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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教育教学改革的主攻方向。地质地貌学作为地学类专业的专业基础

课，其蕴含了丰富的思政元素。本文结合教学实践通过课堂理论教学、室内实验教学、野外实践教学三

个渠道挖掘思政元素，讨论如何将思政之“盐”注入课程之“汤”，二者相互融合实现“术”与“道”

深度融合，以实现培养以德为先、能力为重新时代大学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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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s the main direction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at present 
and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Geology and geomorphology, as a basic course of geology specialty, 
contain abunda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ombining with teaching practic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re explored through classroom theory teaching, indoor experiment t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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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and field practice teach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inject the “salt” of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thinking into the “soup” of the curriculum, so as to realiz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skill” and 
“tao” and realize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the college students with morality as the first and ability as 
the goal of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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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把思想政

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构建三全育人的大思政格局”[1]。自此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呈井喷

之势[2]。课程思政是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的育人理念和教育模式[3]。地质地貌学是地理科

学及地学相关专业(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地理信息科学、水土保持、资源与环境

等)的专业基础课，是打开地球科学殿堂的入门课，将为后续土壤地理学、全球变化、中国地理等课程学

习奠定基础。河北地质大学[4]、合肥工业大学[5]、同济大学[6]、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7]、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8]、中国矿业大学[9]、河海大学[10]、东华理工大学[11]、西南石油大学[12] [13]等地质类院校对普通

地质学(地质学基础)、构造地质学、水文地质学、环境地质学、岩矿实验、地质野外实习等课程，长江大

学[14]、防灾科技学院[15]、江西理工大学[16]等理工类大学对地质与地貌学、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学等课程

都进行了课程思政建设研究。本文结合商洛学院地质地貌学课程教学实践，从课堂教学、室内实验和野外

实习三个渠道探索课程思政建设的途径，以期达到“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的德育目标。 

2. 地质地貌学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 

2.1. 课程思政建设是贯彻党中央文件和教育部系列文件的重要举措 

追溯课程思政历史，200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

见》中强调：高等学校各门课程都具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负有育人职责，在传授专业知识过程中加

强思想政治教育。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明确提出“立德树人”，

强调要把德育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十三次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过程。”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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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形成协同效应。”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

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2020 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详细提出课程思政建设的目标要求、内容重

点、评价体系、条件保障，以及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和分类推进课程思政的一整套指导意见。 
课程思政溯源于十七年前，但全面系统推进仅近五年，大部分教师尚未从传统的“专业知识型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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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为“课程思政型教师”。通过课程思政建设这一战略举措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回答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教育根本问题。课程思政建设落地效果影响甚至决定着接班人问题、民族复

兴和国家崛起。 

2.2.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与当代大学生未成型“三观”迫切需要开展课程思政建设 

21 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深入、社交网络化的不断延伸和资手机化地日益普及，当代大

学生未成型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呈现多元态势[17]。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生活方式通过网

络逐渐渗透冲击着大学生们，甚至出现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的苗头。 
当代在校大学生基本都是“00”后，且独生子女居多，加之家庭经济宽裕，已经习惯了较为舒适的

生活。这样成长环境造成不少大学生自我为中心，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灰心丧气，难以做出客观地分

析和选择合理的解决方法。长期积压可能导致“抑郁症”并发，严重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调查结果显

示 15%大学生将自杀理解为一种解脱[18]。这说明当代大学生处于抗挫折能力缺乏、坚强品质意志不足、

艰苦奋斗信念缺失、生命观念淡薄、家庭和社会责任感不强的窘态。 
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大学生们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等短视频渠道获取繁杂信息，以及对电

脑网络、手游缺乏自律克制，造成学生中存在享乐主义、拜金主义、道德虚无主义和实用主义等现象。

这样导致人与人面对面交流减少，易将道义、健康、亲情丢弃，从而形成只关注自己、漠视他人的班级、

宿舍和校园不和谐情况。 

2.3. 地质地貌学课程蕴含丰富的思政元素 

地球科学作为六大自然科学之一，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地质地貌学是研究地球物质组成、构造运

动和地球发展历史，地球表面形态(地貌)特征、成因、分布及其演变规律的科学。地质地貌学课程第二章

地球(地壳、岩石圈)的组成三层次(元素–矿物–岩石)认知地球的物质客观性；第三章构造运动认知物质

运动的普遍性；第四章地层分析与地壳演化简史中第四纪气候变化认知对立与统一的辩证关系等等。 
地质地貌课程中隐含丰富的生命意志思政元素。地震、滑坡、崩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新闻报道强

化学生热爱生命、生命至上的信念。地质地貌学特有的野外实践教学环节磨炼学生不怕吃苦、坚强不懈

的意志力，正所谓跋山涉水日行两万步、罗盘定向绘地质剖面，矿物岩石肉眼鉴别、午餐自带苦中作乐。 
地质地貌学课程中蕴藏丰富的爱国主义思政元素。我国拥有地球上最丰富最具特色的地质构造和地

貌种类，例如全球独一无二的青藏高原，全球面积最大、堆积最后的黄土高原，全球分布最广、特征最

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云南澄江动物群被世界公认 20 世纪最惊人的发现，震惊世界的辽西热河动物群改写

了鸟类进化史，等等。另外“西气东输”、“三峡工程”和“天眼工程”等大国工程都涉及地质地貌学

方面的科技攻关。通过科技兴国战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更要

依靠青年一代的大学生们。 

3. 地质地貌学课程思政实施路径 

3.1. 课堂理论教学 

3.1.1. 老一辈地质地貌学家典型案例塑造学生家国情怀 
课堂是课程思政的主要场所，课堂教学中各知识点即为思政元素载体。地质地貌学课程中每章都有

丰富的思政元素，限于篇幅，表 1 仅列出部分。老一辈地质学家李四光、刘东生、黄汲清等，地貌学家

袁复礼、王乃樑、杨逸畴等都是因祖国建设需要而确定自己工作地点，野外考察工作历经千辛万苦，他

们的爱国情操和家国情怀是重要的思政素材之一。在讲授冰川地貌引入中国现代冰川学研究学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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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崔之久教授。1957 年，他参加攀爬当时死亡率高于珠峰的贡嘎山。贡嘎山海拔 7556 m，高出东侧大

渡河 6000 m，雪崩导致同行伙伴的牺牲，同伴的牺牲没有动摇崔之久完成任务的信念、为了照相记录冰

川地貌细节，寒冷冻坏了他右手手指神经。考察结束，他写下了中国第一篇现代冰川论文，副标题为纪

念为征服贡嘎山而牺牲的战友。将这些优秀前辈地质地貌学家的感人事迹引入课堂案例，培养学生敢挑

重担的责任担当意识和爱国爱党的家国情怀。 
 
Table 1. Som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geological geomorphology theory teaching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curriculum 
表 1. 地质地貌学理论教学中的部分思政元素与课程思政价值取向 

章节 知识点 思政元素 价值取向 

第一章绪论 

地质地貌学应用 

大国工程：“FAST 天眼”如何选址、青藏铁路路线选址等；

日常生活：校园内 1 号楼前景观石为石灰岩，3 号楼前“讲

普通话、写规范字”景观石为砂岩和粉砂岩；空调、手机、

电脑内部金属零件由金属矿产开采所得 

激发地质地貌学兴

趣、创新精神 
坚定社会主义制度

自信 

地球六大圈层 地球各圈层间物质交换、流量流动不会因为国界而分开，正

如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深入理解人类命运

共同体 

第二章岩石圈的物

质组成 

矿物 
迄今我国地质学家已发现和命名的新矿物有 130 余种，如章

氏硼镁石(MgO·2B2O3·9H2O，三斜晶系，章鸿钊命名)、涂

氏磷钙石(Ca3(PO4)2、三方晶系、涂光炽命名)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矿物 雌黄矿物引入“信口雌黄”，辰砂和蓝铜矿引入“妙手丹青” 弘扬中华文化 

三大类岩石 中国四大名著均有关于“石头”的关键情节，黄山与五岳的

介绍(黄山与华山的花岗岩、泰山与嵩山变质岩) 
弘扬中华文化 
热爱大好河山 

根劈作用 植物破石而生，直观感受植物的不屈与顽强 培养坚强意志 

第三章构造运动与

地质构造 

地震 
国家在面对汶川地震这样大灾大难时，如何以人民利益为首

位，积极组织救灾，并在灾后妥善安排，全国各地高效运转，

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保障灾后重建顺利、高效地推进 

培养学生热爱生命，

生命至上的价值观，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构造运动 均变论和灾变论在地质演化中表现为宁静期和活跃期，而在

每个时期内又存在次一级的平静与活跃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中对立与统一 

第四章地层分析与

地壳演化简史 

地层 
中国获第 11 颗“金钉子”(标准层型剖面和点位)，世界排

名第一，通过金钉子引导学生为我国科技实力的强大感到自

豪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崇尚科学 

第四纪气候变迁 工业革命以来，CO2排放引发气候变暖的全球性问题，碳排

放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方式 
深入理解人类命运

共同体 

第五章构造地貌 

陆地构造地貌 
习近平总书记在秦岭牛背梁讲话“秦岭和合南北……”以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融入秦岭形成与地貌

发育 

培养学生关注国家

战略：生态文明建设 

峡谷地貌 地貌学家杨逸畴 20 多次考察青藏高原，论证我国雅鲁藏布

江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第六章重力作用与

坡地重力地貌 滑坡 长安大学张勤教授对甘肃黄土滑坡监测、预警，保证了人民

什么财产安全 
强化使命担当 
树立社会责任 

第七章流水的地质

作用与地貌 

喀斯特地貌 在喀斯特地貌的热土上，中国共产党召开遵义会议、以及之

后红军四渡赤水、长征引导学生学习遵义会议的精神 

培养学生顽强拼搏、

不畏强敌的意志与

品质 

河流地貌 黄河流域先民泽水而居，黄河文明形成(文明兴衰)与河流(自
然环境变迁)的关系 

中华文明，建立文化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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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第八章海岸带水动

力地质作用与海岸

地貌 
海岸堆积地貌 我国陆地面积 960 万平方米，海上面积 300 万平方米 培养学生对国家领

海的主权意识 

第九章寒旱区地貌 

黄土地貌 
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千沟万壑的黄土地貌)的青春岁月，

学习总书记在梁家河从“迷惘、彷徨”到“有着坚定的人生

目标，充满自信”的转变 

使学生树立遇到苦

难不轻言放弃的信

心 

黄土地貌 第四纪地质学家刘东生被称为“黄土之父”，用洛川黄土建

立 250 万年气候变化序列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崇尚科学 

第十章地质资源 石油 我国地质学家李四光推翻了外国学者“陆相沉积无特大型油

田理论”，摘掉了我国贫油的帽子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崇尚科学 

3.1.2. 大国工程培养使树立学生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历史使命感 
中国建成的、在建的一系列大国工程，在地质地貌学课程第一章绪论中作为案例讲解或者课后让学

生阅读，让学生坚定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作为青年一代的大学生必须牢固树立起专业自信心

和历史使命感，才能使未来大国工程傲立全球。美国现代火车旅行家保罗·索鲁在《游历中国》一书中

写道：“有昆仑山脉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拉萨。”举世无双的青藏铁路不仅穿过了 5072 m 的世界铁路

最高点唐古拉山垭口，而且解决了 960 km 海拔 4000 m 以上的多年冻土地质构造问题。它成为了中国新

世纪四大工程之一，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受到世界瞩目。这个案例融入冻土地貌这一节内容，让

学生真真切切体会到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做到了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3.1.3. 学术争鸣培养学生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 
黄土成因中风成说、水成说的学术争鸣与岩石成因中“水火之争”，都是对立统一辩证哲学思维的

具体表现。地质学奠基人莱伊尔(Charles Lyell)对均变论作出重要贡献，其主张“The present is the key to the 
past”，中国人译为“将今论古”，是典型的历史唯物主义思维。在讲授黄土和岩石时，让学生分组讨论、

引发思考，为什么会形成对立的两种学说？培养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 

3.1.4. 科学发现培养不断探索、追求科学真理的精神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被世界认为是一个贫油的国家。当时地质学家们认为只有海相沉积才能形成

石油，西方学者一致认为中国不可能存在大规模油田。李四光等不盲目迷信权威、勇于探索、尊重科学、

大胆创新，经过大量野外考察、采样和研究工作，得出陆相沉积在条件适宜也可以形成石油。大庆油田

的发现为全球地质学领域贡献了“陆相生油”新理论。在讲授第十章地质资源时，用这样的案例培养学

生不迷信权威，追求科学真理，敢攀地学高峰。 

3.1.5. 中华文明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和人地和谐观 
五千年中华文明延续至今，诸多地质地貌学知识点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密不可分。风水学主张“天、

地、人三才合一”，是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天人合一”的继承，与现阶段我们党提出的“生态兴则文

明兴”不谋而合。在讲授地质资源这一章，让学生课后查阅“天人合一”、“环境决定论”、“人定胜

天”和“人地和谐发展”四个历史时期人地关系认识观。通过课后阅读思考不仅让学生知晓只有敬畏自

然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也使学生感慨中华文明和民族精神的灿烂。 

3.2. 室内实验教学 

地质地貌学室内实验教学是课堂理论教学的延伸，也是野外实践教学的前提，承载着将理论知识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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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化的重任。通过体验式教学和单人口试考核方式，让学生掌握常见矿物和岩石的鉴定、地貌类型的识

别和罗盘的使用，培养学生的地学工匠精神、实事求是精神和创新进取精神。 

3.2.1. 借助偏光显微镜培养学生的地学工匠精神 
在实验室内开展《常见矿物鉴定》实验时，学生难以区分正长石和斜长石两种常见矿物。因为这两

种矿物颜色相近，多为灰白、黄白，莫氏硬度都为 6~6.5，比重都在 2.6 左右，也都有两组解理，都呈现

玻璃光泽和半透明。这时给学生适时引入“工匠精神”的课程思政元素，培养他们精益求精，且内心笃

定而着眼于细节的耐心、执着、坚持的精神。通过播放前几届优秀实验小组区别正长石和斜长石的视频，

在偏光显微镜下，专注发现二者在解理角度的差异(正长石 90˚、斜长石 86˚)，双晶上的差异(正长石常见

卡斯巴双晶、斜长石常见聚片双晶)。这样才能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让工匠精神深入人心，培育“执

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地学毕业生，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充沛动力。 

3.2.2. 单人口试考核方式培养学生的实事求是精神 
常见矿物鉴定、常见火成岩鉴定、常见沉积岩鉴定和常见变质岩鉴定都采用单人口试的考核方式。

口试时，学生需要在 15~20 种同类型矿物或岩石中找出老师随机制定的矿物或岩石，并说出矿物的鉴定

特征(颜色、解理、硬度、光泽等)和岩石的鉴定特征(组成成分、结构、构造)。这样就解决了学生死记硬

背的问题，如高岭土矿物解理为极完全解理，手标本难以观察到，需要借助偏光显微镜。在单人口试考

核过程中，消除了学生心存侥幸的心理，大大减少了浑水摸鱼的情况，切实培养了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

精神。 

3.2.3. 开放实验环境培养学生的创新进取精神 
地质地貌学实验室为开放实验室，在不承担教学任务时，全面为学生开放。开放的实验环境培养了

学生创新进取的科研精神。例如地理 1001 班张卓同学对商州黄土很感兴趣，在老师鼓励和指导下，组建

团队、野外考察采样、实验室分析测定，历史 1 年半，最终形成《商州黄土中 CaCO3含量及其环境意义》

研究成果，获得陕西省“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另外，还有地理 1502 班王志立

和马鹏伟研究成果《商丹盆地丹霞地貌形成年代及形成机制研究》获得陕西省“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三等奖。在实验室外楼道和室内墙壁除了实验安全和规章制度之外，将老师和学生在实验室

内取得的研究成果展示出来，让学生耳濡目染沉浸在创新意识的思政文化中。 

3.3. 野外实践教学 

地学格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与宋朝陆游所作“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有异曲同

工之妙。格言和诗句都诠释了野外实践学习的重要性，也作为地质地貌学课程思政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价值取向。地质地貌学野外实践教学内容包括三大类岩石的野外鉴定、河流地貌辨识、罗盘使用

与岩层产状测量、地质剖面测绘、样品采集等野外地质地貌工作基本技能。野外实践教学中紧扣实习内

容，从实习动员、野外工作和室内资料整理三个阶段设计实习思政。 

3.3.1. 在实习动员中让学生牢固树立规则意识和安全意识 
通过召开实习动员大会，既让学生明确野外实习目的、实习路线、实习行程安排、实习具体内容、

实习报告撰写等知识性要求；也让学生树立规则意识和安全意识。 
规则意识的树立，既包括知晓学校野外实习管理办法，也涵盖社会公德和法律条例。例如动员会上

需要给学生讲清楚每天早上集合时间、出发时间等，尊重农民朋友劳动成果(不随意践踏农作物幼苗、不

顺手牵羊作物果实)，更不能做违法乱纪的事(酗酒闹事、打架斗殴、夜不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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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讲解野外实习过程中不安全事故的真实案例，让学生树立“安全是未来一切的前提”的意识。

中国地质大学一学生在野外地质实习过程中，由于天色近晚，山区抄小路，不慎掉崖坠亡。野外实习正

值盛夏，由于天气炎热，一学生在山间小店购买过期汽水，导致食物中毒，酿成终生卧床的恶果[19]。实

习动员会也是一节安全教育课，请校医务室医生为学生讲解、演示蛇咬伤护理、软组织受伤按摩、骨折

救护等基本防护技术。每位学生签订实习安全责任书，让学生们懂得生命不仅仅是属于自己，也属于家

庭、学校和社会。 

3.3.2. 在野外工作中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吃苦耐劳精神 
地质地貌学野外实践教学为开展课程思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野外实习中老师与学生同吃、同

住、同学、同研两周，这种近距离接触拓展师生沟通交流的空间。老师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榜样示范，

为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助力。 
在秦岭山区柞水杏坪镇野外地质地貌实习过程中，采用任务驱动式教学模式和小组合作探究学习模

式，以改变传统的“讲解–接受”教学方式。达到实习点后，教师提出具体问题和每个小组要完成的任

务，然后以小组开展观察、鉴定、测量、标本采集和剖面图绘制等，培养了学生协作精神和团队意识。

例如在地质剖面测绘过程中，6 人一个小组，前测手 1 人、后测手 1 人、地层识别与样品采集 1 人、岩

层产状测定 1 人、手绘剖面与记录 1 人、三角函数计算 1 人，一幅精确规范的地质剖面图需要团队的通

力合作。 
野外地质地貌实习往往需要跋山涉水、翻山越岭，才能找到更好的露头来观察各类岩石构造、测定

岩层的产状、分析地层接触关系、讨论构造运动和岩浆活动的先后顺序。在奔赴每一个实习点的路程中，

教师身体力行，永远是队伍的排头兵，用行动感染学生，锻造学生们吃苦耐劳品质，磨炼学生不怕困难

的意志。野外工作的午餐基本是“野餐”，教师与学生们一边吃着干粮，一边讲述我国著名矿床学家涂

光炽院士用双脚“丈量”了国内外 600 多个矿床。老一代地质地貌学家正是在十分艰苦的野外工作环境

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令人动容，爱国主义情感油然而生，鼓舞实习队伍士气。 

3.3.3. 在室内资料整理中培养学生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 
室内资料整理是对野外工作的延续与升华。这个过程不仅是整理完成实习报告的过程；更是对照野

外实习照片、实习路线、地质剖面和实习笔记进行综合分析，实现对地质现象认识升华的过程，对培养

学生们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起到积极作用。通过展示前几届学生的优秀实习报告和地质剖面

手绘图件，引导学生们要朝着“报告图件作品化”的方向努力，也要告诫学生们一个数字错误就可能导

致整个剖面线的走向有误或坡度有误或岩层产状有误，都会导致整个地质剖面图的失败。 
温家宝总理的地质笔记 2016 年由地质出版社出版，书中展示了他在野外工作时的手绘地质剖面，如

此精致，堪称作品。他还有着每晚整理当天野外工作的习惯。温总理在书中有感而发：“地质队员在野

外考察时的工作和生活是单调枯燥和艰苦危险的，但也充满了神奇和乐趣。我坚信，没有翻不过去的山，

也没有到不了的岭。[20]”朴实无华的话语既是对地质野外工作的真切描述，也是学生们人生信念的指引。 

4. 结语 

课程思政对教师提出更高的专业要求和思政要求，只有教师牢固树立课程思政理念，将知识点与思政

元素有机结合，与思想政治理论形成协同效应，才能帮助学生树立社会主义价值观、可持续发展世界观和

不懈奋斗的人生观。在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和网络平台大规模开放的形势下，地质地貌学课程在理论教学、

实验教学、野外实习中，将思政教育作为教学目标之一，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将思想政治教育嵌入专业教

学中，不仅使得教学内容更加生动，而且培养了学生爱国情怀、崇尚科学、顽强拼搏的精神和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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