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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在地质类课程中融合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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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所谓课程思政就是在对专业知识进行讲解的同时，在其中融

入思想政治教育，进而在教师的引导下促使学生建树正确的思

想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而地质类课程与课程思政融合就是教

学过程中采用真实案例的方式有效激发学生情怀，增强其专业

学习自信心，加深学生对专业的认识和理解，让更多学生精神饱

满的积极投入到专业课程的学习当中。课程思政是思政课程建

设的延伸和扩充，并且在教书育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润物细

无声的价值，与此同时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发挥增效作用[1]。故
而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深入挖掘专业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资源，

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思想水平及文化素养，养成高尚的道德品质。

1 高校开展课程思政的重要作用
1.1 为学生学习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通过了解发现，但凡在科学文化知识学习过程中那些经过不

断努力而永攀高峰的学生都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远大的理想

以及坚韧不拔的毅力。课程思政就是在为学生讲解专业知识的

时候能够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促使更多学生意识到学习的重要

作用，进而在内心形成强大的驱动力，全面提升专业课程的教学

成效。通过课程思政，扎实学生理论知识，同时调动学生学习积

极性及课堂教育活动参与度，培养和提升学生专业思维。

1.2 为专业课程教学增添吸引力
尽管课程思政将思想价值的引领作为重点，然而并不是简单

地将专业课程变得思政化，更不是由思政知识替换专业知识，而

是在专业教学过程中寻找德育内涵，冲出以往学科思维产生的

障碍，细致梳理专业课程当中蕴含的显性或者隐形思想政治教

育元素和内容，并归纳到教学目标和内容当中，进一步充实学科

内容。另外在课程思政过程中教师需要优化和完善教学手段，例

如在案例教学、翻转课堂、慕课中融入情感元素，促使专业知识

更富有感情，增加专业课程教学的吸引力，让学生注意力始终保

持集中。

2 课程思政与地质类课程有机融合的主要措施
2.1 讲授专业知识过程中，全面调动学生地质知识的学
习兴趣及对地质事业的高涨热情
《地质学》是地质专业中的一门基础课程，更是研究地球以及

其演变的一门自然科学，其中包括地球中物质的组成、地球内部

结构及外部特点、不同层圈之间产生的相互作用及演变历史，进

而形成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通过与学生共同探究在整个太阳

系中，地球成为我们宜居星球的主要原因？我们在深入了解地球

后，应采用何种方式保护地球，科学合理地开采可以满足社会发

展及人类生存所必备的各种资源？深天、深海以及深地作为我国

重要的三深计划，地质学家是怎样向航天、遥感、气象、海底地

质、深海钻探以及大陆科学钻探、深部能源矿产空间开展研究

的？在专业知识讲授过程中为学生答疑解惑，循序渐进地为学生

展示地质类课程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地质工作的开展是何其伟

大，进而通过专业教学激发学生对地质类知识学习的兴趣，同时

全面调动学生对地质工作浓郁的热爱之情，让学生更加积极、主

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当中[2]。

2.2 多元化教学，深入挖掘专业知识中的学科文化情怀
人文社科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并将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要求融入其中，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与此同时，地质类课

程本就是以地球以及自然知识组委研究的主要对象，可将事物发

展的自然规律完美展现出来，有着较强的普遍性及客观性，为此

应该开展多元化教学活动，充分挖掘专业知识的学科文化情怀。

首先，掌握科技活动的后果。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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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应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然而新的社

会问题接踵而来。例如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人们对不可再生的

自然资源过度开采，这样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一旦引发地

质灾害，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又该何去何从呢？为学生详细讲解

产生地质灾害的主要原因及其产生的后果，随后分析当出现地

质灾害的时候应该采取哪些防止措施，不仅让学生学习和掌握

丰富的专业知识，同时在不知不觉中达到课程思政的目的[3]。
其次，培养学生科学思维。对于学生而言，科学不仅有着一定

的严谨性，同时还是严密的，而学习的过程也就是培养学生科学

思维的过程，并且科学思维的培养也不仅仅是限制于专业知识

当中，同时还应该向人文社会问题延伸。在地质类课程教学过程

中，地质的构造好比一幅已经残败的画卷，而地质学家的工作内

容就是重构画卷，将其原来的状态重新展现出来，在解决人文社

会问题的时候应该以局部为重点，由浅入深逐步进入到事物更

深的层次，进而探究事物的本质。

最后，深入探究地质背后的故事。众所周知，科学知识有着无

限的魅力，科学家们在研究新的科学成果时所发生的逸闻轶事

同样可以作基点开展课程思政。例如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

光先生，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地质学的发展，并且提出了

我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看法，而这一看法则是突破重重障碍才

产生的。在 19世纪的时候，就有德国、美国以及法国等国家的地
质学家陆陆续续来我国考查地质，然而他们均没有发展我国的

冰川现象，我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被盖棺定论。但是李四光先生

却在太行山东麓一带发现了酷似于冰川的条痕时候，通过对大

同盆地进行深入调查，他的想法越来越坚定，最终在 1936年的
时候在安徽黄山发现了第四纪冰川的现象，这次引发国外学者

的重视。在为学生讲授地质专业知识的同时，将地质学家产生新

发现的背后故事分享出来，吸引学生注意力，在很大程度上培养

学生对学科的兴趣。

2.3 加强实践，培养学生民族自信心
科学的目的旨在让学生更加灵活地运用地质知识，将地质类

课程所学的专业知识运用于实践当中，正所谓实践出真知，之前

已经讲到地质学课程以地球及其演变历史为重点，很显然在教

学过程中仅仅依赖传统的教学方式是远远不够的。在充分运用

信息化技术的同时，还应该开展实践研究，并且地质学课程当中

绝大多数理论知识都是通过不断实践总结出来的。为此应该加

大地质类课程实践教学力度，加快室内试验时以及实习基地的

建设步伐，让学生了解和掌握地质工作相关理论和工作方法的

同时，全面提升学生的专业水平，促使更多学生运用辩证思想和

既对立又统一的规律重新认知各类岩石的形成和不断演变，以

此增强地球上地质现象的科学性及合理性。与此同时培养学生

团结合作精神，进一步强化学生对地质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心[4]。
另外在地质学课程中对我国所具备的得天独厚的地域特点以及

研究优势进行详细介绍，这就意味着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公认的

天然博物馆及教学研究基地，其中我国中部的超高压变质带、滇

黔桂喀斯特地貌以及华南的花岗岩等都有着丰富的科学问题，

并且逐渐成为当前地质学研究的重点。为此国外一些发达国家

地质学家纷纷加大与我国之间的科学研究合作力度，这样一来

我国地质学在国际中的地位徒然提升，对学生民族自豪感及自

信心的提升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3 课程思政与地质类课程融合的反思
3.1 课程思政应该融入到各个课程当中
针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关乎他们正确人生观、世

界观以及价值观的树立，同时对他们之后的学习和工作产生了

重要影响，为此不是通过单一的课程讲授或者融入到某个课程

中就能得以实现的，任何教师的言行举止往往都会对学生产生

深远影响。尤其是专业课程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而产生的效果

是其他不可比拟的，很显然，在每项专业课程中都积极开展针对

性思想政治教育尤为重要。故而需要专业教师形成思想政治教

育意识，深挖专业知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并有效衔接，不断

加强专业课程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3.2 优化和创新课程思政
在地质类课程中开展课程思政是一项复杂而又漫长的工程，

同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具备一定的动态性。不仅要想课程思政

展现在专业课程当中，还应该紧随时代发展，将我国一线的政治

内容展现在专业课程教学当中。利用时事政治吸引学生注意力，

激发其兴趣，将时事政治与专业课程融合起来，不断健全和完善

专业课程中课程思政体系的构建，促使课程思政成为地质类课

程的关键构成，从根本上真正做到常教常新。

4 结语
课程思政与地质类课程的有机融合不仅可以让学生了解地

球及其变迁、地质变化以及相关能源，同时还对专业有了一个全

新的认知，坚定信念的同时对所学专业有了更加美好的憧憬，为

学生以饱满的精神和热情投入到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了良好基

础，为社会发展培养出更多高素质、高水平以及高专业技能的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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