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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类专业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与体系构建
——红色资源系列

杨　旭 1，2，3　刘　双 1，2，3　张凯月 1，2，3　吕伟才 1，2，3

（1. 安徽理工大学 空间信息与测绘工程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

2. 安徽理工大学 矿山采动灾害空天地协同监测与预警安徽普通高校重点实验室，安徽 淮南 232001；

3. 安徽理工大学 矿区环境与灾害协同监测煤炭行业工程研究中心，安徽 淮南  232001）

摘要：课程思政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知识培养融合在一

起，旨在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本文以红色资源系列为例，分别从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来挖掘和分析测绘类专业课程思政

元素与构建其体系，践行测绘类专业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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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者对课程思政的研究越发增多，学校对课程思政也

越发重视，但课程思政主要集中在人文社会学科的课程，由于自

然学科课程偏重于技术应用实践，对课程思政的实施较困难。对

于测绘这类注重实践积累的专业，课程思政值得深入研究。在红

色资源系列中，测绘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深入挖掘红色资源

系列中的课程思政元素，对测绘专业课程思政的研究和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一、测绘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措施

安徽理工大学自 2020 年起推进测绘类课程思政的学习，现有

的五个测绘类本科专业分别是测绘工程、地理信息科学、遥感科

学与技术、导航工程与地理空间信息工程，其下开设了“数字地

形测量学”“摄影测量与遥感”等多门测绘类专业课程；其中，

中国矿业大学高井祥教授负责的“数字地形测量学”课程已于

2021 年入选首批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测绘类专业课程思政

建设的关键保障是专业课教师自身正确思想品行的形成，教师的

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以及精神面貌、品行、做派、学风、言

行对学生思想基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与作用，要求专业课

教师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教学方法基

础娴熟，巧妙设计融入思政的教学方案，尝试将教研活动与思想

政治理论课相结合的方式，培养教师的政治素养和价值观念。

如何开展课程思政专题研讨交流会，将专业课程与思政理论

课程融合，借鉴其他高校或其他专业课程思政优秀做法，是我校

测绘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举措，具体的做法有：

1.2020 年 6 月 15 日，地理信息科学系召开线上专题学习会，

集中学习、认真领会教育部 2020 年 5 月 28 日印发的《高等学校

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文件精神，准确把握课程思政建设的任务、

目标和重点内容，着力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工作落细落实，全面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

2.2020 年 6 月 19 日，空间信息与测绘工程学院召开全面落实

“十大育人”举措、全力实施“课程思政”建设工作推进会，对

本年度全院所有专业课程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工作进行了部署。

3.2020 年 11 月 26 日，导航工程系教工党支部将教研活动与

思想政治理论课结合起来，推深做实“三全育人”，推进课程思

政与专业课程有机融合，并召开了 2020 版大纲修订与融入课程思

政研讨会。

4.2020 年 12 月 1 日，遥感科学与技术、地理信息科学、导航

工程系教工党支部联合举办课程思政研讨会，帮助教师领会课程

思政精神实质，有效利用课程教学主渠道，实现各类课程与思想

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助推学院课程思政教育教

学改革。

5.2021 年 5 月 25 日，导航工程系教工党支部开展“导航工程

专业课程思政标准化建设”专题会议，加深了支部全体党员对课

程思政的认识，有力推动了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导航工程人才

培养的全过程，提升本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工作。

6.2021 年 5 月 28 日，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为地理信息科学

专业本科生上了一堂题为《地球科学概论课程思政的实践》的课

程思政总结课，详细总结了课程中所蕴含的课程思政元素，以及

示范了如何把思政元素润物细无声地融入到课程中的具体实践。

7.2021 年 5 月 31 日，导航工程系教工党支部开展了“以赛促教，

赛教融合”的课程思政实践教学活动，促进了青年教师课程思政

教学内容设计、多媒体课件制作及板书设计等方面能力的提升。

8.2021 年 12 月 10 日至 12 日，为了提高教师的课程思政能力，

学院派遣多名青年教师赴合肥参加了由北京笃行致远国培教育科

技院主办的“全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认知升级与设计创新工作坊”

培训，培训从课程思政的内涵、课程思政的意义、建构意义的能力、

思政元素的发掘、画龙点睛原则与方法、情景创设原则与方法、

循循善诱原则与方法、教学设计与创新等 8 个方面，详细讲述了

课程思政的教学意义、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技巧、课程思政的教

学方法以及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经验。

9.2022 年 1 月 8 日，学院组织召开测绘类专业课程思政研讨

会，特邀教育部高等学校测绘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

矿业大学高井祥教授，教育部高等学校测绘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秘书长、武汉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兼质量管理处处长姜昕，武

汉大学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测绘学院副院长邹进贵教授，

黑龙江工程学院教务处副处长李丹教授等 4 位专家以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模式做辅导报告，学院领导和全体专业教师 60 余人参加了

研讨会，为我院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教学设计和教学实践等

提供了方法借鉴及解决方案，为进一步推进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

革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工作思路。

进一步挖掘红色资源系列中的测绘类专业课程思政元素，是

推动全员全方位育人，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有效途径。

二、不同时期的课程思政元素挖掘

（一）大革命时期课程思政元素挖掘

中国人民在 1924 年至 1927 年进行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期间爆发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五卅运动。大革命时期革命军的

主要任务是北伐，从珠江流域进攻至长江流域，打倒北洋军阀，

最后直逼黄河流域，仅用时不到数十月，其中地图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虽然从历史总体资料看来，大革命是失败的，中国社会性



92 Vol. 5 No. 10 2022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课程与教学

质并未完全改变，但期间也取得了一些胜利，认识了一些错误，

能从大革命的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也从大革命的洗

礼中获得了成长。将大革命时期地图的使用和发展融合进测绘课

程教学中，能让大学生直观地感受到测绘从零到有的发展，感受

艰难情况下革命先辈不惧困难、勇往直前的红色精神；将中国共

产党在发展道路上的成功、失败和不断尝试应用到课程教学中，

能够培养学生看待问题角度和心胸，促进课程思政的应用和发展。

（二）土地革命时期课程思政元素挖掘

土地革命时期以南昌起义开始，期间发生了历史上的很多大

事情，如秋收起义、遵义会议、红军长征、西安事变等。战场测

绘是土地革命时期的测绘专业一个重要的课程思政元素。红军长

征途中，各军团侦查勘测绘制了简略却完整详细的遵义测绘图，

红军利用此地形略图和路线图，机智迂回，四渡赤水，终夺胜利。

在直罗镇战役中，红军通过绘制战场测绘图，利用地形优势，做

好了部队伏击，突破了国民党的围剿。战争时期的人民军队测绘

力量薄弱，仪器落后又短缺，主要靠战场的缴获、收集和积累，

在艰难困境下，测绘在艰难发展。

（三）抗日战争时期课程思政元素挖掘

1937 年 7 月至 1945 年 8 月，中国军民经过八年激烈抗日，

克服各种严峻考验，终于迎来胜利之光。陕甘宁边区测绘是抗日

战争时期测量较正规且实测面积最大的战场测绘，测绘地形图有

200 多幅，测绘范围可达 20 万平方千米。抗日战争时期测绘专业

课程另一个需要关注的点为测绘机构，从革命战争以来，逐渐形

成了测绘队伍。1939 年成立新四军军部测绘室，绘制了《战斗详报》

图集。1941 年 3 月，八路军总部测绘室成立，主要对地图进行印

制，取代收集缴获，实现了质的飞越。在陕甘宁边区测绘中，最

初成立的是临时测量队，之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于 1942 年

11 月正式成立了测量队，其不仅绘制了不同比例的作战地图，还

肩负起测绘保障任务，出版了书籍教材，测量技术得到了广泛推广。

随着战争的胜利和时代的发展，测量大队和测绘室已不满足需求，

规模不断增加，中国的测绘机构也逐渐从地图科发展到测绘局，

战争中把测绘机构的发展历程运用到测绘专业课程思政建设中，

能让学生了解到测绘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此外，牢记抗日战争这段血泪史是每个中国公民的责任，应

时刻牢记中国革命先烈在战场上的红色印记，牢记中国军民在战

争中的无悔付出和牺牲，牢记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更要牢记

中国人民曾经受到的屈辱和迫害，要弘扬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

不屈不挠、意志坚定、奋起反抗的红色精神。现阶段中国人民现

在的生活基本上克服了入不敷出的情况，生活是美好幸福的，所

以学生很难强烈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辛苦和曾经中国经历的屈辱和

昏暗，高校更有义务承担起学生的历史教育，对于测绘专业学科，

有必要把抗日战争的红色资源和精神带入到学科教育教学中，通

过学科专业的特点，把红色资源中涉及测绘的因素融入到教学中，

既能促进测绘专业的教学，又能从历史精神的角度介绍测绘事业

的发展，是促进测绘类专业课程思政的好方法。

（四）解放战争时期课程思政元素挖掘

1949 年 4 月，中央军委决定举行渡江作战以歼灭汤因伯集团，

控制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和政治命脉。渡江战役规模大、战线长、

地域广，地图需求量很大，测绘保障任务十分繁重。为做好战役

地图准备，华东军区司令部和第三野战军司令部的测绘测量人员

从 1948 年 11 月下旬开始，冒着严寒，日夜奋战，赶印苏、浙、皖、

赣、鄂、湘、闽等省 1：5 万地形图。同时，第四野战军司令部从

东北军区司令部地图科和测绘人员抽调人员，成立地图科，随野

战军南下完成作战测绘保障任务，以加强作战一线测绘保障工作。

渡江战役是解放战争战略追击阶段的一个大规模战略性战役，测

绘地图和测绘保障是战役胜利不可或缺的因素，好的测绘保障为

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以渡边战役为例，专业的测绘教师需以辩证的思维、多种角

度去挖掘课程的思政元素，在授课的基础上优化课程的内容，提

高课堂教学质量教学效果方面。力求潜移默化地向学生感悟，达

到树人育人的效果。

三、健全课堂教学体系

课程思政的教学体系与普通教学体系不同的是，老师在传授

专业知识的过程中要向学生不断渗透政治教育。老师要创造性的

应用互联网资源，尝试使用多样的教学方式。首先，为推动课堂

教学改革，除了老师在课堂上与同学们面对面教学，还可以通过

制作视频、PPT、微课等方式将专业知识和思政元素呈现给学生。

其次，充分调动学生对课程思政学习的积极性，还可以让学生线

上组队，自主查找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加强师生互动。

四、完善教学评价体系

课程思政体系不是一朝便能完善的，需要经过思政元素挖掘、

教学资源分配、授课教学、教学反馈、教学调整的过程，在建设

的过程中要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因此，为了保持在建设的

过程中的整体发展方向，需要建立健全的课程思政评价体系。专

业教师的育人意识是否清晰、育人能力是否合格、育人角度是否

正确都将影响到课程思政的最终结果，所以要以学生的培养结果

作为课程思政评价的第一指标。将课程思政评价结果纳入教师考

核中，加强对课程思政体系的建设。

五、结论

本文以红色资源系列为例，挖掘了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测绘类课程思政元素，将测绘类

专业课程与课程思政相结合，构建一套相对完整的课程思政体系，

致力于培养高质量的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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