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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安全格局下，作为国家栋梁和新生力量的当代大学生教育，需要紧跟国家安全战略布局、贯彻总体

国家安全观。为了解决高等院校专业课中存在的大安全发展观渗透不足、课程思政元素零散、专业与思

政割裂等问题，本文提出了“基于场景的课程思政立体渗透”教学模式。该模式以新安全发展格局为总

体框架，结合专业课程内容进行思政案例场景的立体融合设计，将思政元素潜移默化到专业课程教学过

程中，探索一种“如盐在水”的高校课程思政立体渗透教学及课程思政的教学评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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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new security situation, as a pillar of the country and a new force, contemporary college 
education needs to closely follow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layout and implement the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infiltration of the concept 
of grand security development, scatter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courses, and the 
separation of major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rofessional cours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 teaching model of “scenario based three-dimensional infiltration of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has been proposed. This model takes the new security 
development pattern as the overall framework, and combines professional course content to de-
sign a three-dimensional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ase scenarios. It subtly integrat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exploring a 
“salt in water” three-dimensional infiltration teaching mode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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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

稳定”作出专章论述和战略部署，鲜明提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要求，充分体现了

党中央统筹发展和安全、协调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新安全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动态平

衡的重大战略考量[1]。2023 年 4 月 15 日是我国第八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主题是“贯彻总体国

家安全观，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夯实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的社会基础”，国安宣工

作室、共青团中央联合打造推出《国家安全离你有多近》网络公开课，体现了我国新安全格局的教育及

普及正走在一条全民化的道路上。 
在新安全格局下，作为国家栋梁和新生力量的当代大学生教育，也需要紧跟国家安全战略布局，然

而，目前国内高等院校开展的思政课程教育改革尚未形成普遍范式，尤其是专业课教育中，如何评价学

生的思政性尚缺乏较为成熟的评价体系，面对新安全格局的时代要求，专业课程的思政性改革又面临着

新的思考，例如，本门专业课程与新安全格局的关系是什么？如何将新安全格局的发展观以“润物细无

声”的方式融入进专业课程建设？在教学效果上，如何对新安全格局发展进行有效评价？因此，亟需对

当代大学生新安全格局下的专业课程教育现状进行共性梳理，并针对性地提出一种基于安全场景模式的

专业课教育实践方法，为新安全格局下的高等教育专业课程教育模式提供一定的参考。 
为了解决上述系列问题，提出了一种“场景式立体渗透”的思政融合教学设计模式，将新安全格局

的要素进行分类，再汇总与筛选典型思政案例，用连续剧集场景对应课程或章节的方式进行课程教学设

计，将场景理论的真实立体性、戏剧性、合法性优势转变为专业课程的仿真性、思辨性及验证性，综合

提升学生的课程专注力和思考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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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安全格局下的高等院校专业课程思政教育现状 

根据知网数据库统计，高等教育课程思政的研究始于 2006 年，热度从 2018 年开始陡升，教学研究

论文逐年增多(图 1)。 
 

 
Figure 1. The number of research papers related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courses has been 
changing year by year (Source: CNKI) 
图 1. 与高等院校课程思政相关的研究论文数量逐年变化情况(来源：中国知网) 

 
这反映了教育部于 2017 年底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影响之广泛。论文研

究主要集中在“课程思政”“思政建设”“思政教学”本身，以及“实践路径”“立德树人”“教学设

计”等多元关注热点，而专业课方面研究较多的是大学英语，且“新工科”“专业课”的思政研究也较

为突出，然而与“新安全格局”进行深入研究与思考的论著尚未被发现(图 2)。 
 

 
Figure 2. Distribution frequency of main keyword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s (Source: CNKI) 
图 2. 课程思政主要关键词分布频次(来源：中国知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蕴含着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战略思想，因此，

任何关乎国家安全发展的思政要素都与新安全格局相关联。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高等院校的专业课

程思政教育在思政要素的挖掘时，主要围绕着“立德树人”“三全育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

匠精神”等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对“安全”要素的显性体现不足，而是以隐性体现为主。例如，陈晓玲

等[2]在进行专业课程思政元素挖掘时，注重将课程案例与学生的就业价值观、科技自信、创新精神、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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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节能、科技强国使命担当等显性的思政元素进行了深度融合，其中，科技强国使命担当和创新精神等

均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大安全观，而对国家安全格局的建设并未明确提及。 
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国家总体安全构建已经提升

至全新的高度，因此，高等教育也应紧随党和国家的步伐，更新课程思政元素，让国家总体安全发展观、

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显性融入到专业课程教育与建设中来，不断提高国家新一代接班人的国家危机

意识和安全发展意识，以便于在未来的从业过程中能将其深入融合贯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岗位上来。 

3. 一种基于场景理论的专业课程思政融合方法 

场景，泛指场所，是指戏剧、电影中的场面[3]，近年来有学者将场景一词运用到城市发展学科当中，

并提出了“场景理论”。该理论的提出者 Daniel Aaron Silver 认为，场景与地点有关，是一种附加了特定的

兴趣、情景功能并再定义后的地点，场景思维是一种摆脱孤立，整体性、关联式的思维方式，场景理论在

实际应用中具有真实性、戏剧性及合法性的立体优势[4]，因此被较多地应用到了城市与文化领域中[5] [6] [7] 
[8] [9]，也有教育工作者将其运用到教育领域[10]-[15]，如罗莎莎等[10]认为，媒介技术更迭、教育场景变

迁和信息流动模式嬗变的智能时代给教师群体角色带来一定的生存危机，并提出了为应对其角色危机应该

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措施，从教育的思维、习惯、教育方式等方面加以改变，以适应新时代的教育行业。 
根据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场景理论并未完全与专业教学本身的内容结合起来，而是更加注重人工

智能、虚拟实验等教学信息技术上的场景设计(图 3)。 
 

 
Figure 3. The application of scenario theory in college education 
图 3. 场景理论在高等教育中的运用情况 

3.1. 高校专业课中新安全格局的“场景式立体渗透”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盐，但不能光吃盐，最好的方式是将盐溶解到各种

食物中自然而然吸收[16]，因此，课程思政要如盐在水，潜移默化，因此，笔者将思政元素在专业课程中

的潜移默化深度融入称为“立体渗透”，让学生在吸收专业课知识的同时，也能够显性地“尝到”新安

全格局下大安全发展观这一思政元素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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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场景式立体渗透的概念 

这里提出的立体渗透方法，就是利用“场景”理论的真实立体性、戏剧性及合法性的优势，让学生

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充分利用专业理论和技术，解决现实或虚拟场景中的问题，切实地感受到该问题

的急迫性和关键性，并在该问题得以解决后，提升学生内心的安全感、成就感，以及自信感。通过场景

贯通的立体渗透方法，使学生宛如观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电影或戏剧般记忆深刻，但与电影重情节起伏

而忽视细节技术不同，课程需要基于具体的专业技术细节来理解场景。 

3.3. “场景式立体渗透”方法的实践：以新安全格局在《自然地理学》中的融合为例 

自然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体系中的基础性学科，是地理信息科学、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及高等师

范本科地理科学等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在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方面肩负着重要的任务，在教学改革工

作中以“虚拟仿真实习”教学辅助系统为主[17] [18]，主要集中在实践部分，在教学研究主题分布中，野

外实习和实践教学合计占 61%以上，如图 4 所示。 
 

 
Figure 4. Statistical distribution of themes in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natural geography  
图 4. 自然地理学教学研究的主题统计分布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由于培养条件限制，该课程往往理论课课时居多，有的高校甚至只有理论课，

因此，如何在课程中融入实践元素，加强学生的感知度、参与度，是实践教学成为教学改革热点的重要

原因，然而在笔者引入虚拟平台进行理论教学的实施过程中，发现既要讲理论、又要讲实习操作，仍然

会严重出现课时不足的情况。 
“场景”理论与该课程的结合，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新思路。学生通过课程构建的场景，在理解理论的

同时，能够有效提出应用的思路，并在场景中吸收立体渗透之后的思政元素，具体实施过程如图 5 所示。 

3.3.1. 场景框架匹配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

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以此为框架，对课

程场景进行多章节匹配，其中，文化安全与其它各方面密不可分，因此采用立体渗透的方式进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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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The scenario-based three-dimensional infiltration process of new security patterns in Natural Geography 
图 5. 《自然地理学》对新安全格局的场景式立体渗透过程 

 
多章节匹配：《自然地理学》授课分为八个部分，各章节内容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

科技安全、社会安全、国际安全等形成以一对一为主、一对多为辅的匹配关系，这是为了延长场景的作

用，以便于学生对场景中情节的发展有足够的时间做出相应的专业反馈。例如，在社会安全板块，分别

对应“水体及相互联系”“外动力作用与地貌发育”两章的场景，是因为这两章涉及到的水资源分配和

地质灾害对社会安全与稳定的影响最贴近学生的现实生活，因此尽管这两章也能挖掘出科技安全或经济

安全的思政案例来进行场景加工，也予以舍弃。简言之，在多章节的安全场景匹配时，摒弃了传统课程

思政元素的丰富化、杂乱化。 

3.3.2. 场景精准植入 
场景精准植入是实现“思政立体渗透”的关键步骤，它关系到案例匹配是否合理、场景的情节推动

是否有效、专业理论的显示度与思政元素的隐含度是否恰当。因此，在场景植入前需要汇总大量的思政

案例，并从中筛选出章节匹配度高、思政发光度强、情节波澜起伏、结局引人深思的案例式场景。 
结合《自然地理学》的章节内容，分别筛选出“海湾战争”“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等自带思政

光芒、具有较长发展过程的场景，抽取出“地缘政治”“水资源分配”“冻土治理”等影响力深远的研

究课题，融合“自然地理系统的特点”“水体的相互联系”“土壤形成因素”等重要知识点，推动课程

节奏的发展，带领学生走山看水，在课堂场景中体验一场虚拟而真实的自然地理闯关路。 

3.3.3. 课程实施：以“南水北调场景”为例 
“水体及其相互联系”一章的主要内容为：河流、湖沼与冰川、地下水、海洋、水分循环和水量平

衡，具体包含各种水体的分布、水文特点或形成过程，及其与自然地理系统的影响。“南水北调”是在

水体短缺、水体污染、地下水超采等背景下提出的一项水资源重分配的重大举措，分为东线、中线及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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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该工程涉及到多种水体，因此，授课时以该工程发展场景为时间轴，将课程知识点进行重分配，以

解决工程问题导向，引导学生在场景中以工程师的角色进行专业思考，在领略大工程师风采的同时，提

高专业认同感和课程认同感，从而为国家的社会安全保障有了更加专业化的认知(图 6)。 
 

 
Figure 6. Theoretical teaching mode that runs through the scenario timeline 
图 6. 以场景时间轴贯穿的理论教学模式 

 
如图 6 所示，课堂设计的“场景”按“南水北调”工程的进展为情节，将该工程拆解为若干个“关

卡”，每个关卡都与具体的知识点相关联，每完成一个关卡，到达一个情节高潮，不断刺激学生的“闯

关”本能，直至通过若干个课时，完成本章的全部学习内容。 
在每节课程的具体实施中，采用 BOPPPS 教学模式(即导言“Bridge-in”、目标“Outcome”、前测

“Pre-test”、参与式学习“Participation”、后测“Post-test”和总结“Summary”)，将“场景式立体渗

透”与“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深入关联(如表 1 所示)，实现教师辅助进行场景解说、学生自主完成闯关的

学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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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urse design of “scenario-based three-dimensional infiltration” 
表 1. “场景式立体渗透”的课堂设计 

课堂设计阶段 场景式立体渗透 以学生为中心 

导言“Bridge-in” 前情回顾：场景中遇到何种困难及如何解决， 
涉及到哪些知识点 

学生课前自主复习、总结与提升，

通过雨课堂回答 

目标“Outcome” 本节课即将迎来新的关卡，应该怎么解决？ 学生自主思考，结合课前预习提出

初步方案 

前测“Pre-test” 雨课堂统计复习与预习数据，对突出者予以表扬， 
与怠惰者进行现场问答 所有学生进入同一课堂起点 

参与式学习

“Participation” 
视频地图或三维地图场景再现，教师作为场景解说者，

提示学习重点，启发学生结合场景思考 
学生分组自主讨论，提问并思考场

景问题的解决思路 

后测“Post-test” 雨课堂结合场景提示闯关，巩固本节课知识点 学生自主提交闯关答案 

总结“Summary” 场景复盘，知识系统构建，提示下一个场景关卡 学生自主优化复盘，自主完善知识

系统，布置任务课后自主探索创新 

4. 教学评价 

专业课程的思政教育中，教学评价一向是容易被忽视的部分，其原因是思政元素体现无绝对标准、

教学过程中的思政渗透效果难以量化。“场景式立体渗透”的教学模式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该痼疾，因

为该模式的教学过程评估中，需要学生给出场景问题的解决思路或者方案(表 2)，其中，涉及到方案考核

的部分，由于专业与思政已融合为整体，因此其分数占比为 100%。 
 

Table 2. Process teaching evaluation methods for “scenario-based three-dimensional infiltration” 
表 2. “场景式立体渗透”的过程教学评价方式 

教学过程

涉及环节 
具体方式 考核目标 思政型题

目占比 
举例 

课前–预习 

雨课堂低–中–高

阶理论知识点测评 
+ 场景关卡问题梳

理 

排除简单知识

点，聚焦场景高

阶问题 
10% 

例如在河流部分，对专业名词解释以选择题的

方式进行考核，对于其发育过程和水文特征按

简答题考核，对“南水北调”的场景进行预告

与描述，让学生梳理场景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课中–前测 雨课堂测试前面章

节内容 

巩固前面已学

内容，回顾场景

前情 
20% 例如，“水资源分配与社会稳定”部分，需要

回顾“水量平衡”“地下水”等前情内容 

课中–讨论 
分组发表见解， 
自评 + 互评 +  
师评 

攻克高阶难点，

高度参与课堂 
100% 

例如，在学习河流发育涉及“南低北高”场景

时，涉及到“水如何往高处流”的问题，学生

讨论后给出“填充垫高方案”及“架高引流方

案”，评价表分别包含方案的自然地理可行性、

技术可行性及实现成本等方面，最后教师给出

“南水北调”的解决方案，供学生对比。 

课中–后测 雨课堂难点测试 
巩固本节课内

容，加深场景问

题解决思路 
10% 例如，河流袭夺的成因这一难点，通过人工疏

通的场景协助学生提高测试的正确率。 

课后–创新 
自主挖掘场景更多

问题，提交方案 
说明 

学会融合贯通、

举一反三，探索

更多实际问题 
100% 

例如，学完“南水北调”各问题场景，学生又

挖掘出了山东“北水南调”的新问题场景进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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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该模式的教学，90%以上的学生对该模式表示高度认同，据雨课堂统计，课堂参与度提升了 21%，

优生率较往届增加了 16%，差生率则大幅下降至 3.2%；另外，学生的综合作业也呈现出较好的工程问题

解决能力及创新能力，总体教学效果较好。 

5. 结语 

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国家总体安全构建已经提

升至全新的高度，因此，高等教育也应紧随党和国家的步伐，更新课程思政元素，让国家总体安全发展

观、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显性融入到专业课程教育与建设中来，不断提高国家新一代接班人的国

家危机意识和安全发展意识，以便于在未来的从业过程中能将其深入融合贯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岗位上

来。 
课程思政要如盐在水，潜移默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以新安全格局为框架，融合多元思政元素，

利用场景的真实立体性和情节推动优势，提出“场景式立体渗透”的思政融合方法。该方法的实施步骤

为：以新安全格局为框架，分解为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等多个方面，充分挖掘和筛选思政案例，结合专

业课程设计长篇场景，立体贯穿全章内容，便于提升学生对复杂工程问题的理解程度，并实现课程与安

全发展观这一思政体系的深层立体渗透，避免了思政案例与知识或技术的割裂，完成了新安全格局这一

思政元素系统在专业课程中的立体渗透融合。该模式在发展大安全发展观的系统框架下融入多元思政元

素，从时间维度立体贯穿思政案例，在教学评价中量化思政教学考核，为课程思政的体系化建设提供新

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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