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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索理工实践专业课＋课程思政的教学模式ꎬ核心在于将思政教育融入教学实践活动中ꎬ提倡一种“隐形教育”ꎮ 从理

工科专业课地质学基础实践教学课程思政的现状入手ꎬ开展课程思政要素模块式挖掘ꎮ 通过将教材知识点与思政教育有机

结合和野外实践言传身教ꎬ实现巩固知识、加强思政教育的目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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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积极引导大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ꎬ
培养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格接班人ꎬ已
经成为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最核心的命

题[１]ꎮ 课程思政提出的目的就是要发挥高校专业

课程的育人功能ꎬ在教学过程融入思政元素ꎬ实现

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三者的有机统

一[２－３]ꎮ 因此ꎬ各高校积极推动所有学科专业全面

推进课程思政的建设[４]ꎮ 深入挖掘学科中蕴含的

思想政治资源ꎬ充分发挥每一门课程的育人功能和

教师的育人职责ꎬ促使推动专业课和思政课协同育

人成为当下高等教育育人发展的重心[５]ꎮ
以理工科为主的地方应用型高校是我国高等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作为培养青年人才的重要阵

地ꎬ课程思政体系建设无疑是最为关键的环节ꎮ 然

而ꎬ以理工科为主的地方院校对于思政建设多偏重

“显性素养”培养ꎬ缺乏对“隐性素养”的培养ꎬ在课

程教学中如何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法

观点与培养科学精神有机结合起来ꎬ仍然是理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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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在课程思政建设中迫在眉睫的实际问题[６－７]ꎮ
随着各学者的探究进一步深入ꎬ理工科课程思政建

设取得较好的开端:梁志宏[８] 通过食品微生物学课

程思政探索与实践ꎬ将教材知识点与思政教育有机

结合ꎬ实现巩固知识、加强思政教育的目的ꎬ培养学

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ꎮ 柴波等[９] 提出了 ５ 种地

质类专业课程思政的元素ꎬ并结合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环境地质学课程开展了实例分析ꎮ 郑德

顺[１０]以地质学基础课程专业基础知识为主线ꎬ在知

识体系、哲学思维、价值引领的课程思政育人元素

知识体系框架基础上ꎬ提取了哲学思维、国家力量、
家国情怀、科学精神、人文素养 ５ 个方面的育人元

素ꎬ开展地质学基础课程思政育人元素知识体系

构建ꎮ
地质学基础课程作为师范院校最早开设的本

科生专业基础课程ꎬ是以矿物岩石、地质构造、地质

演化与野外地质实习为研究重点的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的一门课程ꎬ对于大学生价值观培养意义重

大ꎮ 当前ꎬ仅仅通过思政元素穿插教学难以实现润

物无声的教学效果[１１]ꎬ实践课程因其自身特征ꎬ是
开展课程思政言传身教的天然场所ꎬ但是目前“阵
地实践”教学课程思政研究缺乏ꎮ 因此ꎬ本文结合

宿州学院环境与测绘工程学院(以下简称我院)地

质学基础野外实习教学的实践经验ꎬ探讨当前形势

下ꎬ如何利用现有资源融合思政教育ꎬ建立实践教

学思政案例库ꎬ以期为后续探索地质学基础课程思

政的有效教学途径提供更深层次的参考ꎮ

１ 地质学基础实践教学课程思政元素挖掘

１.１ 实践教学知识框架模块化设计

我院地质学基础实践课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是巢湖北山地质实习ꎬ实习共一周时间ꎮ 本文整合

我院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地质学基础实践资料ꎬ梳理出课

程知识体系ꎬ主要包含矿物与岩石、地层演化、地质

构造、地貌演化、矿产与化石、地质旅游和地质监测

等 ７ 个 １ 级模块ꎬ矿物识别、地层接触关系、金钉子、
断层、褶皱等 ２０ 多个 ２ 级模块ꎬ镜面、擦痕、阶步、牵
引褶曲、竖井、地下暗河等近百个知识细节构成ꎮ
融合了地质学、地貌学、水文学、气候学、旅游地理

等多学科门类知识体系ꎬ这些内容相互关联ꎬ层层

深入ꎬ融入学生实践教学的方方面面ꎬ既是开展专

业实习的组成部分ꎬ也构成了开展课程思政和劳动

教育的绝佳“课堂资源”ꎮ
１.２ 构建地质学基础实践课程思政案例库

课程思政教育既要润物无声ꎬ又不能弱化专业

课知识体系ꎬ其主要目的是在专业课授课同时达到

深层育人的目的ꎬ并且可以进一步通过课程思政的

教学形式ꎬ激发学生的心理共鸣ꎬ提升教学效果ꎬ与
专业课教学联动成良性循环ꎮ 因此ꎬ专业课课程思

政就是育人与育材的有机结合ꎬ良性循环的教学效

果必然是“１＋１>２”的效果ꎮ 为达到此效果ꎬ在深入

剖析实践课程知识点的基础上ꎬ深入挖掘实践课程

思政元素就成为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第一个突破

口ꎮ 本文在梳理地质学基础实践教学“理论—实

践—知识—经验”体系的基础上ꎬ从政治素养、哲学

思维、道德责任 ３ 个方面提取实习教学中课程思政

案例ꎬ以期实现野外实习与课程思政的无缝对接ꎮ
１.２.１ 政治素养元素

育人根本目的是培育和塑造受教育者的家国

情怀、民族精神与理想信念ꎮ 地质学基础野外实习

带领学生亲身感受与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ꎬ通过主

观参与、感受来融入体会课程思政元素ꎮ 本部分的

思政元素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
一是激发学生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ꎬ植

根家国情怀ꎮ 通过专程考察多样化的地质、地貌景

观和全程拉链徒步 １０ ｋｍ 到巢湖、喀斯特溶洞紫薇

洞天等方式感受祖国风光秀丽ꎻ通过栖霞组梁山煤

线等知识点ꎬ嵌入我国煤炭资源概况ꎬ向学生普及

在巢湖地区主要产出的矿产类型以及全球供需关

系ꎬ认清我国能源安全的基本情况ꎬ增强学生的总

体国家安全观ꎮ 二是坚守理想信念ꎬ树立正确价值

观、人生观和世界观ꎮ 首先介绍老一辈地质工作者

“以找矿立功为荣”的艰苦奋斗历程ꎬ如当代地质学

家温家宝、汪品先、黄大年、李吉均等坚定理想信念

的案例ꎬ再通过实习基地皖 １４ 井的观测员杨林根老

师从事地震观测默默坚守 ４０ 年的事迹介绍ꎬ以及杨

林根言传身教与参观地震井观测实地ꎬ引发学生思

想上的共鸣和心灵上的触动ꎮ 三是民族精神主要

体现在文化融入与文化自信方面ꎮ 在实习过程中

讲授专业课相关内容时穿插文化融入ꎬ如在讲岩石

风化的影响因素时ꎬ结合学生参观王乔洞石刻ꎬ了
解水蚀的现象与证据ꎬ同时联系中国 ４ 大石窟的岩

性及风化特点ꎬ深入了解我国灿烂文化进一步增强

文化自信ꎮ
本部分课程思政的启迪与启示是:坚守立德树

人的根本目的ꎬ让学生潜移默化地根植爱国情怀、
民族精神和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ꎬ
培养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ꎮ 通过所观、所感、所受

达到情感共鸣ꎬ激励大学生自觉把个人理想追求融

入国家和民族事业中ꎮ

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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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哲学思维元素

课程思政的立足点是育材ꎬ不能弱化专业知识

的学习ꎮ 地质学基础实践教学具备丰富的哲学思

维育人元素ꎮ 如实践论与认识论、事物发展规律、
现象与本质的认识论、实践论等[１０]ꎮ 哲学思维与科

学精神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是理工类课程最为庞

杂的部分ꎬ也是最具特色的部分ꎮ 本文主要通过以

下几个部分实现:
一是人地关系发展系统论ꎮ 建设生态文明ꎬ是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ꎬ坚持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是人地系统的和谐相处ꎬ包含人与大气圈、水
圈、生物圈、岩石圈等圈层构成的有机系统ꎮ 面对

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

峻形势ꎬ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

生态文明理念ꎬ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ꎮ 以

巢湖禁渔事件为着眼点ꎬ讲解以巢湖为代表的环境

问题以及治理ꎬ讲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

保理念ꎬ深入阐述人地相处系统观点ꎮ 二是遵循事

物发展规律ꎮ 以生物演化规律、地层演化规律为切

入点ꎬ阐述生物演化从低等到高等ꎬ从简单到复杂

的过程ꎬ在探井村向斜核部开展研究区地貌恢复课

程讲解时ꎬ串讲地层演化规律ꎬ融入事物发展规律

的不可逆性ꎮ 三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ꎮ
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实践论是地质学基础实践课

程的最重要理论基础ꎬ通过对实习地地层认知、产
状测量、褶皱辨别、断层证据寻找、化石的发掘等实

践过程ꎬ印证所学理论知识ꎬ去伪存真ꎬ同时培养学

生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专业品格ꎮ
地质学是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较为紧密的专业ꎬ

通过哲学思维元素的深层挖掘给我们的启迪和启

示是:坚持科学理论ꎬ辩证认知世界ꎬ恪守自然规

律ꎬ人地和谐相处ꎬ实践认知世界、检验真理ꎮ
１.２.３ 道德责任元素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ꎬ通过课程思政建

设ꎬ更好地培育学生坚持专业使命、践行职业操守的

良好社会责任意识ꎬ锻炼学生意志、培养学生良好的

个人品德ꎬ成才成人ꎮ 本部分思政教学需要更多地践

行“隐性教育”ꎬ通过老师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潜移默

化的参与式教学ꎬ深层融入教学ꎬ形成课程思政教学

的长效机制ꎮ 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挖掘思政元素:
一是坚守职业操守ꎬ坚定专业使命ꎮ 通过专业

知识的学习ꎬ了解野外矿产资源、地貌旅游资源、能
源资源的现状与国家需求ꎬ坚定专业使命ꎬ通过化

石、宝石造假等反面事例ꎬ让学生领会坚守职业操

守的重要意义ꎬ要知道践行“专业伦理”依托于课程

思政之上ꎮ 二是培养学生良好品德ꎮ 地质学基础

实践教学需要学生全程参与ꎬ要求学生要到露头、
剖面上去观察、测量、思考与讨论ꎬ是学生践行“读
万卷书ꎬ行万里路”的最佳机会ꎬ同样也是学生走出

校园了解真实的国情民情社情ꎬ通过积累实践经验

增长本领开阔眼界的机会ꎮ 这样相对艰苦的工作

环境ꎬ引导学生互帮互组ꎬ齐心协力ꎬ是对学生开展

德育教育的良好契机ꎮ 通过带队老师的言传身教ꎬ
与学生共同跋山涉水ꎬ讲授沿途涉及的专业知识ꎬ
潜移默化培养学生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和爱岗敬

业精神ꎬ锤炼学生艰苦奋斗的意志品质ꎮ
本部分思政元素挖掘带来的启迪与启示是:思

想教育是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教育ꎬ仅靠灌输是

不够的ꎬ学生自身的参与和体验有助于对情感、态
度以及价值观的接受ꎬ实践参与往往也是最吸引学

生专业认同、开展学习的形式ꎬ有助于学生的锻炼

与成长ꎬ以及价值观的塑造ꎮ

２ 地质学基础课程思政建设实践与效果评析

“以身教者从ꎬ以言教者讼”ꎬ课程思政最好的

教学方式是教师的言传身教ꎮ 把握全国高校各专

业开展思政教学的契机ꎬ地质学基础课程积极响应

课程思政要求ꎬ以 “上层统筹—专业知识体系剖

析—课程精准实施”为框架ꎬ构建“显性课程＋隐性

课程”全课程的育人格局ꎮ 当前课程已成功获批省

级课程思政师范课程项目支持ꎬ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２ 次在

巢湖地质野外实习中顺利开展ꎮ 根据地质学基础

实践课程的特点ꎬ截取部分实习知识点ꎬ设立相对

应的主题课程思政专题ꎬ并且在每一个思政专题均

有一个融合了科学知识与价值观的主题ꎮ 选取案例

教学、实地测量、天然课堂授课、亲身参与言传身教 ４
种教学形式开展野外实践教学ꎬ同时提出课程考核形

式中凸显的德育表现和拓展红色教育形式ꎬ多途径融

入课程思政教学ꎬ具体实施过程如表 １ 所示ꎮ
在地质实践教学期间ꎬ从学生第 １ 天的野外活

动开始ꎬ教师便注重从团队合作、个人品德、实习期

间互助互爱等方面培养学生的相关意识ꎮ 同时ꎬ结
合实习天然课堂ꎬ边走边讲ꎬ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和

思考ꎮ 这种融入式、参与式课程思政教学摒弃了传

统思政教育中大篇幅讲道理的方式ꎬ让学生在实景

中去体会、反思自己所学所知ꎮ 学生不仅能获得专

业知识ꎬ更能从品行上获得震撼式的教育ꎬ学生参

与教学活动的互动性明显提高ꎬ对专业的认知度和

专业未来发展取向有了明显的改观ꎬ同时教学团队

对课程思政的认识和理解也更加深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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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地质学基础野外实习多样化教学形式融入教学内容与思政目标

教学内容 思政目标
教学形式

案例典型 实地测量 天然课堂 言传身教

巢湖地层演化历史 科学素养

金钉子 爱国情怀 我国的 １１ 颗金钉子

地质构造认知与识别 专业素养 李四光与地质

地貌逆地形 科学素养 平顶山向斜成山

巢湖形成 环保意识 巢湖禁渔

矿物与 ３ 大岩石 严谨细致

化石与煤矿 爱国情怀 我国的煤炭事业

紫微洞天、巢湖石 生态地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地震观测井 敬业奉献 杨林根的个人事迹

野外行为习惯 团队合作 独立意识、环保意识 增加德育表现考核

拓展教学形式 红色教育
安徽省地质博物馆参观

安徽省红色教育基地的参观

３ 结语

言传身教是开展课程思政的关键突破点ꎮ 由

于专业课程拥有较为完善的知识体系ꎬ在其发展过

程中逐渐形成了丰富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ꎬ这恰

恰成为思政教育的突破口ꎮ 地质学基础实践教学

课程依托于开放式、参与式实习活动和氛围ꎬ在真

实可接触的地质环境中ꎬ构建课程思政案例体系ꎬ

多途径开展课程思政教学与实践ꎬ有利于更好地落

实“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ꎮ 同时ꎬ课程思政作为长

效育人机制ꎬ通过多途径评价机制ꎬ不断循环改进ꎬ
扩充思政元素ꎬ延展思政教育形式ꎬ并以单一课程

的课程思政建设为起点ꎬ在突出理学学科课程思

政的辩证思维和科学家思维的基础上ꎬ更积极地

融入学科体系去构建课程思政ꎬ实现课程思政协

同化ꎮ

参考文献:
[１] 　 赵鹤玲.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 建设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Ｊ] .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０ꎬ４０(１):

１０８－１１０.
[２] 　 何宏莲ꎬ魏名萱."课程思政"推行中的若干问题及建设路径探析[Ｊ] .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ꎬ２０２０(１０):１－３.
[３] 　 卢黎歌ꎬ吴凯丽.课程思政中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挖掘的三重逻辑[Ｊ] .思想教育研究ꎬ２０２０(５):７４－７８.
[４] 　 朱广琴.基于立德树人的“课程思政”教学要素及机制探析[Ｊ]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ꎬ２０１９ꎬ３２(６):８４－８７.
[５] 　 高德毅ꎬ宗爱东.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从战略高度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Ｊ] .中国高等教育ꎬ２０１７(１):４３－４６ .
[６] 　 孙志伟.理工类专业课程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问题与解决路径[Ｊ] .２０１９ꎬ２３５(１):９７－１０１.
[７] 　 余江涛ꎬ王文起ꎬ徐晏清.专业教师实践"课程思政"的逻辑及其要领—以理工科课程为例[ Ｊ]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高

教版)ꎬ２０１８ (１):６４－６６.
[８] 　 梁志宏ꎬ明玥.食品微生物学课程思政探索与实践[Ｊ] .微生物学通报ꎬ２０２１ꎬ４８(４):１３７３－１３７９.
[９] 　 柴波ꎬ周建伟ꎬ李素矿.地质类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设计与实践[Ｊ] .中国地质教育ꎬ２０２０(２):５８－６１.
[１０] 　 郑德顺ꎬ石梦岩ꎬ李云波ꎬ等.“地质学基础”课程思政育人元素知识体系构建[Ｊ] .中国地质教育ꎬ２０２０ꎬ２９(４):３９－４２.
[１１] 　 王浩铮ꎬ范存辉ꎬ陈曦ꎬ等.“地质学基础”实践教学中“课程思政”的实践[Ｊ] .科教文汇ꎬ２０２０ꎬ４８６:７０－７１.

８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