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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图学》课程是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核心课程。本文立足《地图学》课程思政的现状分析，以
“思政元素融入进专业课”为突破点，开展《地图学》课程思政的教学探索与实践，充分发挥该课程的

育人价值，把思政教育全面落实到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和第二课堂，以提高思政教育精准度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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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tography is the core course of human geography and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of Cartogra-
phy, this paper takes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professional 
courses”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carries out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of Cartography, gives full play to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the course, 
and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classroom teaching, 
practical teaching and the second classroom. These expect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effective-
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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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图学》是一门以地理信息可视化为核心，探讨地图的制作技术和使用方法的学科。地图学融理

论与实践于一体，具有多学科集成、渗透性强、应用范围广、理论与技术并重等特点。《地图学》课程

是我校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核心课程，在专业教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结合近年来的教学实践和

思考，本文尝试对《地图学》开展课程思政的教学探索与实践，以期为其他专业课程思政教学的开展提

供参考。 

2. 《地图学》开展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2.1. 课程思政实施的必要性 

在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高等教育的目标是“为人民服务、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1]。课程思政育人，是高等教育的

根本任务，是新时代赋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使命，也是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实

现高等教育目标的根本保证[2]。可见，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十分重要的工作任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基础课程、专业课程教学中，形成“课程思政”的教育教学体系，达到既教书又育

人目标，是高校教师在新时代需要担负的使命。 

2.2. 地图的政治思想性决定《地图学》实施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著名的地图教育学家 A. H. Robinson 认为：“当制图对于未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变得较易掌握时，对

地图制图基础知识的需求就显得重要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进行地图制图教育，否则我们会面临这样

的危险，即地图越来越多，而地图的正确性却越来越低。当前，互联网上大量地图存在着政治性错误现

象就充分说明了 Robinson 先生预言的正确性以及地图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3]。 
地图具有强烈的政治思想性，编图人员的不同政治观点与倾向都会在地图上得到反映。《地图学》

是一门以地理信息可视化为核心，探讨地图的制作技术和使用方法的学科。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需

要掌握地图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能正确的读图、识图、用图，掌握基本的手工作图以及应用软件进

行普通和专题地图的编绘技能与技巧。因此，要全面有效地遏制和消除地图政治性错误，在国家继续完

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和加强监管力度的同时，还需充分发挥教育的效用。大力加强高校大学生的地图

教育，有助于提高全民的地图认知能力和维护国家版图完整和国家统一的意识。 

3. 《地图学》开展课程思政的现状分析 

3.1. 专业教师偏重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教学，实施“课程思政”的意识不强 

高校专业教师普遍偏重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教学，缺乏思政育人的经验，在专业课程中主动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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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的意识不强[4]。主要表现在：1) 对“课程思政”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普遍认为专业课

程的讲授和学生的育人工作是分离的，思想政治课教师和学生管理部门承担着学生思政教育职责；2) 即
使认识到“课程思政”重要性，却不知如何在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处于无从下手，

无计可施的尴尬局面；3) “课程思政”所采用的思政育人的教学方法与形式单一，缺少在专业课程教学

中渗透思政育人明确具体的要求和标准，最终导致“思政教育育人”效果不理想。 
《地图学》是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基础课程，是学生开展乡村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居住区

规划等专业工作的制图基础。教师在进行《地图学》教学过程中，如果能初步树立学生的专业自信、将

对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的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 

3.2. 学生活泼好动，思想多元复杂，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高校思政育人的难度 

当代大学生，是和互联网一起成长的一代。他们青春活力，活泼好动，视野广阔，会充分利用互联

网搜索各种信息。当前互联网网页数目以“亿”为单位统计，信息包罗万象，有用的，没用的，真真实

实，虚虚假假，难以分辨。这使得高校思政课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面临巨大冲击。学生

获得信息的渠道多，老师难以把握学生获取到的信息，这一定程度上给高校的思政育人增添了难度。专

业教育作为高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和思想政治课教师以及学生管理部门一起承担起学生思政教

育职责。 
《地图学》独特的学科特质使得其本身包含的课程思政教育的素材无处不在[5] [6]。比如：1) 认识

地球体时，认识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

同体这一全球价值观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2) 在学习

中国地图版图、国界线等内容时，进行责任感、认同感和爱国主义情感的点睛。同时，倡导学生学以致

用，自觉承担起宣传和普及地图知识的社会责任，成为一名合格的地图知识传播者；3) 在人人都制图的

年代，编图人员的不同政治观点与倾向都会在地图上得到反映。在授课中要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为主线，

收集各种政治性错误案例进行对比教授，强化学生的认识，加强高校地图政治性教育。因此，在《地图

学》的学习中进行课程思政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是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教育的重要任务之

一。地图知识学习和地图制图技能训练的过程就是培养学生对祖国热爱的过程。 
由此可见，专业课程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7]。我们要充分发掘专业课程中的

思想政治思维，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通过不同方式的教学探索将课程思政融入到专业

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教学中，培育出有理想有信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4. 《地图学》课程思政实施方案的探索 

4.1. 在教学内容设置上 

对地图学课程进行系统化设计，把课程内容体系初步设定为三大版块：地图基本理论、地图制作、

地图应用。从爱国主义情怀、理想信念、职业道德、法律意识、文化自信、制度自信、民族自信等层面

把握地图思政内容的内涵和外延。 

4.2. 在教学内容组织上 

地图学课程安排在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专业第二学年的第一学期，理论课程 16 学时和实验课程 24
学时。理论课程通过课堂讲授和课堂讨论相结合的方法组织学生学习。每一版块均设 1 课时的课堂讨论。

学生掌握每一板块基本原理后，由教师选定与之相关的、有实际背景的典型案例、人物故事、社会时事

热点，提前布置给学生。学生通过查找资料、准备讲义、小组讨论等方式，在课堂上自主讲授案例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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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内容。教师主要负责引领、讲评和提示，要求学生做好课前预习资料、课后总结。实验课程通过专题

讲授、学生操作和课外拓展相结合的方法组织学生学习。通过制作专题地图，掌握地图制图技术，并亲

自动手提炼“思政”元素，进而由内而外地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科学的爱国主义观念。 

4.3. 在教学方法和形式上 

大学生大多是十八岁以上的成人了，他们不同程度上体现出明显的自主意识、思维方式和认知能力。

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丰富的校园生活，使得大学生对传统的教学形式甚感乏味。因此，使用参与式的方

法(课堂讨论、实验操作演示和参与课外课题等)，使学生有进行观察、思考和交流的机会，尊重了学生的

认知、情感和智力特点；通过教师提炼的专题和热点话题讨论，帮助他们在真实的情景中学习到知识和

技能，动手提炼“思政”元素，做到教化无痕，将思政元素与专业技能的完美结合。 

5. 《地图学》课程思政的实践 

5.1. 采用对比式教学法强化地图政治意识 

充分利用互联网的“问题地图”，热播剧因问题地图被自然资源部核查处理以及刘雯等明星集中解

约问题奢侈品牌等时事热点，收集各种政治性错误案例，在教学中把常见错误与正确画法进行对比讲授

我国地图版图，给学生直观和强烈的印象。通过实习和考试进一步强化学生对地图政治性原则的理解和

掌握。例如在考卷中有意识地设计有政治错误的地图，要求学生指出错误之处并说明错误原因。设计的

错误应该是生活中常见和容易忽视的问题，这样更能激发学生探究和解决问题的欲望与热情。实践证明，

对比式教学法可以调动学生思维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学生更加快捷和牢固地掌握教学内容。 

5.2. 充分利用课外资源和时事热点，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地图作为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从事社会历史活动所必须的工具，几乎与中华文明有着同样漫

长的历史。伴随着中国文明的进步，地图学是一门不断发展、不断创新、不断完善、在许多方面曾领先

世界潮流的学科。悠久的制图史资源挖掘，为开展思政教育提供了大量特色鲜明的素材。比如：用一条

中国地图人物故事线(“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裴秀–贾耽–沈括–朱思本–罗洪先–魏源–杨守敬)，介

绍中华民族对世界地图学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以及中国的地图科学技术一直遥遥领先于世界。 
利用国家稳定、繁荣发展的专题地图，展现党领导下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更加坚定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制度自信。比如：我国城市群分布专题图，展现国家

城市发展的美好画卷；国家发达的交通网络专题图，展现国家科技的进步，国力的强盛。 
依据央视发布权威“一带一路”地图，认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了解一带一路政策和中国文

化的输出与交流过程，体现弘扬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 
学习我国新编世界地图，以东、西、南、北四种视角，从经度、纬度两种方向，准确地理解世界地

理和中国与世界的地理关系，“经线世界地图”和“纬线世界地图”形成很好的互补关系，是本世纪初

我国测绘工作者创编的世界地图作品。 

5.3. 拓展课外实践，巩固《地图学》专业教学和课程思政教学成效 

将课程思政延伸至第二课堂，结合诸暨市的资源，绘制“诸暨市红色地图”，成立红色足迹寻访团，

组织学生们跟随“诸暨市红色地图”，展开红色足迹寻访活动，传承红色基因，传播红色文化。做到知

史爱党、知史爱国。牢记革命先辈为中国革命事业付出的鲜血和生命，牢记新中国来之不易。 
绘制浙江省地图，了解自己的家乡和文化，体现乡情教育、浙江精神教育、红船精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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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全国和浙江省新冠疫情空间分布动态地图，做好宣传工作，体现关心国家，承担起当代大学生

的使命。新冠疫情在短时间内就得到很好的控制，体现制度自信、民族自信。 
鼓励学生参与相关课题研究和学科竞赛：绍兴市大学生乡村振兴竞赛；浙江省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

大赛；申报学院或省级课题大学生课题，巩固专业教学和课程思政教学成效。 

6. 结语 

在课程思政的背景下，我国悠久的制图历史、地图的政治思想性以及地图作为信息的载体等特征为

《地图学》开展课程思政的教学探索与实践提供了丰富且特色鲜明的素材。这将有助于教师在专业教育

教学过程中奏响主旋律、发出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以帮助学生树立起文化自信、

民族自信和制度自信，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法律意识，养成

学生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形成科学的爱国主义观念。专业课程思政工作是一

项长期、系统的工作。本文立足《地图学》课程思政的现状分析已尝试开展一些探索与实践，今后还需

要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实践方式、评价机制等方面开展更多的探索与实践。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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