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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和专业人才培育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途径。本文

以地理科学(师范)专业核心基础课《地貌学》为例，先从新时代地理学人才培养目标、课程性质、师范

专业行业属性等方面分析了其开展课程思政的必要性，后阐述了其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最后提出了《地

貌学》课程思政的实践途径，以期为高校地理科学(师范)其他专业课程思政建设与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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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 the new era, and it is also an effective way to carry ou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Taking geomorpholog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carrying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the core basic course of geography (normal) spe-
cialty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training goal of geography talents in the new era, the nature of the 

 

 

*通讯作者。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2087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2087
http://www.hanspub.org


杨林 等 
 

 

DOI: 10.12677/ae.2022.122087 525 教育进展 
 

course, and the profession attribute of the normal school specialty,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ractical approac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geomorphology course, in order to pro-
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in other courses 
of geography science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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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思政教育是高校教育中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内生动力。高校专业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是

教育的最微观的问题，但解决的是最根本的问题，是体现“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理念的“最后一千米”，

更是落实“立德树人成效”根本标准的具体化、操作化。新时代大学专业课程开展思政教育已成为新时

代高等教育和专业人才培育的必然要求[1] [2] [3]，目前，课程思政作为高校专业课教学和高等教育的热

点和重点问题[4] [5] [6]，已对各专业课程思政的内容设计、方式方法、效果评价、存在问题等方面开展

了许多学术研讨和“思政课程”大赛[7] [8] [9] [10] [11]。但如何挖掘各专业课程思政元素？思政元素又

怎样与课程有机融合？成为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环节问题[5]。 
地理学作为一门“探索自然规律，昭示人文精华”学科，其主要研究自然与人文各要素、地理综合

分异规律、时间演变过程、区域特征以及人与地球表层环境相互作用的机理[12] [13]。地貌学是研究地球

表面的形态特征及其演化规律的学科。作为一门认知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基础学科，《地貌学》也是高校

地理科学(师范)和地质学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基础必修课程[14]。鉴于此，本文以地理科学(师范)专业核

心课程《地貌学》为例，对其“课程思政”元素设计进行了初步探讨，可为地理科学(师范)等相关专业课

程思政建设与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2. 《地貌学》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2.1. 《地貌学》课程应用价值的内在需求 

教师要以“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教育首要问题为根本导向[5]。地理学作为一

门经世致用、博大精深的学科，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国民经济主战场

建设为任务，一直紧密贴合国家意志、国家需求；坚持因地制宜、实践第一的理念[13]。在地理科学专业

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融入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6]，不仅有利于增强引领地理科学专业学生的政治意识和思

想价值，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三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而且利于培养新时代地理学人才所需要的

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养成关注国家、地方和全球的地理问题及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意识习惯，领会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思想[6]；把追求卓越的科学素养、不畏艰险勇攀科学高峰的勇气与地学野外精神内化

为地理科学专业学生的精神追求和外在自觉行动。 
地理科学(师范)专业四年培养方案中虽有四门公共思政政治理论必修课程，但其主要集中于大一和大

二，对大学生无法持续性引导。专业课程融入思政是对思政课程的有效完善与补充，通过大量课时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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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教学案例，对地理学生持续开展思想价值引导，填补思政课程的不足[2]。《地貌学》课堂教学和野外

实习能使学生较为系统地掌握地貌学的基本理论和主要工作方法，学会识别野外常见的主要地貌类型，

判断各种地貌类型的成因、分布规律及其演化。在《地貌学》教学中引入课程思政，有利于学生培养热

爱祖国的大河山，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改善生态环境、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2.2. 培养师范专业学生职业素养的内在要求 

“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要求，因未来职业“师范””属性的独

特性，更迫切要求开展课程思政[6]。作为培养具备在基础教育领域从事地理学科教育和教育管理和研究

的优秀教师为目标，高校地理科学(师范)专业毕业生的思想政治品德必然比其它非师范专业要求更高。致

使高校相关师范专业“课程思政”融入就更加迫切和急需，在师范生培养过程中强化思政教育的渗透力

和说服力，为养成师范专业学生牢固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中学地理课程是一门兼有自然与社会双重学科性质的基础课程，用可持续发展发展为指导思想，以人地

关系为主线，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选择全球社会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等问题为重点，为

了培养国民现代素质。因此，在高校地理科学(师范专业)各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元素)，不仅是教师

职业素养内在要求，也是未来从事中学地理教育的必备条件。 

3. 《地貌学》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 

课程思政不等于“课程 + 思政”(课程“思政化”、课程“去知识化”)，需要在深入挖掘相关专业

课程所含的思政元素，通过对其内容进行重新认识与重造，将其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使知识体系教

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统一，以达成育人和育才的统一目标[4]。 
课程思政需要采用间接隐性教育的方法，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要求和内容与专业课程设计、教

材开发、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有机融合的教育形式[2]。这种教育形式可不是把基础专业课程变成思政

课，而是在基础专业课讲授专业基础知识、培养学生能力的同时，通过“如盐化水”“润物无声”等方

式达到育人效果。这就需要高校专业课程教师能在讲授专业基础知识与思政要素融合时，可以从切合学

生实际的角度出发去设计授课内容，改进教学方法。相关研究表明课程思政的关键要素在于：在教学内

容上，找到切入点，顺势而为；在教学方法上，注重渗透，润物无声；在教学目标上，坚持实践性，学

以致用[8]。 
根据地理科学(师范)专业特点，为了将课程思政有效融入《地貌学》课程教学中，从思政目标、教学

内容、教学材料以及教学方式上统筹规划(图 1)。在思政目标上，设置了家国情怀(国情认知、国家认同)、
学科素养(科学求真、勇于探索)、职业素养(献身精神、终身学习)、团队协作等 4 个思政目标。在教学内

容上，以典型案例、时事热点和地貌学家等为载体。在教学材料上，以课程教材内容为框架，利用影像

资料、经典论文等辅助材料；在教学方法上，以学生为主体，教师讲授为辅、辩论讨论和野外实践(实习)
教学为主导。 

4. 《地貌学》课程思政的实践探索 

4.1. 在理论课程内容章节中渗透课程思政 

《地貌学》课程内容包括坡地(重力)地貌、河流地貌、岩溶(喀斯特)地貌、冰川与冻土地貌、荒漠与

黄土地貌、海岸地貌、火山地貌等。实际上每个章节，只要教师发挥主导作用，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伟大实践和国际国内时事进行挖掘，均能挖掘隐形思政资源。例如，在“第三章河流地貌”，先观看

1988 年和 2020 年“九江抗洪”短视频，引导学生传承“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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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Implementation path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geo-
morphology course 
图 1. 地貌学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 

 
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第四章冰川地貌”，通过讲解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而引发的

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等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引导学生关心政治，关心人类命运共同体。地貌教学过程

中也涉及到很多与地貌相关的重大工程，如“第五章冻土地貌”，通过观看“雪域天路”视频，让学生

知道：一条青藏线，穿越历史和未来；一条通天路，寄托梦想与期待。用青藏铁路精神，激励学生以国

家需要为最高需要，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始终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这些不仅是地理专业学生进行

“四个自信”“两个维护”、爱国主义等教育的活教材，更是树立地理学生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

并分析问题的典型案例，让学生更加全面地了解祖国的发展，更深刻理解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性，通过深

刻地理解中国、认识世界，以增强地理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社会责任感[4]。地貌学的发展离不开老一辈

地貌学家的刻苦努力奉献，涌现了许多杰出地貌学家。因此，在每个章节内容的最后，讲解一位本章内

容领域有杰出贡献的地貌学家的感人故事(如任美锷、施雅风、刘东生、朱震达、李吉均、袁道先、王颖

等等大先生)，通过对这些大先生的生平经历和治学介绍，培养学生探索未知，追求真理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引导他们思考人生的意义，对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具有积极意义。 

4.2. 在野外实习中践行课程思政 

把所挖掘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课程实践教学，需要把育人要求融入实践教学工作全过程[4]。《地

貌学》是一门野外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其野外实习不仅是专业基本教学环节，也是地貌学研究最基本的

途径和方法。《地貌学》野外实习通过直观认识，不仅要深化学生对地貌学基本原理的理解和认识，培

养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要培养学生在地理实践中求真知、求美的品质，掌握团体协

作学习和研究的技能，牢固树立和践行“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绿色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在野外实习路线中，通过绘制思政地图、讲好地史故事、穿插当下热点等方式，把附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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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文化资源文化景点纳入，作为培养和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水准、思想政治修养的素材，是地理专业学生

学会做人、做事，其责任和创新意识不断加强，弘扬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优良作风等。如韶关学院地理

科学(师范)专业《地貌学》野外实习路线为：南岭红沙漠(红层劣地)–丹霞山(丹霞地貌)–粤北长征纪念馆–

乐昌古佛岩(岩溶地貌)–华南研学基地[15]。在野外实习中，通过创建情景问题、设置探究主题和活动体验

等，达到“认知–认同–践行”递进式育人目标[11]，实现《地貌学》课程野外学习与思政育人有机融合。 

5. 结论 

面对新时代，新要求，本文以地理科学(师范)专业《地貌学》课程为例，通过学生未来所从事工作的

职业素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国际国内时事等多结合，挖掘其思想元素，探讨思政教育融

入专业课程的具体设计，努力现实《地貌学》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协调育人”的合力。但课程思

政建设不是无法一蹴而就，而是“润物无声”的过程。为了更好的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未来

需要进一步唤醒专业教师“思政意识”，提高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挖掘潜在“思政元素”，探索融

入新方法，丰富思政教学形式，增强课程思政实效，以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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