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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课程思政教育理念的提出使教育在“立德”中“树人”，在“树人”中“立

德”，实现了两者一体化。当前中学课程思政建设尚未全面铺开，还存在一些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教

师与学生两个角度对中学地理课程实施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提出存在的问题，并以中国地理课程为例

总结了高中地理课程思政教学的融合路径，为推动高中地理课程思政教学的落实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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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ducation is to establish moral character and cultivate people. The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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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al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cept of the curriculum enables education to 
“cultivate people” in “cultivating moral character” and “establish moral character” in “cultivating 
people”, achiev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At presen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middle school curriculum has not yet been fully implemented, and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
lems to be solved.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middle 
school geography cours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raises existing problems, 
and summarizes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high school geography 
courses by taking the Chinese geography course as an example, in order to provide certain refer-
ence for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high school geo-
graphy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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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这一概念于 2014 年由上海市委和市政府提出，是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

局的形式，将各学科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协作，形成协同效应[1]。中学阶段是青少年学生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由此可见，中学课程思政改革意义重大。课程思政的核心目标是在课程

当中贯穿思想政治教育因素，也可以说使专业课程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从而将思想政治教育贯

穿教育的全部领域[2]。地理学科本身就具有政治属性，决定了其开展课程思政的必要性，地理学科与

课程思政的融合必定可以促进课程思政的发展和建设。但目前中学地理课程思政改革仍处于初期，尚

未全面铺开，还存在很多问题。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任何思想品德教育都需要经过长期的积累和沉

淀，才能对学生的品德产生持久而深厚的影响[3]。为了地理课程思政更好地得到落实，本文基于云南

省临沧市云县三所中学学生以及一线地理教师的调查，分析目前中学地理课程思政的实施现状以及存

在的问题，同时总结高中阶段中国地理部分课程思政的融合思路，为高中一线地理教师更好地实施地

理课程思政提供参考。 

2. 中学地理课程思政教学的实施现状 

为更好地了解中学地理课程思政教学的现状，在查阅和研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完成本次问卷的题

目设计。《中学地理课程思政教学现状调查问卷》分两类，一类发放对象为中学地理教师，另一类问卷

发放对象为中学在校学生。 

2.1. 教师对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认知调查 

2.1.1. 教师问卷调查基本概况 
选择云南省临沧市云县三所中学一线地理教师进行了调查研究。教师对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认识的调

查采用单选题与多选题相结合的问卷调查方式，其中含一道主观题(非必答题)，共有 35 道题。问卷内容

主要涉及了中学地理教师对课程思政的理解与实施程度以及地理教学与课程思政融合的元素、难点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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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等(表 1)。教师问卷采用电子问卷的形式，通过问卷星网络平台以及微信等形式收集数据，最后对收集

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得出本次调查的数据结果。本问卷调查数据共发放问卷 49 份，回收有效问卷

为 48 份，总有效率为 98%。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questions in the questionnaire (teacher’s paper) on the status quo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
ing in middle school geography courses 
表 1. 中学地理课程思政教学现状调查问卷(教师卷)问题分布 

问题内容 题目序号 

问卷样本构成属性 1, 2, 3, 4, 5 

中学地理课程思政的实施现状 11, 18, 22, 31, 33, 34 

中学地理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识与态度 6, 7, 8, 10, 16, 20, 21, 30, 9, 14, 15, 17, 19, 20, 29, 32, 35 

中学地理课程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分析 12, 13, 23, 24, 25, 26, 27, 28 

2.1.2. 教师问卷调查结果 
1) 对课程思政的认识与态度 
课程思政是一个近年来热点的教学理念，很多基层教师对于课程思政都有一定的了解，只是了解程

度不同。调查中发现，从来没听过课程思政的教师仅占 6.25%，十分了解的占 8.33%，其余的绝大部分是

对课程思政有一定了解。一方面说明，虽然课程思政的推广已经有一定的成效，但大部分基层教师对于

课程思政的了解还不够深入，课程思政这一教学理念在基层一线地理教师中认识不足。但对于地理课程

实施思政教学的态度是十分认同的。39.58%的教师认为地理学科十分有必要做课程思政建设，52.08%的

地理教师认为地理学科有必要做课程思政建设，大部分地理教师认同在地理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地理

课程思政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从教师年龄群体看，年轻的地理教师更容易接受新的教育理念，30 岁以下的教师对课程思政政策了

解程度更高，30 岁以上的教师虽然大部分对课程思政政策态度肯定，且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对课程思

政的具体政策与实施方法了解不多。 
课程思政教学实施方面，学校已经有明确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加入课程思政。但是，具体实施过程

中并没有加强监督检查和相关制度的引导与规定，60%的教师表示并没有专门针对课程思政设计课程教

学，只是授课过程中简单进行思政融入。  
2) 对课程思政教学内容的认知 
课程思政是一个广义的教育理念，贯穿于每一个学科之中，其中每门学科都蕴含着具有学科属性的

思政元素。在贯彻课程思政的过程中需要深入挖掘每个部分教学具有的思政元素。教师对于地理课程思

政教学中的思政元素的认识存在差异。调查显示，一线教师对家国情怀、社会责任、科学素养、全球意

识和环境责任等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普遍认同。进一步分析，有大约 64.58%的教师认为中学地理板块

中人文地理最适合融入课程思政元素，主要包括融入家国情怀、科学素养、团队精神、社会责任、环境

意识和全球意识等方面思政元素。 
3) 地理课程思政实施现状 
在地理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已经不同程度地将思政元素融入到教学过程中。调查显示，有 68.75%

的教师偶尔会融入课程思政元素进行教学，27.08%的教师经常在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仅有 4.17%的教

师很少会在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有 92.67%的教师表示会有意识地挖掘教材中的思政元素，8.33%的教

师也表示未来会有意识地挖掘思政元素，整体来看，中学地理课程思政教学已有一定实施基础，而且发

展态势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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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资源的开发对实施中学地理课程思政有很重要影响。从调查结果发现，没有成体系的思政教学

资源成为了地理课程思政建设的问题之一。在思政教学资源的选择上，16.67%的教师十分愿意优先选择

加入思政元素的教材，77.08%的教师表示愿意选择加入思政元素的教材，仅有少部分对此表示持中立的

态度。 
不同教龄的教师对挖掘地理教材中思政元素的意愿有差异。调查中发现，教龄在 5 年以下的教师经

常在教材中挖掘思政元素，年轻教师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强，能够积极地将课程思政融入课堂。10 年以

上教龄的教师在教材中挖掘思政元素积极程度下降，一方面说明课程思政改革的推广有了一定的成效，

教师们都在接受新教育理念，把课程思政融入课堂。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随着教龄的增长，

教师虽然能接受课程思政这一教学理念，但在挖掘课程思政元素过程中的积极性不佳，只能偶尔在教学

过程中实施思政元素的融合。 
总之，尽管地理课程思政在中学地理教学过程中已有一定的基础，但离课程思政的全面实施还存在

一定的距离。问卷调查反映出当前中学地理课程思政的困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尚未找到地理教

学与课程思政的结合点，二是过于思政化可能会影响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要全面开展课程思政教学，

一方面要从挖掘教材思政元素与教学资源入手，另一方面，教师要灵活地将思政元素应用于教学过程，

避免课程过度思政化带来的问题。 
在对地理课程思政未来的展望中，27.08%的教师表示在今后的教学中十分愿意融入课程思政，66.67%

的教师愿意融入课程思政，仅有 6.25%表示一般，没有教师表示不愿意。由此可见，绝大多数教师对于

地理课程思政的建设是支持态度，通过加大对地理课程思政改革的推广力度，将会提高教师对地理课程

融入思政元素的认同度，将有利于课程思政的全面铺开。 

2.2. 学生对课程思政教学的认识调查 

2.2.1. 学生问卷调查基本概况 
学生调查问卷采用单选题与多选题相结合的方式，共 16 道题，其中一道主观题(非必答题)。主要涉

及了中学生对课程思政的理解与其实施程度以及地理教学与课程思政融合的元素、难点与现状等(表 2)。
问卷调查对象为云南省临沧市云县三所中学的在校学生，共 474 人。调查通过问卷星在线调查和现场发

放问卷的方式进行，问卷发放与回收情况如表 3 所示。参与调查的中学生中，初中生占 46.84%，高中生

占 53.16%。学生样本有 47.47%的中学生就读于县城中学，52.53%的中学生就读于乡镇中学。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questions in the questionnaire (student paper) on the status quo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middle school geography courses 
表 2. 中学地理课程思政教学现状调查问卷(学生卷)问题分布 

问题内容 题目序号 

问卷样本构成 1, 2, 3, 4, 5, 6 

对地理课程思政的认知及评价 7, 8, 9 

中学生对地理课程思政发展前景的认识 10, 11, 12, 13, 14, 15, 16 

 
Table 3. Distribution and recovery of student questionnaires 
表 3. 学生调查问卷发放与回收情况 

类型 发放(份) 回收(份) 回收率 有效问卷 有效率 

学生问卷 474 474 100% 47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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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学生问卷调查结果 
1) 中学生对地理课程思政的认知及评价 
课程思政教学对大部分中学生群体来讲，只是通过互联网或课堂上教师的介绍有一些了解。从调查

统计数据来看，有 77%的中学生表示对课程思政有一定的了解，但不多。仅有 6.12%的同学表示对课程

思政很了解，16.88%的同学表示不了解课程思政。因此，在中学生群体中还需要进行课程思政理念的推

广和宣传，稳步推进课程思政的实施。虽然中学生对课程思政的了解程度不高，但大多数同学对老师在

课堂上融入“课程思政”是持肯定态度的。有 55.27%的同学表示地理教师有必要在课堂上融入“课程思

政”，课程思政教学可以给予他们积极的思想指导，使他们正确待人处事。有 20.68%的同学认为地理教

师在课堂上融入“课程思政”是非常有必要的，只有少部分同学持没必要的态度。目前，中学生对课程

思政已有一定了解，并且对地理课堂融入课程思政的认同度和评价都比较好，说明地理课程思政的全面

推广已有一定的基础。 
2) 中学生对地理课程思政发展前景的认识 
青少年作为祖国未来的希望，承载着传承民族希望的重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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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课堂的主体，55.27%的学生表示地理教师有必要在课堂上融入“课程思政”，

20.68%的同学表示地理教师非常有必要在课堂上融入“课程思政”，21.73%的同学持中立态度，只有极

少数同学认为没有必要。当被问地理教师在课堂中讲授的思政内容是否有用时，69.41%的同学认为是有

用的，给予了他们正确的指导，使他们能正确待人处事，但可能是因为对课程思政不了解或者是了解程

度不够，仍有接近 30%的学生是认为没用或者不清楚的态度。90%的同学认为地理老师的课堂教学，对

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关心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方面有较多的帮助；接近 93%的同学认为地理课对

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有一定的影响。综上所述，地理课程思政实施对学生理想信念价值观的影响已

有成效，未来地理课程思政实施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 
在对学生喜爱的地理课堂引入思政元素的方式进行的调查中发现，中学生乐于教师从爱国主义、国

际视野、社会责任、环境保护、人地协调、人文素养六个角度去融入地理课程思政元素。学生更希望教

师用野外实践活动的方式进行地理课程思政教学。 

3. 高中阶段中国地理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与提炼 

根据高中阶段中国地理知识内容，充分挖掘其中的思政内涵，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地理教学，

激励学生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结合起来。本文选取了高中中国地理教学内容部分进行

了课程思政元素的归纳，为高中地理课程思政教学提供参考。具体如表 4 所示： 
 

Table 4. Summar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Chinese geography teaching content 
表 4. 中国地理教学内容思政元素归纳 

教学内容 思政元素 培养方向 

中国的疆域

和行政区划 
领土完整意识、区域认知、爱国情怀、国家认

同感、民族自豪感、制度自信、核心意识 
培养学生的国家领土完整意识，增强学生政治认

同感，强化“四个认同”；坚定“四个自信”。 

中国的自然

资源 

合理的资源观、国情认知、区域差异、可持续

发展观、环境保护意识、人地协调观、社会责

任、反思精神、辩证唯物主义 

培养学生树立合理的资源观，人地协调观，使同

学更深入的了解可持续发展。 

中国的湖泊

和河流 
国情认知、合理的资源观、人地协调观、环境

保护意识，社会责任 

培养学生节约资源的意识和习惯，在日常生活中

能够自主节约，主动保护环境，增强学生参与感

与社会责任感。 

中国的气候 国情认知、区域差异、整体观、逻辑思维 培养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以及推理的综合思维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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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中国的人口

和民族 

国情认知、民族自豪感、合理的人口观、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意识、中国精

神、文化自信、制度自信 

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口观，增强学生的国家认

同感、民族团结意识、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爱

祖国的大好河山，爱自己的骨肉同胞，爱祖国的

灿烂文化，爱自己的国家。 

中国的地形 国情认知、区域认知、科学发展观、区域协调

观、环境保护意识、辩证唯物主义、区域差异 

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环境保护意识，尊重客观

规律，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树立科学发展

观、区域协调观，坚持可持续发展。 

中国的农业 国情认知、国家粮食安全观、全球意识、大局

意识、人地协调观、合理的资源观 
培养学生的国家粮食安全观，使学生明白国家粮

食安全的重要性。 

中国的工业 国情认知、全球意识、科学发展观 
培养学生的科学发展观，拓宽学生的全球视野，

贯彻落实科技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 

中国的交通

运输 国情认知、全球意识、整体意识、科学发展观 
培养学生的科学发展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

识，拓宽学生的全球视野，“一带一路”共同发

展。 

中国的商业

和旅游业 
国情认知、政治认同、科学发展观、改革开放、

全球意识、历史唯物主义 

通过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商业和旅游业的发

展成就，使学生懂得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重

要性和正确性，正确认识改革与科学技术在社会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4. 中学阶段中国地理思政教学实践模式分析  

根据高中阶段学生学习方式与心理认知特点，在地理课堂教学中进行思政元素的渗透可以采用：直

观推演式，引导启发式，理论联系实践式，实践探究式等，课堂上可以进行多种方式的融合与运用。 

4.1. 直观推演式 

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人们通过研究自然界中的事物，不仅可以发现

许多科学原理和技术应用，更可以启发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而中学地理课程是可以使学生获得地理基

础知识的课程，其中的直观地理事物中，可以引出更深层次的哲思，从而与地理课程中的思政元素联系

在一起，并传递给学生，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 
在高中教材选择性必修 3 (人教版)第四章第二节《国家战略与政策》开篇介绍了“公地悲剧”的故事，

接下来让同学们讨论和思考为什么划分牧场后，草场退化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呢？这为我国保障资源、

环境领域的国家安全提供了什么借鉴呢?引出只有让每个人都意识到有责任去保护草场，草原才真正的被

保护。同样的，只有让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是国家的主人，以主人的身份去保护和对待我国的资源与环

境，才能高效且最大程度地保障我国资源、环境领域的国家安全。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增强学生

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意识。 

4.2. 引导启发式 

在生活中，很多事物需要以“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眼光去看待，而不能仅仅通过表象去理解和看待

事物和问题。地理学科中的一些思政元素就会涉及到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思想，这类思政元素能

引发学生深度思考，从而养成不局限于现象看待问题的习惯。课堂上，教师需要用引导启发的方式，让

学生真正懂得这类思政元素的内涵，并将其转化为内在的一种品质。 
在学习高中教材选择性必修 3 (人教版)第二章《资源安全与国家安全》中，第一节同学们已经了解了

资源安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当第二节带着同学们了解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后，参考“2016 年中国能源消

费结构”图，可以让同学们结合课堂所学知识发散思考为什么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消费量占比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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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哪些原因呢？结合课堂的学习内容引出：基于能源供给和消费的特点，我国确定了“以煤为主自

给，以引进油、气为重心”的能源安全战略。我国的煤炭储存量丰富，且煤炭资源廉价；若是大量使用

油气，进口价较贵，且进口会受限制与其他国家，可能会威胁到国家安全。所以，对于国家或是个人都

一样，关键的东西要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保持独立。 

4.3. 理论联系实践式 

人类生活与地理密切相关，人们的衣、食、住、行都与地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地理课程思政中

有一些思政元素涉及到我国区域发展举措和理念，在讲到相关地理知识时，教师可以将其与我国的区域

发展举措和理念联系在一起，引出相关思政元素，并传递给同学们，让同学们懂得我国的发展举措和理

念都是有理论依据的，都是从实际出发的。这种方式一方面增强了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另一方面

也培养了学生深度思考的能力。 
高中教材选择性必修 3 (人教版)第三章《环境安全与国家安全》中学习了我国应对各种环境问题采取

的措施，可以让学生将实际问题与国家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更加明白国家的每一项政策都是从实际出

发，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树立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观和保护环境的意识，

让学生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和发展观的重要性，并进一步引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

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从而让学生更加了解我国的发展战略和理念。 

4.4. 实践探究式 

高中教育主要以应试教育的理论学习为主，而往往忽视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导致学生所学的理论

知识与实际无法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因此，需要培养学生将理论运用于实践，能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并用所学理论解决问题，提升实践能力。 
在学习高中教材选择性必修 3 (人教版)第一章第三节《环境问题及其危害》时，可以设置课外实践活

动，通过实地调查和查阅资料了解自己家周围存在的环境问题以及应对措施，若还未采取的，请积极思

考并通过所积累的知识和查阅资料给出应对环境问题的措施建议。可以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同时还可以

让同学明白理论和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知识不该是死的东西，它是紧密地与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从而调

动学生将所学知识与实际相联系并运用于生活实践的积极性。除此之外，还培养了学生的科学发展观和

可持续发展观，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和综合思维能力，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渗透地理思政元素的方式还有很多种，可以单一使用，也可以多种结合使用，不管使用什么方式，

最终目的都是恰当地把思政元素融入地理课堂教学。在高中地理教学过程中，应该深入挖掘教材中的内

容所包含的“课程思政”元素，并结合具体案例进行渗透和讲解，同时采用更加灵活多样化、互动性强

的教学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并激发他们对

未来社会发展的热情。 

5. 结语 

“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4]课程思政的推进单靠学校和教师是无法实现的，需要各

级部门的共同协作才能实现课程思政的全面铺开。在落实课程思政过程中，教师是关键，教材是基础，

方法是手段，制度是保障[5]。中学课程思政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只要坚定国家的教育方针和路线，

坚守正确的教育理念，不断去探索和创新，必能使地理课程思政改革全面铺开并取得显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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