活动效果等实时评估学生的学习水平和思想态

度变化，例如测验抢答中，回答正确与否考察的是能力而抢不抢则考察学生的态度；项目成果评价，根

据教学内容设计，每个项目专题中，以组内互评、组间互评、教师评价等方式对每组项目成果进行综合

评价，促进学生反思改进，同时在互评过程中考察学生客观公正的价值判断；阶段性评价，除了考察专

业教育的阶段性学习效果，还通过问卷、讨论、辩论等形式搜集学生对课堂、教师的意见建议，以及学

生对自己的学习进行评价，有利于学生自省自律、教师及时调整教学；课程终结性评价与内化评价，按

照培养方案地图学课程属于考试课程，综合了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和特色考核(考察个人地图作品或参与

竞赛获奖)进行终结性评价，并基于期末结课展示进行内化评价，可以从中评估学生对课程的感悟和思想

变化，更能有效提升学生的获得感和成就感。 

5. 结语 

地图学课程的教改实践表明，项目式教学能有力支撑包含知识、能力、思维、价值多维度教学目标

的实现；通过教学内容和思政教育资源的整合，重塑课程内容体系实现课程思政的“如盐入水”，与专

业知识教学“浑然一体”；基于项目式教学策略构建全过程思政育人模式能帮助课程思政真正“入脑、

入身、入心”；运用好模糊评价手段和教学活动中的复合型数据，实施多元评价、及时反馈，有助于思

政育人成效的评估和提升。专业课尤其是理工科专业课的课程思政建设并不容易，是一项隐性、持续、

复杂的系统工作，未来还可基于更多的教学实践经验进一步丰富课程思政建设的实现路径，发挥好课程

的示范作用。 

基金项目 

2021 年贵州省高等学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黔财教[2021] 78 号)；2021 贵州省普通本科高

校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学名师、教学团队)——地图学；2022 年贵州省级“金课”线上线下混合一流课

程——地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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