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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测绘类专业课程思政体系建设研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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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贯彻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课程思政已成为近年来重点研究的热点之一。高校测绘类专业课程思政的建设，离不开与

时俱进的改革与研究。本文以我校测绘类专业教育为例，通过对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从党和国家关怀、红色资源、重大工程项目、新时

代北斗精神以及历史长河等5个方面构建课程思政体系，从精神思想、执行力和政策制度等3个方面阐述了践行测绘类专业课程思政的保障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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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in	higher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has	become	one	of	 the	 focuses	of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reform	and	research	of	keeping	pace	with	the	times.	Taking	the	education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	our	school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curriculum	from	five	aspects	through	the	excav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curriculum:	the	concern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red	resources,	major	projects,	the	Beidou	spirit	in	the	

new	era,	and	the	long	history,	and	expounds	the	guarantee	strategies	for	practic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major	

courses	from	three	aspects:	spiritual	thinking,	executive	force,	and	polic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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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我们要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我们要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我们要广泛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

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近几年的教育教学改革前沿问题就是课程思政，其内涵定义

为“把教育教学作为最基础最根本的工作，深入挖掘各类课程和教

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让学生通过学习，掌握事物发

展规律，增长见识、塑造品格，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此项研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一定的

进展。

当前“课程思政”的研究学科领域涉及广泛，基本上将文、史、

哲、理、工、农、医等所有的学科都含括在内，但主要的领域在文

科类，而一些工科，如测绘类专业对于课程思政建设的研究相对来

说较少，在文献中占比不足 1%。测绘科学技术与国民经济建设、

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为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对于课程思想

建设的论述和指示，推进专业课程思政教育的发展，将思政元素充

分融入到高校专业课程教育，是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基本

要求。测绘类专业课程注重专业知识与实践知识相结合，专业课程

“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是在掌握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同时，培

养学生具有大国工匠精神、创新能力、敢为人先迎难而上的勇气，

培养学生具有爱国主义情怀和实现中国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通过全方位育人、育德，全方位造就具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综

合型人才。本文结合我校测绘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对课程思政体

系的构建和课程思政的保障进行介绍，以供参考。

2 测绘类专业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与体系构建

测绘科学与技术在现代化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发挥着不可

替代的基础支撑作用。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思政元素包括政治认同、

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五个方面 [1]。挖掘

测绘类专业思政元素，形成独特的课程思政文化，构建课程思政体

系，并将思政元素体融入教学大纲以及教学实践中是一项意义深远

的改革。我们根据测绘类专业的特点，从党和国家领导测绘、红色

资源发展测绘、重大工程运用测绘、新时代北斗精神丰富测绘和历

史长河感悟测绘五个方面构建课程思政元素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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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党和国家领导测绘事业

测绘事业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日常生活等关系社会发展

的各方面占据着越来越重要地位。在党的领导和国家支持下，测绘

事业建设者不畏艰难险阻，踊跃克服重重困难，组建测绘机构、兴

办测绘教育、开发测绘新技术，使新中国的测绘事业从无到有、由

弱及强，逐步走上世界前沿之路。

十八大以来，我国测绘事业进展神速，在创新开拓、转型发展、

迭代升级方面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新篇章。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

导下，测绘保障服务日益拓展和广泛应用，已深入经济社会发展的

各行各业。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广泛服务于社会管理、政府

决策、群众生活等领域，加速推动了地理信息产业的发展壮大。响

应党中央指导，适应新时代需求，测绘事业实现了由数字化向信息

化的跨越式进步，建成了基础地理信息资源定期更新机制，基础地

理信息数据的多样化也能更好地满足新时代社会发展要求。党领导

新中国测绘事业跃上新台阶，使得地理信息数据资源更加丰富多样、

测绘服务保障体系更加健全、测绘科学技术挤进世界先进水平、测

绘法制监管能力不断增强，中国测绘世界影响力显著提升，逐渐展

现出测绘强国的责任担当形象 [2]。

将党和国家的关怀融入到测绘课程教学中，有助于培养学生

爱国敬党、与时俱进和社会责任感。教导学生要有大局观，坚持党

对测绘事业的领导，服从党和国家的工作安排；培养学生牢记使命、

不忘初心，学以报国、为民服务，科学求实、奋发向上，充分发挥

测绘在服务保障方面的基础性和先行性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通过学习党中央和国家对测绘事业的关

怀，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其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升华思想

政治觉悟。

2.2	红色资源发展测绘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强调红色资源的重要性

和红色江山的传承性 [3]，在《求是》上发表了“用好红色资源	赓

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文章，强调红

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红色资源作为高校思政教育的重要系列，将红色思想渗透进学生的

思政教育，意在当代学子中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精神，刻入红

色基因，激发爱国情怀。以革命先烈、英模人物为榜样，诠释榜样

力量，学习革命精神和拼搏精神，激活红色基因。

以测绘专业课程角度出发，从不同时期的红色资源发掘课程

思政元素。大革命时期主要任务是北伐，其中地图的合理使用发挥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土地革命时期，战地测绘发挥了重要作用，红

军利用绘制的地形图、路线图，巧用其地理优势，突破国民党的围

剿 ；抗日战争时期，组建测绘队伍用于作战地图的绘制，在抗日战

争中测绘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战役规模变

大、战线变长、地域变广，地图需求量变大，测绘任务繁重，为加

强测绘保障工作，成立地图科，随军出行提供保障，为战争取得胜

利奠定基础。

不同时期的红色资源还很多，测绘科学技术在红色资源系列

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发掘其思政元素，并将思政元素贯彻于教

学培养中，从红色历史进程中，能让学生从中感受到测绘技术随时

代的发展历程，以及测绘技术在其中占据的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

感受到先辈们不怕吃苦、不畏艰险、坚持不懈、奋力拼搏、锲而不舍、

无私奉献的优秀精神品质。红色资源融入高校课程思政教学中，可

采用创新的高校思想政治课，拓宽网络媒介宣传红色思政元素以及

营造浓厚的校园红色氛围等途径帮助学生领悟红色资源的内涵，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

2.3	重大工程项目运用测绘技术

在 21 新时代，我国的重大工程项目得到了测绘科学与技术的

基础支撑。将重大工程项目的思政元素与课堂教学环节进行融合，

使学生能够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建立高尚的职业素养、优秀的人

格魅力以及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自信心。如，以青藏铁路、2008 年

北京奥运和珠峰测量三大重大项目为例，挖掘其蕴含的思政元素。

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地质情况最为复杂的高原

铁路，修建铁路需要测量精度高、克服恶劣的环境影响和工作量巨

大，它的建成说明我国测绘技术已经受住了这个挑战，走上了一个

新台阶，但同样也离不开测绘人的吃苦耐劳、迎难而上、勇于创新。

2008 年奥运会的举办，向世界展现了高科技、高水平的大国

风范。在建造结构复杂的国家体育馆、水立方等建（构）筑物中，

运用到了激光雷达、三维激光扫描、精密卫星定位网、高精度水准

网、可视化实时处理数据等测绘高新技术，多技术融合是测绘人的

智慧和汗水的体现，时代的进步离不开创新技术的应用，培养创新

意识和能力也是作为当代的学子必不可少的底蕴。

珠峰测量是一次难度和风险极高的挑战，在测量过程中需要

克服零下三十度以下的寒冷、低氧和大风等困难，运用国产测量仪

器以及我国独立自主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并首次联合航空及地面

重力数据确定了珠峰区域重力似大地水准面模型和峰顶大地水准面

差距，使用多种技术手段进行相互验证，最终完成了珠峰高程测量

这一壮举。它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测绘的进步和发展的

飞速，也向世界宣扬了中国测绘事业的顶尖水平。

这些重大工程中所展现的优秀品质和伟大的精神面貌以及家

国情怀，将这些在课堂教学讲解，熏陶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

感以及引导学生在实习实训中将理论联系实际，充分发扬，并提高

学生不畏艰难，敢为人先，积极开拓创新的精神品质。

2.4	新时代北斗精神丰富测绘成果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 [5]。通过学习

“新时代北斗精神”，挖掘测绘类专业课程思政元素，构建思政体系，

紧密结合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发展

根本解决问题，将思政教育贯彻于教学工作中。通过充实的资料，

深入分析“新时代北斗精神”，将“新时代北斗精神”升华于课堂。

“新时代北斗精神”彰显出在北斗导航系统建设过程中北斗人

无畏风雨、团结一致、砥砺前行，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奋勇向前，

在科技创新的路上急流勇进的优秀品质。结合高校测绘学科的要求，

通过针对性设计，将“新时代北斗精神”融入专业课（如《GNSS

导航定位原理与应用》）和实践课的教学中。

通过对“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的新

时代北斗精神的诠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创新能力，领会

到团结合作的重要性，进而引领学生进行深入思考。在追求卓越的

过程中，需要我们学生做好每一件事，注重细节，严谨对待科研任

务，力求精益求精，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注意职业道德的培育，从而

全方位育德育人，深入贯彻课程思政教育，培育出有责任、有担当、

有创新的新时代青年。

2.5	历史长河感悟测绘人生

纵观测绘发展历史，地图作为古代测绘技术开端，从军事、

农业生产、经济发展、设施建设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左准

绳右规矩”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时空信息产业时代，无不展示测

绘技术在历史长河的中不断发展和进步。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和国务院非常重视测绘事业建设，

建立了以武汉大学为首的测绘类高校和研究所，加快测绘人才的培

养，提高测绘技术的科研投入，为我国测绘事业的快速崛起和蓬勃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建立测绘基准体系，

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提供测绘支撑服务 [6]。正是一代代测绘

人的钻研探索，推进了测绘事业蓬勃发展，造就了现代测绘科学技

术。在测绘发展的历史长河里，新时代的测绘人始终秉承热爱祖国、

尽忠职守、艰苦奋斗、迎难而上的职业精神在不断发光发热。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需要的不仅仅是专业知识进步，更需要

思想进步。通过构建课程思政体系，学习历史长河中发展的测绘技

术，使学生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时代，得到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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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发展。

3 践行测绘类专业“课程思政”的策略

课程思政需要精神思想、执行力和政策制度三方相辅相成，

共同推进，缺一不可 [7]。精神思想是实施的前提，要理解课程思政

的内涵和意义 ；执行力是工作进展的根本，要明确课程思政的根本

任务以及正确的途径 ；政策制度是灵魂，以切实保障课程思政的进

行。

3.1	提升精神思想方面的措施

第一，加强课程思政示范课建设，拓展育人方式和渠道。通

过结合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和学科专业优势、课程体系特色，建成

优秀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视频资源。开展示范课程遴选建设，并发挥

其引领作用。学院推深做实“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按专

业类、课程群、分层次、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学

校成立课程思政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负责全校课程思政教育教学

指导、咨询等工作，学院成立课程思政建设工作组，负责课程思政

课题的立项、建设、监管等工作。通过实习实训、学科竞赛等活动，

多途径、有广度、有深度第指导老师加强专业课程思政，不断丰富

学生的精神食粮。

第二，树立课程思政先进典型，打造整体健康的学习氛围。

及时表彰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好、学生教学反馈好的优秀集体，形成

参考性强、推广价值高的典型案例，为提升课程教学育人效果提供

参考借鉴 [8]。及时表彰宣传省级以上教学团队、课程团队、教学名师、

教坛新秀，以及在学校教学竞赛和省部级教学竞赛中获奖者，形成

全校教师潜心育人、着力营造课程思政建设的良好氛围。

第三，提升教师思政建设意识与能力，彰显全过程育人。全

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精心选树一批

德艺双馨的优秀教师。开展对“课程思政”专题辅导和培训，加深

对“课程思政”的目标、内涵和原则等的理解。组织学习交流活动，

提高每位老师对课程思政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9]。通过听评课制度，

教学竞赛，提升关于“课程思政”教学能力，引导学生能够更快更

容易掌握融入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提高学生的精神思想内涵。

3.2	加强执行力方面的措施

第一，组织课程思政建立重点项目研究。依托省校级质量工

程专项课题，积极组织开展课程思政教育教学研究。着力巩固课程

思政建设成果，推进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任务，深层次挖掘课程

思政的内在规律，促进课程思政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10]。设立

校级课程思政建设研究重点项目，遴选建设省级课程思政建设示范

中心，力争突破国家级课程思政建设类项目。给学生提供参与项目

建设的机会，加强学生职业道德规范化教育。

第二，设计课程思政教学新模式。紧紧围绕国民经济建设需求，

结合学校、学院特色与优势，制定人才培养目标，构建类型丰富、

层次递进、带有专业特色的课程思政体系。把课程思政教育教学作

为最基础最根本的工作，深入挖掘各类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

想政治教育资源 [11]。落实高校测绘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的基

本要求，在合理框架内融入、调整部分教学机制，改革设计科学合

理的课程思政教学新模式、新方法。坚持学生兴趣与实践相结合，

根据不同的专业课程特点挖掘不同的思政元素，对应设计出合适的

主要内容，合理安排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教学时间，注重教学效果

反馈。

3.3	完善政策制度方面的措施

第一，逐步完善专业和课程质量标准。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体现“五育并举”，将德智体美劳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中，明确“课

程思政”要求。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心

理健康教育、社会责任感教育、创新创业教育、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等文件精神，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整个培养方案的各个环节。指导

全部课程编制完善课程质量标准，有机融入思政元素。在教学指标

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将“课程思政”目标有机结合到相应教

学环节，创新教学活动，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潜移默化的了解，在

形成性评价中体现 [12]。将“课程思政”建设情况引入到专业课程

质量评估中，并占据一定比例。

第二，健全课程思政建设质量评价体系与激励机制。完善学

院教学工作年度考核和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将课程思

政建设质量和课程思政实施效果作为重要评估指标。在课程教学大

纲、教学设计等重要教学文件的制定、审核中重点考查“知识传授、

能力提升和价值引领”同向同行的方案与效度。在各级各类一流课

程和质量工程课程类项目立项建设、检查验收时设置课程育人指标。

在思想政治教师教学竞赛、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竞赛、教师信息化

教学竞赛时设置课程思政评价指标。落实学校教学奖励办法，及时

对在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做出突出成绩的教学团队、课程团队、教

学名师等给予奖励。

4 结束语

课程思政因其丰富的内涵和在人才培养中重要的意义，在时

代背景下，高校教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测绘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其渗透到

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深入挖掘测绘类专业课程思政元素，概括出

以党和国家关怀、红色资源、重大工程项目、新时代北斗精神以及

历史长河等 5 个系列为主体的课程思政体系，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

三观，培育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综合性人才。本文通过梳理思

政元素和实施策略，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借鉴和拓展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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