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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高校实现立德树人目标的内在要求。经济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的三大分支之一，

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紧密相容，如何有指向性地融合经济地理学课程建设与思政

建设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研究立足岭南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实践，实现思政元素

与教材协调统一有机结合，探究具有地方特色的内核的课程建设思路，以第十章经济全球化为例，详细

地围绕教学设计始末，从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教学方法及教学设计四方面将思政要义落实到教学课程

思政设计中，探究经济地理学该课程实施思政改革的具体思路、实施措施和评价机制，旨在为经济地理

学的课程思政改革补充详备的建设，为地理专业该课程思政改革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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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ourses in the new era is an inherent re-
quirement for universitie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Eco-
nomic geography, as one of the three major branches of geography, has a distinct contemporaneity 
and is closely compatible with the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ow to inte-
grate economic geography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a 
targeted manner is an urgent practical problem to be solved.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teaching 
reform practice of the Geography Science major course at Lingnan Normal University, achieving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with textbooks, exploring the curri-
culum construction ideas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Taking Chapter 10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s 
an example, it comprehensively revolves around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teaching design, and 
implem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rinciples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sign of teaching 
courses from four aspects: teaching objectives, teaching processes,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
ing design, exploring the specific ideas,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s for 
implemen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s i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Geography, with the aim 
of supplementing the detailed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s i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Geography and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s in the 
course of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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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提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1]。要落实好课程思政的任务，就要将思想政治教育贯彻到育人的全过程，凝练

课程思政元素，将情感、态度、价值观沁入课程教学之中。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作为新时代的高校，

要贯彻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以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使命，加强课程思政与学科

教学工作相结合，努力培育时代新人。 
近年来，国内各高校积极探索地理科学专业的思政课程体系建设，深入探索学科课程的价值内核并

融入思想教育[3]。然而，目前关于思政课程体系建设的研究主要从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入手，例如《中国

地理》、《文化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等具有强烈政治认同、家国意识的课程，进而开展课程思政

建设的总体设计与教学设计等方面的研究[4] [5]。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渐开始部分专业课程根据其知

识重点进行了思政元素的融合，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教学设计框架。然而，仍存在着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未实际落实，未能全面涵盖地理专业课程等方面的不足。例如，以经济地理学为主体的课程思政方向内

容的探究较少。目前仅有少部分学者围绕学校发展特色、教学评价创新及统筹性概述建设思路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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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对经济地理学与课程思政相融合的研究[6] [7] [8]。但缺乏对经济地理学整体内容架构与思政教育进

行全面性、综合性、针对性以及细致的探究。 
经济地理学作为一门地域经济活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其区域性和地方特色为具体的教学实施提供

了极大便利。在经济地理学教学中，我们可以通过区域经济、城市发展等具体案例深入了解经济活动与

地方因素的密切关系。这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学生对于国家和社会经济发

展的认知，进而推动学生健康成长。此外，注重地方性还能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使学生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其次，师范性是指以教师为主体，融合教学科研和实践性的教

育模式。在经济地理学教学中，我们需要注重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师范意识和能力。让学生能够熟悉掌握

经济地理学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并能够在实际教学环节中熟练应用和运用，不断储备和积累经验，提高

学生们的教学思想和水平。 
本研究从经济地理学本身课程特点入手，结合课程实践经验。注重应用地方性和师范性的理念，试

图探讨如何更全面、生动地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中。阐述经济地理学学科体系融入思政元素，并选

择贴合时代发展背景的第十章教学内容。目前，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为经济地理学教学带来了新的热点

议题，以全球化发展的经济形势为核心点展开，契合中国经济地理学者关心的研究议题逐步与国际学术

界接轨、中国经济地理学走向国际化的学科前沿[9]。在教学中增加对中国特殊现象解释的相关理论外，

还有一些对中国经济地理学如何取长补短、走向世界并逐步走向前列的思考[10]。故以第十章经济全球化

为具体切入点，从教学的各个环节进行考量。进行经济地理学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框架建设，以期为地理

专业课程进行思政课程教育建设提供参考。也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本专业知识，助力于打造创新型、应用

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2. 《经济地理学》课程概况 

2.1. 课程简介 

经济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之一，是一门研究经济活动分布规律和相互作用的应用

性极强的学科，具有鲜明的区域性与综合性的特征[11] [12] [13] [14] [15]。该课程主要研究人类经济活动

产生和发展的地域表现，运用综合区域的观点，从自然、技术、经济、社会的相互联系以及市场需求和

变化等方面，研究经济活动与生产布局的规律[15] [16]。 
在高等师范院校地理专业的专业课程思政功能重要的背景下，经济地理学作为专业基础课程之一。

它存在与地理科学专业师范生思政毕业要求关联度高、专业课程凸显中学地理课程思政重点的特点，为

其开展思政教学开辟了广阔的空间[4] [13]。教师是一个需要长期积累和丰富自身的职业，课程思政为未

来教师培养上提供新理念、新方法。为实现课程教育与师德教育并肩同行，实现师范生教师职业素质、

专业知识及能力上全面、可持续的发展[17]。师范院校进行人才培养时要充分认识到专业知识内容与社会

价值的内在联系，在专业课教学中为未来教师灌输教师的育人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经济地理学是地理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在开展教学时，通过深入挖掘经济地理学专业课程蕴含的

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资源和承载的育人功能。将思政教育贯穿经济地理学教学的课堂中，上出具有“思政

味道”的地理课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课堂教学，落实好教书育人的实质要求。坚持教书和

育人相统一，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引导学生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念，突出育人成效，让立德树人润

物无声[18]，更加彰显全方位育人的目标[19]。 

2.2. 与课程思政的结合点 

对经济地理学进行课程思政改革首先要梳理其课程体系，从而探究如何更好实现原理与思政点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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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经济地理学课程思政要点建设要求将认知人类经济活动或现象的规律与思政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将

立德树人要求渗透到专业课程当中，实现讲授专业知识与思想政治教育同步推进。让学生在分析人类经

济活动或现象、探究科学规律的同时，能积极主动地关心国家社会民生发展。增强其对家国意识、政治

认同、文化自信等思想态度价值观方面实际理解，培养学生成为一名德才兼备的新时代综合型人才[19]。 
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做到“舍得收放”。抓住最为核心要点进行教授，开展教学时对应相应的

知识要点匹配恰当的思政案例。本文以目前高校普遍使用的《经济地理学》(李小建主编第二版)教材为例

对各章节知识要点与思政点结合进行了设计(见表 1)。 
 
Table 1. The combin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Economic Geography 
表 1. 经济地理学课程思政结合点 

章节 教学内容 思政元素承接点 思政元素 结合具体案例 

第一章 经济地理学

的发展 

中国经济制度的

转变 
中国经济地理学

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自信 
西部大开发 

阐明中国经济地理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

用和意义； 
阐述目前中国面临的经济地域发展不平衡的

现状以及如何通过一系列政策以及经济活动

的引导进行改善 

第二章 
经济活动区

位及影响因

素分析 

各因素对于经济

活动 
区位选择的影响 

大国重器 
文化自信 

播放大国重器的纪录片，讲述中国高铁、港

珠澳大桥等交通因素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 
讲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等不同要素对于经济

活动区位或者企业布局的影响 

第三章 农业与工业

区位理论 

杜能农业区位存

在的局限性 
韦伯工业区位论 

乡村振兴战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价值观转变(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如何利用 3S 技术让农

业生产突破众多限制，发展智慧农业； 
播放央视电视剧《人世间》片段，了解东北

老工业区发展并展开讨论在价值观念的转变

下如何振兴老工业区 

第四章 商业和服务

业区位论 

中心地理论 
现代服务业的区

位选择 

国企的发展 

“十四五”文化发展规

划 

举例说明万达、万象城等大型商业体的布局； 
加强对工业遗产资源的活化利用，让工业遗

产活化为创意园区 

第五章 多部门企业

区位 

企业增长的战略

与方法 
企业的空间扩张 

创新精神 

企业文化 

讲述海信电器是如何通过创新精神以及企业

管理等一系列措施完成到海信视像产业转

型； 
蜜雪冰城纵向一体化发展；海底捞的扩张与

腰斩 

第六章 跨国公司区

位 
跨国直接投资区

位选择 
拓宽国际视野 

“一带一路”政策 

结合案例“一带一路助力企业走出去”，了解

国家政策，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第七章 区域发展战

略 发展战略的内容 
战略规划意识 
爱国情感 
乡土情怀 

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为例，阐述规划的

基本概况、意义及影响因素，让学生具有战

略规划意识及有浓厚的乡土自豪感。 

第九章 区域经济差

异与协调 基尼系数 贫富差距 
脱贫攻坚战 

播放《无穷之路》纪录片，了解不同地区的

贫富差距以及具体是如何先富带动后富 
在讲述国家脱贫攻坚同时引入黄文秀的优秀

事例，阐明脱贫攻坚的意义及国家的决心，

引发学生共鸣 

第十章 经济全球化

影响因素 
跨国企业的影响

因素 
疫情及逆全球化思潮的

影响 

讲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政背景以及其对

于我国知名跨国企业影响，从企业事迹中进

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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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济地理学课程思政建设思路 

经济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专业基础课程中对于融入课程思政要点总体相关性较高的课程，在融入课程

思政要点进行教学活动时要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也要立足于课程特色、围绕好课程内容，坚

持以学生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综合上述要求，经济地理学课程思政建设需要遵循以下要点。 
(一) 瞄准靶向，围绕国家发展，讲好中国故事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要求，要紧紧围绕国家和区域发展需求，结合学校发展定位和

人才培养目标，构建全面覆盖、类型丰富、层次递进、相互支撑的课程思政体系[20]。经济地理学作为一

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必须重点优化其课程思政要点的供给。 
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层面上，引用鲜明的课程思政素材，结合学科理论创新成果的学习。开展各项

专题研讨，加深学生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认识。增强学生对国家做出的创新性

经济决策形成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使学生增强文化自信，坚信“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方案”。引导学生树立人地协调观，

善于运用综合思维、培养地理实践力，增强学生以专业知识服务社会、促进国家发展的时代责任感与历

史使命感[8]。 
(二) 立足当前，紧跟时事热点，增强学生思辨能力建设 
经济地理学作为理学的一门专业课程，在教学中要注重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要将马克思主义立场

的观点方法与科学精神相结合，培养学生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20]。 
因此，在进行课程思政建设时，选择的课程思政要点落实要切合学生学习的实际。也要紧扣课本内

容，贴合时代背景，抓住乡土地理的内涵。专题研究的选题可以遵循经济地理学前沿内容与热点问题和

理论问题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地调查相结合[21]，围绕好经济地理学现行问题开展思考与讨论。通过结

合最新的时政热点，紧扣知识要点，并融合本土的地理要素，体现地方性，给予学生深刻的学习体验。

除了能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以及敏锐的时政洞察力，通

过不同观点的碰撞，锻炼学生思辨能力[22]。 
(三) 敢破敢立，优化教学方式，极大提振学生积极性 
经济地理学蕴藏着农业、工业、政治等独特的思政元素。且经济地理学的知识点与经济因素紧密关

联，易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国家方针政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相融合。 
在设计经济地理学教学中，要根据经济地理学的特色和优势，科学合理地以经济地理学的专业知识

为承载，择取合适的教学方法融合教学内容，进而增强课程思政建设的广度、深度和温度。转变传统的

LPL 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积极探索运用 CBL、PBL、对分课堂等新型、多元的教学方式。如通过翻

转课堂教学模式，课前给学生发布课前思考内容，让学生结合课本知识点进行自学，教师在课堂上进行

答疑解惑等。同时加强案例教学，积极利用探究法、小组合作法，课后布置探讨问题完成。通过多种方

式融合教学，更好实现课程目标[23]。 
课程思政建设要促进经济地理学课程学习，摈弃单一的教学方式。充分利用网络技术与网络信息，

采取多教学方法的融合，让课堂更加丰富。同时要避免思政元素过时、千篇一律的问题，尽量围绕知识

要点结合时事热点。让学生提升专业知识、技能的同时也能塑造价值观，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四) 找准方向，以学生为主体，更加凸显学生自主能动性 
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要求充分激发受教育者的潜能，通过卓有成效的教育活动实现凝聚人心、

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等目标[24]。经济地理学的教育教学也需紧扣其内涵，真正做

到教师主导性与学生主体性相统一，保障课程实现政治性与理论性相结合，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25]。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9967


冯慧珊 等 
 

 

DOI: 10.12677/ae.2023.139967 6220 教育进展 
 

所以在经济地理学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教师要谨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立足学生学习主体

性地位，提高学生在学习过程的参与度。在教学设计的过程中更关注学生，详尽了解学情，掌握关于学

生问题的第一手资料，为经济地理学课程思政建设做好准备。站在学生需求的角度，充分把握教学内容

选取思政要素。构建稳定的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传授同向同行的关系，助力学生专业知识的掌握及道德

素养的升华。 

4. 经济地理学课程思政具体教学设计 

本次教学内容选取自《经济地理学(第二版)》第十章经济全球化，本章内容有全球化发展过程、影响

因素、企业分布及区域影响四个小节。本次课堂设计运用结合本土化的政治实时热点作为案例，并运用

小组合作探究等教学方法让学生可以从身边的事件中深切感受全球化的影响。 
(一) 教学目标设计 
(1) 知识层面：掌握经济全球化含义及影响；了解经济全球化发生、发展的动因及其变化过程；阐述

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 
(2) 能力层面：能够举例说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探究类似全球性议题的成因及措施；

能够辩证看待经济全球化对当代社会发展有利及不利一面。 
(3) 情感层面：让学生能够以思辨思维面对现实问题，融入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案例。让中国青年

放眼世界、自信坚定，在共鸣国家的同时充分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性，积极主动地接触全球经济格局等问

题；同时让学生关注全球性问题，做有全球素养的世界公民。 
(二) 教学过程设计 
课堂讨论主题为：结合经济全球化知识点，分析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俄乌冲突影响下德国企业

对华投资变化及原因(见表 2)。 
 
Table 2. Course design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表 2. 经济全球化课程设计 

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导入环节 播放巴斯夫集团在湛江东海岛建设基地视频

并提问相关原因； 
观看视频并思考教师

所提出问题 
吸引学生兴趣，让学生关注时

事并思考问题 

知识点介

绍 
介绍经济全球化与地方发展基础知识；全球

化影响因素及企业的分布； 
阅读教材充分理解知

识，认真听教师讲解 
初步掌握本节基础知识，为案

例讨论环节作铺垫 

案例背景

引入 

俄乌冲突、全球能源危机背景介绍：“在俄

乌冲突爆发后，欧洲与俄罗斯展开了一场能

源博弈，此次能源危机使德企增加了在华投

资。例如全球最大的化工企业集团——巴斯

夫集团斥资 100 亿欧元在中国湛江建厂。” 

从本土化的案例中了

解事件背景，结合知

识点思考其原因 

从本土化案例入手，令学生积

极主动地接触全球经济格局 

案例材料

引入 

巴斯夫集团及湛江支柱产业介绍：(1) 巴斯

夫拥有全球最顶尖的化学工业技术，在化工

材料生产方面业务遍布汽车、生物、制药、

石油冶炼、液化天然气等。 
(2) 湛江凭借港口优势发展起了庞大的化工

产业，尤其是石油化工产业，总产值过千亿，

是湛江支柱性产业之一。 

阅读教师提供的图文

资料 

让学生关注全球性问题，做有

全球素养的世界公民；并让学

生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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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小组合作

讨论探究 

从经济全球化角度探析为什么巴斯夫集团选择

在广东湛江建厂，同时为湛江本土带来什么效

益？ 

学生组内讨论，得

出结论后在班内

自由讨论 

了解经济全球化发生、发展的

动因及其变化过程；阐述世界

经济格局的变化 

师生共同

总结 

结合全球化知识总结巴斯夫在湛江建厂的原因： 
① 全球区位论选址角度：湛江是因为其毗邻南

海，海运畅通；同时中国也是巴斯夫最大的海外

市场，市场潜力大。 
② 全球供应链角度：俄乌战争让欧盟的天然气

价格高涨，且供应非常地不稳定。像巴斯夫这样

的化工集团，它需要稳定、廉价的能源保障及原

料供应。 
③ 这样的产业转移为湛江带来了产业升级、增

加就业岗位及增加税收等一系列益处。 

学生讨论后在班

内进行讨论，与教

师共同得出结论 

摈弃单一的教学方式，融合多

种教学方法，体现学生教学主

体地位 

辩论赛 班级内举行题为“经济全球化利大于弊还是弊大

于利？” 
通过所学知识进

行进行思维碰撞 

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敏锐的时

政洞察力；通过不同观点的碰

撞，锻炼学生思辨能力和语言

技巧 

课后 
思考 

① 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世界经济格局有何

影响？ 
② 经济全球化对产业转出地与转入地分别有什

么影响？ 
③ 你还能举例经济全球化的例子吗？请简要阐

述。 

利用所学知识进

行巩固运用 

增强学生对我国创新性经济

决策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

情感认同 

 
(三) 教学方法设计 
(1) 通过本土化的时事案例，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教师通过教材框架与知识点梳理，从身边时事到国家大事中选取对学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思政素材，

做到思政教育元素与课程知识点相互支撑。本堂课通过引入化工巨头企业巴斯夫在湛江本土投资建厂这

时事，引发学生之间的思考、讨论。教师发挥引导作用，让学生学会从历史的不同阶段、不同发展阶段

的不同使命来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学生从中学会用辩证、发展眼光看待问题。 
(2) 通过丰富教学方法与手段，实现以学生为主体地位 
本堂课课前给学生发布课前思考内容，让学生结合课本知识点进行自学，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课

堂讲授环节中，以教师讲解、启发和引导为主，配合恰当的知识点、融入思政教育元素。思政教育贯穿

于以上教学与考核各个环节。学生不止听教师讲，还要利用所学、共同参与讨论课程案例中含有的思想

政治教育元素。在课堂上加强基于乡土的案例教学，积极利用探究法、小组合作法，同时利用辩论赛等

创新形式融合教学，更好实现课程目标。课后作业环节，鼓励学生针对教师布置的作业，从国家战略、

经济发展、社会现象中选择案例进行阐述。 
(四) 教学评价设计(见表 3) 

 
Table 3. The design of student teaching evaluation for this course 
表 3. 本堂课学生教学评价设计 

维度 指标及权重 评分(十分制) 

理论知识培养 
(50%) 

经济地理学基本理论、知识点掌握(40%)  

经济地理学基本理论、知识灵活应用(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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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综合能力培养 
(20%) 

实践能力——案例分析及多媒体课件制作(30%)  

合作能力——小组合作探究贡献度及小组合作配合度(30%)  

创新能力——课堂提问的创新思维及观点的创新度(40%)  

价值情感培养 
(30%) 

是否能关心时事政治并思辨地面对现实问题(25%) 

 是否关注全球性问题并做有全球素养的世界公民(25%) 

是否以专业知识服务社会、具有促进国家发展的时代责任感与

历史使命感(50%) 

5. 结论 

实施课程思政改革是高校实现立德树人根本目标的重要举措，更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教育的必经之路。经济地理学开展课程思政建设是时代要求、高校建设、学生个人发展的大势所趋。本

研究基于具有湛江特点的经济地理学基础，遵循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政建设路径。从理论出发落实到具体

教学实践，以经济全球化这一具体章节为切入点，精准配对时政要素。为经济地理学课程思政设计提供

了新的设计目标、思路、方法和评价。弥补前人在经济地理学课程思政探究中遇到的一些局限，以期提

高经济地理学课程思政的育人成效。总体而言，教学中的课程思政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我们在实

践中不断健全、不断优化。在具体建设思路的支撑下，将其实际运用至未来今后的经济地理学课程建设

中。致力于积极拓展思政融入路径、机制及模式，不断完善丰富教学设计与教学方法。力求将经济地理

学课程思政改革落在细上，落在小上，落在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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