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4)2022,5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课程思政”已成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教书育
人的时代要求，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必须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
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不可分割[1-2]。《地质灾害防治》为昆
明理工大学“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安全工程的基础主干课程与
8门专业核心课程之一，是教育部高等学校安全科学与工程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开展的思政教学指南建设课程。针对当前教学过
程中存在的课程思政问题，本文对《地质灾害防治》课程思政教
学开展改革探索与实践研究，对实现培养学生学习防灾减灾救灾
专业技术技能的同时进行道德价值引领的双重教学目标具有重要
的支撑与指导作用。

1　课程思政教学存在问题
课题团队在教学过程中，发现《地质灾害防治》课程思政

教学存在以下问题：
1.1课程思政目标与要求不明确
在课程教学大纲与体系中对课程专业教育目标与要求明确，

而对思政教育的目标与要求不明确，未能深入挖掘专业教育体系
中的课程思政元素与育人价值，因此也缺乏与课程思政相关的教
学资源与平台建设。

1.2课程思政教育过于显性化
《地质灾害防治》教学内容不能实现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的

相互融合，在多数情况下直接将课程思政内容直白地教授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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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课程思政教学内容显性化比较严重，课程被上出“思政味”。由
此，倒置了课程专业教育显性化和思政教育隐性化，不能在专业知
识教育的载体中将思政德育教育自然地、润物细无声地传递给学生。

1.3课程思政教育过于形式化
有些时候，老师为上出课程思政的味道，一方面生搬硬造

地使用党中央、教育部与省教育厅颁布的各类课程思政教育通知文
件相关规定，另一方面简单粗暴地模仿思政课程的相关内容与其他
相关课程的思政内容，出现了“重形式-轻实质”的课程思政教学。

1.4考核模式中未体现课程思政
目前，课程采用的考核模式为课程综合成绩由30%的平时成

绩（包括出勤与课堂表现等）与70%的期末考试成绩两部分构成。
该模式是以卷面成绩为主的考核评价方式，不仅没有考虑课程思
政成分，而且在期末考试试卷中也未包含课程思政元素的考题，
不能考核学生对课程思政教学内容的学习与掌握情况。

1.5教师自身道德修养有待提高
目前，部分老师由于受评职称、申请国家级科研项目等因素

的影响将绝大多数精力放在科研工作上，进而忽视了对自身道德
修养的提高学习。教师作为课程思政教学的主导者与第一责任人，
要求有较好的自身道德修养和自觉的育人意识；因此教师应加强
自身道德修养的学习，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准确把握课程思政
教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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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相融合教学内容探讨
以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教

高[2020]3号）为指引[2]，课程组探讨构建了如表1所述的《地
质灾害防治》课程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相融合的教学内容。

3　课程思政实践路径探索
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教育部发布的相关课

程思政文件为引领指导，在坚持创新人才培养与落实立德树人的
基础上，对《地质灾害防治》课程思政实施路径具有以下6个方
面的探索：

3.1以党中央、国务院、教育部颁发的课程思政建设指导文
件为导向，修订包含课程思政目标、要求与内容的课程教学大纲

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明确要求“高等学
校人才培养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2]，因此要抓好课程思
政建设，解决好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两张皮”问题，就必须以
党中央、国务院、教育部颁发的课程思政建设指导文件为导
向，在现阶段实施的课程教学大纲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修订包含

课程思政育人目标、要求与内容的课程教学大纲。
3.2科学设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完善与重构课程教学内容
依据《地质灾害防治》专业教育的教学内容，深度挖掘这些

知识体系中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以此科学设计课程思政
教学体系；同时，删掉目前过时的教学内容、不断将国内外取得
的地质灾害领域的最新研究理论与技术方法及课程团队取得的相
关研究成果融入到教学内容中，完善与重构课程理论教学内容，
且根据表1所述的课程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相融合的教学内容建
设思政案例库，拓展课程的广度、深度与温度。

3.3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将课程思政融入教学全过程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
程，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中。因此，一方面，要在

《地质灾害防治》课程目标设计、教学大纲修订、教材选用、教材
编写等方面落实课程思政元素；另一方面，将之前忽视学生学习的
主观能动性以教师讲述的“注入式”教学方式转变为“以学生为中
心，课堂与课下相融合”的启发引导学生主动探索的教学模式，并
且将课程思政贯穿于学生课前自学、老师课堂讲授、教学互动研讨
交流、实验实训、作业报告论文的各个环节。同时，也要通过创新
课堂教学模式，推进雨课堂、慕课等技术在课程思政教学中的应
用，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与创新意识。

3.4建设课程实验实训平台
针对难度大、学生不能完全理解的专业知识教学内容，建设

与之配套的教学实验实训平台帮助学生理解，比如，针对大多数
学生不能较好理解的“泥石流形成条件”教学内容，可通过建设
诱发泥石流虚拟仿真试验平台，且通过课后指导学生自主动手开
展洪水诱发沟道松散堆积土泥石流三维虚拟仿真试验来帮助学生
形象地理解、吸收该教学内容。通过建设与专业知识教学内容配
套的实验实训平台，不仅可帮助学生形象地理解晦涩难懂的课程
内容，而且还可助力学生参加创新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实践与创
新竞赛，真正达到以赛促学的良好效果，一方面达到锻炼学生的
实践动手操作能力与团队协作精神，另一方面提高学生正确认识
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5构建将课程思政贯穿教学全过程的考核方式
为满足课程思政融入教学全过程的教学要求，必须构建将课

程思政贯穿教学全过程的考核方式，即将学生课前自学、老师课
堂讲授、教学互动研讨交流、实验实训、作业报告论文等所有教
学环节全部纳入课程的考核中。该考核方式可将课程思政考核贯
穿于学生的全学习过程，能有效地考核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深
入思考问题和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4　结语
本文对《地质灾害防治》课程思政教学开展了改革探索与

实践研究，分析了课程思政教学存在的问题，研究了课程专业教育
与思政教育想融合的教学内容，并探索了其课程思政的实践路径。
研究成果可为实现培养学生学习防灾减灾救灾专业技术技能的同时
进行道德价值引领的双重教学目标具有重要的支撑与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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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育教学内容
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思政教学  

内容

绪论部分（具体包括以下内
容）：1.了解灾害与地质灾害基
本概念、分类、分级与发育特
点；2.掌握地质灾害成因与危
害；3.掌握目前的地质灾害防灾

减灾形势。

1.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2.引导学生从地质灾
害的角度理解“科学发展观”的
哲学思想，尤其是可持续发展

观；3.理解地质灾害对人类社会
的影响。

了解滑坡、泥石流、崩塌等典型
地质灾害基本概念，并掌握它们

的形成条件与成因。

1.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
信、文化自信；2.要求学生学会
并思考面临地质灾害时自己与协
助他人如何逃生，真正理解“珍
爱生命、爱惜生活”的内涵；3.
从地质灾害的形成过程理解从量
变到质变的辨证关系，从而启发
他们平时好好努力学习，掌握知
识也是需要从量变到质变。

了解滑坡、泥石流、崩塌等典型
地质灾害类型，并掌握它们在国

内外发育分布情况。

1.给学生灌输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让学生意识到生态文明建设
是发展战略、生态安全是国家安
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安全

观；2.培养学生具有“决不以牺
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
增长。”的思维，真正理解习总
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含义；3.让学生体会“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
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生态
自然观”，意识到保护环境就是

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掌握滑坡、泥石流、崩塌等典型
地质灾害野外判识方法与工程地

质勘查技术。

1.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兴趣与引导
学生深入思考问题；2.锻炼学生
实际操作能力与团队协作精神，
提高学生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
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3.开展学
生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4.
培养学生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的
职业行为习惯与勤于专研创新科
学品质；5.强化“五爱”、工程
伦理教育，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
大国工匠精神；6.帮助学生塑造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
怀和使命担当。

掌握滑坡、泥石流、崩塌等典型
地质灾害风险评估理论。

掌握滑坡、泥石流、崩塌等典型
地质灾害监测技术与预警预报  

方法。

掌握滑坡、泥石流、崩塌等典型
地质灾害防治技术。

表1     《地质灾害防治》课程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相融合的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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