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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分析全球变暖对自然灾害和环境的影响，首先强调在地球科学教育中融合思政教育元素的重要

性，然后通过对我校大气科学学院《地球科学概论》课程章节内容的分析，针对自然灾害与减灾对策教

学中思政教育的融合策略进行了探讨。预期通过本部分内容的学习，培养学生的自然灾害应对、环境和

地球保护意识，以及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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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mpact of global warming on natural disasters and the environment. It 
firstly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lements into 
earth science education. Then,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content of the “Introduction to Earth Sci- 
ence” course chapters at our university’s school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it discusses the integra-
tion strategi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eaching about natural disasters and dis-
aster mitigation strategies. It is anticipated that 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content, students will 
develop an awareness of natural disaster response, environmental and earth protection, as well as 
a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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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会议上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主渠道，其他各

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而行，形成协同效应”[1]。可见，

将思政教育与专业学科知识的教授融合起来，已成为了一项紧迫、重要且长期的任务。在 21 世纪的环境

背景下，当前全球变暖已成为一个日益严峻的全球性挑战。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自然灾害如洪水、干

旱、飓风和海平面上升的频率和强度在增加。这些变化不仅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也对人

类社会的安全、健康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高等教育作为知识传播和思想培养

的关键领域，肩负着特殊的责任。特别是在地球科学和相关学科的教学中，不仅要传授专业知识，还要

增强学生在当前全球变暖背景下，对自然灾害和环境问题的认识和责任感。当前，作为任课教师面临的

挑战就是如何有效地将全球变暖、自然灾害、减灾对策和环境保护的议题融入到《地球科学概论》的课

程中，同时传递思政教育的核心价值。这不仅是一种在教学方法上的创新，也是对学生社会责任、自然

灾害应对、环境和地球保护意识培养的重要手段。此外，讨论全球变暖及其带来的自然灾害，能为思政

教育提供一个具体而生动的案例。通过这样的教学案例和实践，学生不仅能了解到科学知识，还能深刻

认识到作为全球公民在应对自然灾害，保护环境和地球方面的责任。因此，本文主要探讨在全球变暖大

背景下，如何在高等教育中，特别是在《地球科学概论》课程中，有效地融入思政教育，促进学生在自

然灾害预防和减灾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2. 全球变暖对自然灾害和环境的影响 

教师在教授全球变暖背景下，以《地球科学概论》课程中的自然灾害与减灾对策这部分内容时，在

考虑如何融合思政教育的教学策略前，首先要清楚全球变暖对自然灾害和地球可能造成的影响。通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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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调研，归纳如下： 
1)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增加：在全球变暖背景下，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增加已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

的问题。气候变暖导致了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如高温、干旱、暴雨、洪水和飓风等灾害的频率和强度显著

增加。这些天气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农业产量，导致作物生长周期和产量的不确定性增加，威胁全球

粮食安全。同时，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还对水资源管理能造成严重挑战，影响水库、河流和地下水的可

用性和质量。此外，频繁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也会威胁人类住房安全，尤其是在易受洪水和飓风影响的

低洼和沿海地区。 
2) 生态系统的变化：气候变化对全球生态系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导致物种分布模式的改变、栖息

地的丧失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由于气候变暖和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增加，许多物种不得不适应新的环

境条件或迁移至更适宜的地区。栖息地的丧失，尤其是由于海平面上升和林地破坏会对生物多样性构成

严重威胁。这些变化不仅会影响自然界的平衡，也会对依赖这些生态系统的人类生计造成影响，例如影

响了依赖自然资源社区的生计和食物来源。 
3) 海平面上升的影响：随着全球气温上升，极地冰盖融化速度加快，导致海平面持续上升。这一现

象会对沿海城市和低洼地区构成严重威胁，从而增加洪水和侵蚀的风险。低洼地区尤其面临着被海水淹

没的危险，这将迫使大量居民迁移到更高地势的地区。此外，海平面上升还会影响沿海地区的淡水供应

和生态系统，对农业、渔业和旅游业产生负面影响。 
4) 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和生态系统变化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

农业损失是一个显著的问题，极端天气如干旱和洪水直接影响作物生产，能导致粮食供应不稳定。其次，

基础设施破坏，如道路、桥梁和建筑物的损坏，需要大量资金进行修复和重建。此外，健康成本的增加

也是一个重要问题。由于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和变化的生态系统会导致疾病和健康问题增多，从而增加了

公共卫生费用的支出，这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影响尤为严重。 
5) 全球变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构成了直接和间接的威胁。直接影响包括由于

高温和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导致的健康问题，例如热浪引起的热射病、脱水和心血管疾病。间接影响涉及

疾病传播模式的变化。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某些疾病的传播范围扩大，如疟疾和登革热等由昆虫传播的疾

病等。此外，食物安全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间接影响。极端天气条件会影响农作物生长，可能导致粮食

短缺，进而会影响人类营养状况和健康。 

3. 课程章节内容分析和思政教育的融合策略 

《地球科学概论》课程是一门综合性课程，旨在向学生介绍地球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这包括地

球的结构、地质学、气象学、海洋学以及环境科学等方面的知识。我校大气科学学院采用的是刘本培和

蔡运龙主编的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一共有十三章的内容[2] [3]。其中第十三章是关于自然灾害与减灾

对策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对自然灾害的一般特征和分类、气象灾害、地质灾害、地震、火山和海啸灾

害、减灾对策这 5 个部分的基本内容。因此课程中会详细介绍各种自然灾害的特征，如地震、洪水、台

风、干旱等。这部分内容不仅包括灾害的科学原理，还涉及灾害发生的历史案例和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并在介绍自然灾害的同时，还会强调减灾对策的重要性，如包括灾害预警系统、应急响应计划、以及长

期的减灾规划和策略等。因此通过对这个章节内容的学习，不仅能让学生学到相应的自然灾害和减灾对

策知识，还会激发学生对环境、地球保护和灾害减缓的兴趣和责任感，从而培养学生的自然灾害应对和

环境意识，以及社会责任感，并使学生能够理解并应对全球变暖等环境挑战带来的自然灾害问题，而这

种教育方式对于培养具有环境、地球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全球公民至关重要。 
因此，针对该门课程涉及的自然灾害与减灾对策内容，能够很好的将思政教育进行融合，如在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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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知识时，可引入与自然灾害、减灾对策、环境保护、资源可持续利用等相关的思政教育内容，并结

合当前的环境问题，如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讨论这些问题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可

以通过分析真实的环境问题案例，如具体的自然灾害事件，探讨人类活动与自然灾害之间的联系；通过

组织现场考察或模拟演练，让学生亲身体验和解决环境问题，应对自然灾害，提出减灾对策，以及增强

实践能力；可以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进行讲座，如环境科学家、社会学家，通过多维度视角来展现

自然灾害、减灾对策、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并鼓励学生从多学科角度探讨和理解自然灾害、环境和地球

问题，促进综合思维能力的培养；还可以利用小组讨论、辩论和研讨会等多种互动式教学方法，激发学

生对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环境和地球问题的兴趣和参与感，通过课堂讨论，引导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

理解自然灾害和环境问题的社会影响及个人责任；还可以通过设计与自然灾害、减灾对策、环境和地球

问题相关的课程作业和项目，评估学生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解决方案的创造性，并提供反馈，从而鼓励

学生在理解自然灾害、环境问题和提出解决方案、减灾对策等方面不断进步[4] [5]。 
具体来说，如针对自然灾害与减灾对策内容，结合思政教育为有效讲授减灾策略和预防措施等方面

的内容，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6] [7] [8]： 
1) 选择具体案例：挑选历史上重大的自然灾害案例，如汶川地震、印度洋海啸等进行详细分析，并

强调灾害发生的科学原因、社会影响及应对措施。 
2) 案例讨论与思政教育的结合：在讨论灾害案例时，引入思政教育元素，如灾后重建中的社会责任、

民族团结和自我牺牲精神，讨论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在灾害预防和应对中的角色和责任。 
3) 减灾策略的探讨：通过分析不同灾害类型的预防和应对策略，如地震的预警系统、洪水的防控措

施等，讨论如何通过科技创新和政策制定提高灾害应对能力。 
4) 课堂互动和实践活动：通过组织模拟灾害演练，让学生亲身体验灾害应急响应过程，安排学生团

队制定针对特定灾害的减灾计划，从而提升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 
通过这些具体的方法、内容和多样化的形式，可以让学生不仅能深入理解减灾策略和预防措施，还

能在思政教育的引导下，提升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危机应对能力。 
同时，为增强课程这部分内容的吸引力和教学效果，其中可采用的创新教学方法有：1) 项目式学习：

设计与自然灾害与减灾对策相关的项目，让学生经历从问题识别到解决方案制定的完整过程；通过小组

合作，促进学生间的交流和合作，同时培养团队精神和领导能力。2) 实践活动：安排外出实地考察，如

访问地质公园和博物馆、一些自然灾害遗迹点、气象站，增强学生对课堂知识的实际应用理解；实施社

区参与活动，如地震灾害和消防火灾预警演练活动，公众科普讲座，以增进社会责任感。3) 互动式讨论

和反思：定期举行课堂讨论，鼓励学生就自然灾害、减灾对策、应急管理、环境和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

见解；设立反思日志或论文写作，让学生深入思考课程内容与现实世界的联系。通过这些创新教学方法，

可以有效地结合思政教育，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 结语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融合思政教育和《地球科学概论》课程的重要性显得尤为突出。这种融合和渗

透不仅能加深学生对自然灾害、减灾对策、环境和地球问题的理解，也能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全球

公民意识。而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教育需求和自然灾害、环境挑战，该门课程的未来发展方向还可包括：

1) 加强与实际问题的联系。课程应更加注重将理论与实际环境、地球问题相结合，例如对全球变暖导致

的自然灾害实际案例研究等。2) 技术和数据的应用。应利用现代技术和数据分析工具，如地理信息系统

GIS 和遥感 RS 技术来研究和解决实际的自然灾害、环境和地球问题。3) 跨学科合作。可以鼓励与其他

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的合作，以全面理解和解决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环境和地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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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尝试通过各种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该课程的授课不仅要能提供相关的专业知识，也要能为学生提

供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工具和视角，从而树立他们为保护地球，减少灾害损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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