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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需要系统化的教学设计与有效实施。为提升课程思政教学效果，测量与地图学课程从思政目标、

内容设计、教学资源、教学模式与方法、教学团队、教学实施等六个方面，构建了“六位一体”的课程

思政教学体系。实施效果调查和评价表明，该体系的实施获得了明显的课程思政教学成效，对同类课程

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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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ffairs of courses need systematic teaching design and effective imple-
ment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effect of the course, the “s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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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ying and cartography” course has built a “six-in-on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system from six aspec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objectives, content design, teaching re-
sources, teaching mode and methods, teaching team and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The investiga-
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show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system has 
achieved obviou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results, and has a good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reform of similar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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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已经成为

广大高校教师的共识[1]，课程思政已成为专业课程教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入

课程教学和改革的各环节、各方面，有利于突破思想政治教育过于集中于“点”、“线”的瓶颈，把思

想政治理论教育与专业教育变为一个协调同步、相得益彰的过程[2]。2020 年 5 月，教育部发布《高等学

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它明确指出，专业课程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基本载体。要深入梳理专业课教

学内容，结合不同课程特点、思维方法和价值理念，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达到

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3]。 
只有把思政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才能保证学生成长目标明确、发展动力强劲、学习认真刻苦、

才智充分发挥[4]。测量与地图学课程理论性与实践性并重，课程蕴含有丰富的课程思政资源。在十余年

的教学实践中，测量与地图学课程一直坚持对学生开展爱国主义精神和职业道德等思政教育。然而，在

新的发展形势下，如何结合课程实际构建合理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并将其有效融入到课程教学全过程

中，成为本课程建设的重要研究任务之一。作为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本课程教学团队通过努力探索和实

践，构建了合理有效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积累了丰富的课程思政教学经验，为同类课程的课程思政教

学提供很好的借鉴。 

2. 课程性质与特点 

测量与地图学为我校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和土地资源管理等三个非测绘类专

业的专业基础必修课，开课时间均为大学二年级第一学期，目的是为这三个专业后续测绘类提升课程和

学生将来在测绘行业不同方向就业打下坚实基础。 
测量与地图学由测量学和地图学两大部分构成，具有知识点较多且难度大的特点。测绘行业具有技

术创新性强、行业发展快的特征，特别是在近些年，中国测绘行业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

测绘行业特别是基层一线的测绘工作，却具有工作环境艰苦的特点。这些既为本课程提供了课程思政目

标和建设思路，又为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思政教学资源等。与此同时，也迫切需要我们根据测绘行业的

特点和本课程实际，构建合理有效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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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六位一体”课程思政教学体系 

根据课程特点和思政教学目标，经过多年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测量与地图学课程构建了思政目标、

内容设计、教学资源、教学模式与方法、教学团队和教学实施“六位一体”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见图 1)。
其中，思政教学目标是核心，思政内容设计、思政教学资源、思政教学模式与方法、思政教学团队、思

政教学实施是基础，六者相辅相成、合为一体，共同实现课程育人目标。 
 

 
Figure 1. The “Six in On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system in the surveying and 
cartography 
图 1. 测量与地图学“六位一体”课程思政教学体

系 

3.1. 明确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根据专业的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及其分解指标点，在深入分析本课程对毕业要求指标点的支撑关系

的基础上，本课程结合课程特点，从以下 4 个层面明确了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1) 国家层面。能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养成爱国主义精神，

具备良好家国情怀与政治认同，敢于担当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对中国测绘行业的发展成就自豪和自信。 
2) 职业素养层面。树立“测绘报国”的职业理想，形成测绘行业标准和法律法规意识，具备良好的

职业素养和道德，养成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和工匠精神。 
3) 个人精神层面。有自主创新意识，养成“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意识和精神，能积极参加劳动实

践。 
4) 个人能力层面。学会自主学习；具有团队合作意识，能参与团队协作；能理论联系实际，学会发

现、分析和解决问题。 

3.2. 优化课程思政内容设计 

课程内容讲授是实现课程思政育人的具体途径[5]。为此，本课程重点从以下两条途径出发，对课程

思政内容进行优化设计。 
1) 做好课程思政内外衔接。课程思政不是孤立的，而应是联动的；要做好课程思政，必须做好内外

衔接。本课程重点从以下四个层次进行衔接：一是通过总体设计，注重本课程的思政目标与专业培养目

标中思政目标的衔接；二是注重与后续测绘类课程(如地籍与房产测量、数字测图等)思政内容衔接；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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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章节内容衔接即不同知识点思政元素的衔接；四是注重本课程课内与课外(含第二课堂)的衔接。通过

做好课程思政内外衔接，明确本课程思政的重点。 
2) 优化课程思政融入点。根据本课程的课程思政总体目标，课程教学团队对整门课程以及每个知识

点进行细致分析，优化不同课程内容的不同思政融入点。例如，在水准测量章节，重点融入珠峰高程测

量“不畏艰辛、敢于拼搏、勇于担当”的精神等；在 GNSS 章节，将中国北斗三代人“爱国奉献、艰苦

奋斗、自主创新、制度自信”等思政元素融入其中；在地图语言学习中，通过融入中国版图等，培养学

生爱国情怀、法律法规意识等。 

3.3. 精选课程思政教学资源 

结合教学实际，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地挖掘思政资源，以鲜活的行业实例具体形象地开展思政工作，

明确教育价值取向，调动师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是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教书育人规律和学生

成长规律的具体体现[4]。世界测绘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测绘行业也经历了辉煌历程，给本课程提供了

丰富多样的思政元素。按照专业性、多样性、多用性和本土化优先原则，本课程结合课程教学实际，构

建了 6 大思政资源库。 
1) 学科资源库。一是通过传统测绘、现代测绘等测绘技术发展资源，如《皇舆全览图》等丰富多样

的历史地图与现代地图以及 GNSS、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等现代测绘仪器，展示我国测绘技术艰辛

发展历程。二是通过规划设计、应急测绘、日常生活等测绘应用案例，展示测绘对经济建设的作用。 
2) 人物资源库。既有院士领军人物为祖国测绘事业奉献的光辉事迹，又有一线测绘人的先进事迹。

通过这两方面的结合，激发学生爱国热情和树立“测绘报国”职业理想等。 
3) 工程与项目资源库。主要是建设珠峰高程测量、北斗系统、奥运场馆、应急测绘等工程项目资源

库，弘扬北斗精神、珠峰精神、奥运精神和奉献精神等。 
4) 红色资源库。主要是通过红色地图、红色故事、中国版图这三个模块，弘扬红船精神，激发学生

的国家安全意识、爱国精神、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等。 
5) 行业企业资源库。一是通过国产测绘装备企业，突显“大国智造”，也认识到当前差距；二是通

过测绘行业应用企业信息库，提升行业信心与从业意愿等。 
6) 职业规范与标准资源库。主要是基于测绘职业道德教育、测绘行业标准、注册测绘师制度三个资

源库，促进学生养成学生法治意识、保密意识、标准意识和工匠精神，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动力。 

3.4. 活用课程思政教学模式与方法 

在教学模式和方法上，结合课程思政内容差异，主要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翻转课堂等教学模式，

通过地图识图、案例分析、分组任务、主题讨论、行业故事、院士专家报告等活动，综合融入讲授法、

讨论法、案例分析法、启发法、探究式、实践法等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参与教学的主动性，既提升

学生思政水平，又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团结协作与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通过对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与

方法进行优化设计，将优选的课程思政元素深度融入到课程知识点，并综合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模式和方

法，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受到思政教育，从而达到最佳的课程思政效果。比如，在线上

课堂和教学资源中，采用丰富多样的地图案例，采用启发式、探究式等教学方法，充分融入课程思政；

在线下课堂中，采用翻转课堂形式，通过分组任务、课前准备、课前测验、课中讨论与交流、课后任务

布置等丰富多样的教学活动，润物细无声地有效实现课程思政目标。 

3.5. 培育课程思政教学团队 

教师是教育教学核心中的核心，作为充分发挥各门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实践者和推动者[6]，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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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团队应不断提升自身育人能力，大胆开展教学改革与实践，不断探索“课程思政”教学技巧[7]。要教

育好学生，教育者要先受教育[8]。因此，本课程教师团队通过参加学习交流，不断提升教学素养和课程

思政实施能力。一是仔细研读《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等相关文件，深刻领会其精神内涵；

二是积极参加教育部门和培训机构组织的课程思政相关专题讲座与经验分享等，学习借鉴同行优秀的课

程思政做法等；三是紧跟行业前沿，学习测绘行业发展新技术。在学习交流的基础上，团队成员结合课

程实际进行充分交流与讨论，为课程改革提供动力。 

3.6. 强化课程思政教学实施 

专业课程思政，首先在于教学设计，但关键在实施，才能使课程思政设计真正落地。 
1) 做好课前、课中和课后教学的统筹安排。在课前，通过发布学习任务清单和要求，加强对学生课

前自主学习的指导；在课中，通过编写详细的教学设计方案，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实施教学；

在课后，根据学生课堂教学效果反馈，针对性布置新的任务，引导学生了解更多的课程思政内容，鼓励

参加更多等课程教学活动，进一步提升课程思政效果。 
2) 第二课堂密切配合。① 以赛促练。引导学生积极参加校级以上测绘技能大赛，既培养学生“艰

苦奋斗”意识和精神，又提升其团队合作意识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② 紧跟行业前沿。通过学习通

和微信群及时发布测绘前沿知识，鼓励学生参加各类专题讲座，如测绘大讲堂、测绘新产品发布会等，

培养学生“测绘报国”职业理想和自主创新意识等。③ 行业故事激励。在课间休息时，播放行业先锋、

先进事迹、行业成果等行业故事宣传视频；提供网络链接，鼓励学生课后详细观看宣传视频等资料。 
3) 纳入课程思政效果考核与评价。经过整个学期的课程思政教学，到底给学生带来的思政育人效果

如何？这是值得任课教师深思的问题。本课程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考核和评价课程思政

教学效果。① 定量评价。对于可以采用考题进行考核的如测绘行业前沿、行业标准、职业道德等，纳入

期末考试试卷进行考核。② 定性评价。对于不便直接考核的课程思政内容，则基于问卷调查进行数理统

计，间接反映出课程思政育人总体效果。 

4. 课程思政实施效果评价 

对课程思政实施效果进行评价，有利于更好地持续改进并提升课程思政成效。根据课程思政目标及

内容，本课程设计科学有效的调查问卷，对思政教学成效进行反馈，强化评价结果运用。在最近结束的

2021~2022 学年第一学期，课程组采用问卷星对实施教学的三个班级 123 名学生进行问卷普查。 
采用五分制对学生进行提升程度调查，结果显示，思政认识提升(3.95)、团队协作能力(4.14)、分析

解决问题能力(3.90)这三项指标的评分值最高，甚至还高于对知识目标“测绘专业知识提升”(3.86)的评

分值，足以可见学生对课程思政效果的认可，也同时反映出学生对测绘知识难度的感知。同时，“通过

本课程的课程思政，你在以下哪 3 个方面提升最大？”(只选 3 项)调查显示，学生在自主创新意识(70.73%)、
吃苦耐劳精神(62.60%)、行业自信(55.28%)和家国情怀与政治认同(53.66%)四个方面的认同率最高，均达

到了半数以上。 
在“你认为测绘地理信息行业的发展前景如何？”问题调查中，表示“前景很好”、“前景较好”

和“前景一般”的学生分别达到 23.58%、63.41%和 12.20%，而仅有 0.81%的学生不看好测绘行业。这表

明，经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非常看好测绘行业的发展前景，反映出学生对中国测绘行业发展的自豪和

自信。 
通过“你认为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工作的艰苦程度如何？”(1 很轻松~5 很辛苦)调查显示，学生评分

平均值由学习本课程前的 3.69 提高至学习本课程后的 4.05，这说明学生在本课程的学习中，充分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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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测绘行业的艰苦性。又进一步通过“在将来有机会的话，你愿意从事测绘地理信息行业相关工作的程

度？”问题调查学生的从业意愿。结果显示，表示“很愿意”、“愿意”和“一般愿意”的学生分别为

14.63%、50.41%和 33.33%，而仅有 1.63%的学生“不愿意”。由此可见，在认识到测绘行业艰苦性的情

形下，学生的从业意愿依然较高。这表明，学生树立了测绘职业理想并做好了艰苦奋斗准备。 
综上所述，本课程在国家层面、职业素养层面和个人精神与能力层面，均取得了明显的课程思政育

人效果。 

5. 结语 

根据课程特点和多年教学探索与实践，测量与地图学课程从思政目标、内容设计、教学资源、教学

模式与方法、教学团队、教学实施等六个方面，构建了“六位一体”的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同时，结合

课程实际，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和改革的各个环节，使得思政内容更具渗透性和引导性，取得

了明显的课程思政教学成效，对同类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然而，课程思政是一个系统性、长期性的教学工作，需要系统化的教学设计，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

迭代提升。一是应与一流课程建设统筹规划、精心设计、同步推进；二是充分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并及

时更新思政资源；三是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对课程思政教学模式与方法不断总结和优化；四是实施到位，

真正实现“润物细无声”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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