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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高校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举措，需要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之中。本文就地球物理实践教学

中开展思政教育进行研究，分析了实践教育中开展课程思政的优势并应用与实践教学之中。在实践教育

中充分挖掘不同地球物理方法所涉及的思政元素，利用实践教育过程中师生共同学习和生活时间较长等

特点，教师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等方式达到思政教育的目的。根据实习基地周围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灵活多样的开展思政教育。将思政教育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到教学工作之中，从而培养具有家国情

怀、工匠精神、专业能力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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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initiative for cultivating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ch needs to be carried out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 of education. This paper 
conducts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s education in practical teachi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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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physics,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of carrying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s education in practical 
and applies them in it. Practical education fully exploit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s elements in-
volved in different geophysical methods, makes us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studying and living together for a long time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e, and teachers teach by ex-
ample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patriotism 
education bases around the internship bases, we can carry ou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in a flexible and diversified way, integr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teach-
ing work in a smooth way, so as to cultivate modern talents with national sentiment, craftsmanship, 
and professional ability for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aesthetic and 
labori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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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校作为我国人才培养的基地，担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光荣使命。高校所培育的人才不但要

具有扎实的专业技术知识，更重要的是具有高尚的品德。近年来如火如荼开展的课程思政教育就是要充

分开发利用每门课程的思想政治元素，在课程教学中达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从而避免思想理论课与其

他课程之间脱离的现象[1]。在新的时代，高校要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的整个体系，全面推进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2]。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

调了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2]。为了贯彻党中央关于将思

想政治工作贯彻教育教学全过程这一指导方针，近年来，广大教师围绕课程思政建设进行了大量的探索

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3] [4] [5] [6]。在大力开展课堂思政教育的同时，理工科院校在实践课程中关注

的重点主要在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的培养，而忽视了思政教育方面的工作[7] [8]。因此，开展实践环节教

学中思政教育探索研究是非常必要的[9] [10] [11]，而且实践教学无论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都有别于课

堂教学的授课方式，在课程思政开展方面可以采取更加灵活多样的教育方式，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鉴

于以上因素，开展实践教学过程中思政教育方面的研究，深挖实践教学内容中的思政元素，利用多种方

法手段提升实践教学过程中思政教育的水平是非常有必要的。因此，本文就地球物理实践教学中最为重

要的教学实习为例开展思政教育的探索研究并应用于其中。 
地球物理是运用物理学的原理和方法，通过观测、实验、理论分析和计算模拟等过程来研究与地球

有关的物理问题和地质问题，为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勘探与开发、灾害预测预防、国防建设、环境监测和

保护、文物勘查、大型工程基址勘察及探测提供科学依据。地球物理教学实习是我校地球物理学专业本

科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学大纲设计时主要从学生需要达到的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价值目标

来制定。知识目标就是要求学生掌握地球物理勘探原理、工作方法和技术。能力目标是掌握不同地球物

理仪器操作技术和数据处理的方法，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独立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科学

的思维方式和开创的精神。价值目标是坚持立德树人，以德育为先，通过正面的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学生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学生热爱专业，能够积极投身于国家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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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地球物理学的引领创新。 
我校地球物理教学实习课程安排时间为五周，实习地点位于湖南省岳阳县同心生态科技园中南大学

实习基地。实习开展的地球物理方法有电法及电磁法、浅层地震、磁法、重力和探地雷达五种方法，实

习指导教师六位。与其他课程教学相比，教学实习参与教师人数多，且与学生接触交流时间长。充分利

用好实践教学的优势开展课程思政教育将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作为本科学生在大学期间最后一门

综合性实践课程，这也是把好学生在德育培养方面最重要的一个关口。 

2. 地球物理教学实习课程思政建设 

课程思政建设的主要目的是立德树人，如何立德，如何树人是开展课程思政建设时需要解决的关键

问题。课程思政要避免干巴巴的说教，避免把专业教学变为思想政治教育课。因此，教师要因地制宜，

因材施教，将课程思政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到教学工作中，在完成专业教学的同时也对学生的思想

教育有积极的影响，避免由于某些思政元素的生搬硬套，使学生产生抵触情绪，反而起到适得其反的效

果。思政教育所开展的方式和内容是多种多样的，既包括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责任感和自豪感，培养尊老爱幼、尊师重教的中华美德，同时思政教育也要培养学生具有科学精

神，合作精神和唯物主义史观。教师在开展课程思政时要避免一些误区，即把专业课程和思政课程分开

对待，以为课程思政就是要在专业课堂教学中讲解思想政治方面的内容，也存在课程教学中将一些思想

政治内容强插到专业课程中的现象，这些都是对课程思政教育的一个片面认识。对于思政教育教师要认

识到，在学生培养过程中只要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正面教育都是属于课程

思政的范畴，因此只要把握好这一基本原则，无论是在课堂教学还是实践教学过程中都可以通过不同的

方式开展思政教育。下面分别就地球物理教学实习期间所开展的思政教学工作进行介绍。 

2.1. 课堂教学思政元素的设计 

课程思政教学的关键点在于思政元素的挖掘，好的思政元素应该贴近知识点、学生耳熟能详以及有

深刻的思想教育意义。在思政元素设计中充分挖掘身边人、身边事，从而更加紧密的将思政元素融入到

知识点中。例如我系的何继善院士，甘做冷板凳，十年磨一剑，研发出广域电磁法，该发明获得国家技

术发明一等奖。何继善院士还获得了全国模范教师、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湖南

省教书育人楷模、中南大学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我们在进行电法和电磁法教学实习过程中将何院士的

科研经历及爱国情怀介绍给学生，学生所学内容就是何院士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工作，这种亲近感就非常

容易将相关的思政元素传递给学生。近年来在教育界耳熟能详的黄大年同志所从事的专业就是地球物理，

在教学实习过程中将黄大年同志的事迹以及他所从事的相关科研工作结合本次的教学实习给学生做相关

的介绍，号召学生学习黄大年同志热爱祖国的高尚品格，学习他自始至终把祖国富强、民主振兴作为矢

志不渝追求目标的高尚风格。在地球物理教学实习时间课程设计过程中仔细发掘各种思政元素，从而使

得思政教育在教学实习过程中能够润物细无声的融入到教学之中，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地球物理教学

实习安排中，每一种地球物理方法在野外数据采集之前会安排两节课的课堂讲授，主要是讲解在实习过

程中使用方法的原理、测线布设、数据采集及处理解释。在课堂讲解过程中将根据不同知识点设置合适

的思政元素，从而起到教育学生的目的。表 1 为教学实习中每个知识点所对应的课程思政元素。通过在

讲解这些知识点时引入相关的思政元素，从而树立学生勇于探索，不断追求科学真理的精神。 

2.2. 言传身教，在实践过程中开展思政教育 

地质、地球物理、测绘及其衍生学科都会设置野外实践教学，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彼此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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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for the course of geophysical practice 
表 1. “地球物理教学实习”课程思政元素 

教学章节 授课要点 思政映射与融入点 思政育人目标 

1 
地震勘探原理、 
工作方法及 
异常推断解释 

从国家石油能源安全出发，介绍目前我国的石油 
能源现状及国际形式对能源供给的影响。讲解 

地震勘探作为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探测的关键技术，

面对日益恶化的外部环境必须自力更生， 
从中国大地上探测出更大规模储量石油天然气， 
从而保证我们国家能源安全，从而避免民族复兴 
大业不受影响。通过这方面的介绍让学生了解 
自己所要承担的责任，学好自己专业知识同样 

也可以报效祖国。 

让学生认识到自己所学专业 
对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性， 
提高学生对于本专业的热爱， 
增强个人在国家民族伟大复兴 
过程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 
电法及电磁法勘探 
原理、工作方法及 
异常推断解释 

从我国主要金属矿资源需求的高速增长与 
金属矿资源短缺问题日益突出的现实情况出发， 
说明电法及电磁法勘探在金属矿勘探方面的 
重要性。以何继善院士的经历介绍开始，讲解 
何院士发明的双频激电原理及十年磨一剑研发 
广域电磁法的历程，激励学生积极投身科学研究 
事业，甘于寂寞，为国家的科学发展贡献力量 

学生掌握不同的电法勘探方法 
原理，针对不同的金属矿资源 
的勘探选择合适的电法勘探 
方法，培养学生积极投身科学 

探索的精神。 

3 
重力勘探原理、 
工作方法及 
异常推断解释 

从重力勘探的原理及应用出发，结合当前关注 
较高的珠穆朗玛峰测量时所采用的重力探测方法 

来进一步激励学生勇攀科学高峰。 

培养学生勇于攀登科学高峰的 
精神。 

4 
磁法勘探原理、 
工作方法及 
异常推断解释 

从磁法勘探的原理及应用出发，以何继善院士将 
常规磁力仪与无人机结合，在秘鲁实现了大面积 
磁法勘探为案例，介绍传统方法地球物理与先进 
技术结合，鼓励学生勇于创新。同时也介绍磁法 
勘探方法用于海洋潜艇的探测，激发学生对于 

国防事业的关心和热爱。 

激发学生对于本专业学习的 
兴趣，调动学生的创新能力。 

5 
地质雷达原理、 
工作方法及 
异常推断解释 

将耳熟能详的探空雷达和地质雷达原理进行对比 
介绍，讲解地质雷达物理在军事领域和国民经济 
建设中都发挥较大的作用。无论是在军事领域中 

地质雷达用于寻找地下掩体，还是在城市塌陷探测，

地质雷达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人民的 
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时地球物理专业人员都能够 

做出一份贡献。 

激发学生对于本专业所从事工作

的责任感，让学生领悟自己所学

知识能够服务于人民。人民生活

的安定幸福需要我们用所学知识

去维护。让学生体会掌握过硬的

本领在危机关头能够挽救更多的

生命，充分体现每个人所承担的

社会责任。 

 
流频繁，因此可以通过不同时机、不同方式来开展思政教育。这种思政教育是一种工作和生活中自然发

生的过程，与一般的课堂教学的说教相比学生更加容易接受。孔子曾经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

不正，虽令不从。”教师在教育学生时首先自己要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德育人，言传身教，让学生

从教师的行为中受到思政教育。另一方面，由于地球物理工作场地在野外，充分利用在野外数据采集过

程中的一些点点滴滴事情，从不同角度来达到课程思政教育的目的。教师在指导教学实习过程中与学生

生活、学习多日，从言行举止等各方面都能起到带头示范的作用。例如在地震勘探实习过程中震源激发

需要挥动十八磅大锤多次，这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没有参加过强度这么高的工作，心里面有一定的畏难

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实习指导教师亲自带头承担锤击工作，在教师的带领下同学们纷纷主动要求来担任

锤击手，学生们说老师都能够完成这项工作，作为年轻人这点苦算什么呢。就这样在老师的带动下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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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上阵，圆满完成了当天的地震勘探数据采集过程。有些同学虽然没有掌握好锤击的技巧，几次挥动锤

把后把手都磨破了，但是同学们积极性都非常高，顶着烈日完成了相关的野外数据采集工作。老师的这

种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的行为无形的给学生带来了榜样的力量，让学生获得了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当

代大学生生逢盛世，从小到大都是在家长百般呵护下成长的，没有吃过苦，这样就导致了学生缺乏吃苦

耐劳的精神。通过这次野外实习，不但让学生掌握了专业知识，同时也培养了吃苦耐劳的品质。 
地球物理教学实习过程中教师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品质和工匠精神。每种地球物理方法在野

外数据采集过程中需要多人协助才能完成，因此充分利用野外数据采集这一环节锻炼学生的团队协作的

能力，督促并鼓励学生各负其责，积极主动的完成组长分配的任务，善于思考，能够主动发现并解决数

据采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高效的完成当天的实习任务。地球物理教学实习野外数据采集时需要操

作多种仪器采集数据，数据采集的质量好坏直接关系到后续数据处理及解释，因此培养学生对待工作认

真负责，注重细节，不断追求完美和极值，在每个环节中都要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让实践教学真正作

为培养学生工匠精神的重要途径。 
思政教育的实施不仅是要讲，更多的还需要去做，充分抓住老师和学生在学习、生活中接触机会，

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来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 

2.3. 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全方位开展课程思政教育 

在地球物理教学实习过程中，我们充分利用当地的红色资源开展思政教育工作。中南大学地球物理

教学实习基地位于湖南省岳阳县，在岳阳县有一座“新墙河抗战史实纪念馆”。该纪念馆是为纪念抗日

战争时期为了保卫长沙而设立的新墙河防线，这一防线被誉为“东方马其诺防线”。作为保卫长沙的第

一道防线，中国军队和湘北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浴血奋战，取得

了“三战三捷”的伟大胜利。由于中南大学位于长沙市，带领学生瞻仰参观保卫长沙抗战史实纪念馆，

给同学们会有一种更加亲近的感觉。因此，在教学实习过程中每届学生都会带领学生瞻仰参观抗战纪念

馆，给烈士敬献花篮，带领学生党员重温入党誓词等活动。通过馆内墙面上的珍贵历史留影、说明性文

字以及许多流传下来的实物的观看，每个人都对当年日军的暴行、中国军民抗战的英勇精神有了深刻的

了解。大家认识到今天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我们一定要珍惜时光，刻苦学习，练就过硬本领，为祖国

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立德树人，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不只在于课堂上和生产实践中，地球物理教学实习在每次结束之际

都会举办师生联合晚会，晚会以“红歌献给党奋进新时代”为主题。参加人员有实习指导教师、实习基

地工作人员和参加实习的学生。在实习开始之际就给同学们说明了这一安排，以便各小组在实习工作之

余开展练习。在实习的二十多天时间里，在实习基地的各个场地每当晚饭后都能听到嘹亮的歌声。同学

和老师们所表演的节目有歌曲《国际歌》、《我为祖国献石油》、《七子之歌–澳门》、《我爱你中国》、

《歌唱祖国》、《团结就是力量》、《强军之歌》、《我和我的祖国》、《为了谁》、《山河已无恙》、

《走进新时代》、《我们走在大路上》，舞蹈《我的国》。各个节目都是以爱国、爱党为主旋律，弘扬

正能量。同学们对参加这样的活动积极性非常高，在联合晚会结束后纷纷表示这是大学期间最难忘的一

个活动，老师和同学们融入到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之中，尤其是在这次新冠疫情中充分体现了我们的制度

优势，也更加深刻的理解了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3. 结束语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的发展需要更多高质量的人才，高校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要时刻

把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及为谁培养人的关键问题。对于人才的培养始终要把德育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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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都强化思政建设。本文就地球物理学专业在教学实习过程中开展的思政教育的做

法进行了介绍，充分利用了实践教学工作的特点，因地制宜、因材施教。通过多方面的努力进一步加强

立德树人，培养不但具有过硬专业能力，而且更加热爱祖国，忠于人民、心系民族复兴的德才兼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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