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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元素融入“GNSS 测量技术与应用”课程的
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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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7）

摘要：“GNSS 测量技术与应用”是我国高职院校的重点专业之一，主要教学内容围绕着卫星定位在城市建设、规划当中的应用方式

进行教学，这对于我国城市建设的发展有着很好地帮助。但是在如今课程思政的背景下，专业教学不应该单纯地进行理论知识和实践技

能传授，还要挖掘教学内容中蕴含的思想政治元素，在传授学生知识技能的同时，培养学生正确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从而为国家和社

会培育出品学兼优的专业人才，推动国家与社会的有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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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GNSS 测量技术与应用”课程当中，专业知识中并没有蕴

含着太多的思想政治元素，这也就导致很多高职院校的“GNSS 测

量技术与应用”专业教师对于课程思政不重视，认为其与“GNSS

测量技术与应用”专业教学没有太多的关联。这样的情况便阻碍

了课程思政的开展，也不利于今后测量技术与应用专业人才的培

养。基于此，“GNSS 测量技术与应用”专业教师应该从外部资源

入手进行思考，可以引入一些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资料，与教学内

容呼应来展现思政元素，从而让学生在有效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

实现正确思想意识和道德观，能够在未来成为德技双修的专业性

人才。

一、当前“GNSS 测量技术与应用”课程融入思政元素的问

题

（一）融合程度不高

融合程度不高是当下“GNSS 测量技术与应用”专业课程融入

思政元素的主要问题。因为这一课程的专业知识中没有蕴含过多

思政元素，导致很多高职专业教师无法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

中，从而影响到了课程思政在该专业中的融入，出现了融合程度

不高的现象。

（二）教师对课程思政重视度不够

当下很多工科类专业教师对于课程思政的重视程度不够，认

为课程思政应该是文科类专业所负责的课程。毕竟文科类专业蕴

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是开展课程思政的最佳途径。但这是一种

错误的思想，课程思政关乎所有专业教学，不能被忽视。培养出

品学兼优的人才，才是进行课程思政的关键目标。但是当下的实

际情况便是很多“GNSS 测量技术与应用”专业教师不重视课程思

政，导致思政元素在该专业教学中无法有效融入。

（三）教师缺乏课程融入课程思政的路径

很多高职教师过分重视“GNSS 测量技术与应用”专业的理论

知识传授，所以自身的教学思维受到了局限，不知道该如何有效

地将课程思政融入教学当中。这也是如今该专业融入思政元素的

最大阻碍，没有合理的融入路径，就不能够让学生在学习中建立

起正确的道德品质和思想意识，更无法实现课程思政培养品学兼

优人才的最终目标。

二、思政元素融入“GNSS 测量技术与应用”课程的策略

（一）引入测量技术对比，激发学生爱国情怀

除了进行专业知识教学之外，高职“GNSS 测量技术与应用”

专业教师可以通过引入测量技术对比，来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

在新时代到来之际，各个国家都已经开始重视对于测量技术的开

发和研究，我国也不甘落后，在“GNSS 测量技术与应用”方面投

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力进行研究，并且取得了不错的科研成果。

将这种成果进行对比，可以让学生意识到国家的强盛，从而有利

于学生爱国情怀的激发，实现思政元素在“GNSS测量技术与应用”

专业课程中的有效融入。

在进行测量技术对比之前，高职“GNSS 测量技术与应用”专

业教师可以通过讲述我国测量技术的发展历史，先为学生奠定坚

实的知识基础，让学生了解我国悠久的测量技术发展历史，进一

步激发学生爱国情怀。在进行了基础历史的奠基之后，高职测量

技术专业教师便可以开始进行科研成果对比，将我国在测量技术

上的科研成果与其他国家进行有效对比，从 1994 年开始我国便进

行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研发，时至今日已经成功构建出了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继美国、俄罗斯以及欧盟之后第四个研发

成功的国家。仅仅这一点就足够成为中国人、中国科研人员的骄傲。

而且北斗导航系统可以实现全球覆盖。通过对于测量技术的对比，

可以让学生更好地意识到我国科研人员的努力、我们国家的强大，

从而真正实现在“GNSS 测量技术与应用”专业教学中融入思政元

素，达到激发学生爱国情怀的教学目的，为今后测量技术与应用

人才的培养奠定思想基础。

（二）结合技术开发案例，培养学生工匠精神

除了进行技术对比之外，高职“GNSS 测量技术与应用”专业

教师也可以在教学中列举我国在卫星导航方面的技术开发案例，

将无数科研人员的工匠精神展现出来，从而实现思政元素在该专

业中的有效融入，让学生在今后的工作中也可以秉持工匠精神，

认真仔细、一丝不苟地完成工作，对于我国测量技术与应用领域

的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国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研究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在整个研发过程中，无数的科研人员呕心沥血、认真投入才有了

今天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可以说这是无数科研人员的心血，他

们的付出、他们的认真就是北斗精神最直接的展现。通过对于这

些科研人员技术开发案例的展示，对于培养学生工匠精神有着很

好地促进作用，同时也能够让学生感悟到什么是北斗精神，从而

在未来的学习中更加认真严谨，在未来能够传承和弘扬北斗精神。

在进行技术开发案例的讲解时，孙家栋和杨长风两位院士的事迹

便不可不提，他们是奠定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奠基人，更是培养

了无数航空科研人员的功臣，可以说没有他们两位，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也不能够这么好的完成。高职“GNSS 测量技术与应用”专

业教师可以用视频资料、文字信息来展示两位院士为北斗卫星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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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系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并且将他们在研发过程中所表现出来

的北斗精神、工匠精神进行直观化的展现。例如孙家栋院士在一

次观察卫星发射的实验中，突然卫星在转运过程中出现了碰撞，

在卫星试验当中，任何一点点的差别都会造成最终实验的失败。

于是整个实验场地的工作人员都慌了起来。这个时候的孙家栋院

士不顾自己年迈的身体，直接钻到了卫星底下，对于卫星碰撞部

位进行观察，最后得出结论，没有问题，这才让在场的科研人员

放下心来。这个时候的孙家栋院士已经 78 岁了，即使如此，他也

是将卫星科研事业放在了第一位，这就是北斗精神的展现，也是

工匠精神的传承。类似于这样的案例事迹用来进行学生工匠精神

的培养，是高职“GNSS 测量技术与应用”专业融入思政元素的绝

佳途径，能够让学生感受到科研人员的严谨态度、工匠精神，对

于学生进行思想意识上的升华，从而为学生打造良好的思想基础，

奠定其今后的成长之路。

（三）开展实践训练项目，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团结协作精

神

除了进行理论教学之外，高职“GNSS 测量技术与应用”专业

教师还应该开展实践训练项目，让学生在实践中将自己所学的知

识进行应用，从而培养学生吃苦耐劳、团结协作精神，让学生实

现知识与思想的双重进步，对于学生今后的成长有着很好地帮助。

理论与实践结合才是教学的最佳途径，不论是在任何专业的

教学中都是如此。而实践训练也是进行思政元素有效融入的途径，

高职“GNSS 测量技术与应用”专业教师只要把握好内容方向，就

能够实现思政元素的有效融入，促进学生思想意识与知识技能的

双重成长。例如高职“GNSS 测量技术与应用”专业教师在进行教

学时，布置GNSS—RTK 数字测图的实践训练项目，让学生能够在

实践中将自己所学的知识进行应用。为了进一步帮助学生更好地

完成实践训练，也为了能够让学生在实践中培养吃苦耐劳、团结

协作精神，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进行团队实践训练，在相互帮助、

相互鼓励下完成实践训练项目。GNSS—RTK 数字测图实践训练项

目不仅对于学生的专业知识有较高的要求，而且也是需要团队配

合、严谨认真才能够真正完成。因此，这个实践训练项目是能够

达到培养学生吃苦耐劳以及团结协作精神。当然，高职教师也可

以设置一个进度汇报表，及时的更新信息，让每一个小组都明白

自己的进度以及与其他小组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激发起学生的斗

志以及团队荣誉感，这也是发挥出思政元素效用的一种有效方式。

（四）加强教师队伍培训，提高教师思政能力

除了进行专业教学之外，要想进一步保障思政元素可以融入

专业教学当中，就需要有一支素质过硬的专业教师团队进行教学，

这里所指的素质过硬不仅是教师的专业能力、知识水平达到相关

的标准，同时对于教师的思政能力也要有相关的要求。但是在当下，

大部分高职院校的“GNSS 测量技术与应用”专业教师在思政方面

的学习较少、能力不强，所以在实际的教学中很难挖掘思政元素，

实现课程思政。基于此，高职院校管理者应该加强对于教师的思

政培训，从而提高教师思政能力，保障该专业可以有效融入思政

元素，为学生思想意识和知识技能的双重进步奠定好坚实的基础。

对于高职院校“GNSS 测量技术与应用”专业教师思政能力的

培训，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进行专业知识的培训，很多的高职教师都没有接受过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培训，又或者是在就职之后这种培训变

得较少，无法起到效用。因此，高职院校管理者第一件事情就是

定期开展思政教育培训，针对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开展课程思政的

难题来进行解决，让教师能够结合专业特点以及教学内容更好地

融入思政元素，促进学生思想意识以及道德观念的进步。

其次，建立进修机制，对于一些在课堂教学中开展课程思政

卓有成效或者表现较好的教师，可以为其联系一些优秀的高校进

行进修交换，学习其他专业教师在教学中如何更好地融入思政元

素、开展课程思政。在这个过程中让教师可以学习经验、纳为己用。

最后回归学校之后开展经验交流会，将自己的教学经验进行分享，

从而提升整体教师队伍的思政能力。同时，这一进修机制可以激

发教师的工作热情，对于推动教师学习思政内容、开展思政教学

有着很好地促进作用，为高职“GNSS 测量技术与应用”专业融入

思政元素做好了基础保障。

（五）构建思政评价体系，确保思政融入教学

高职管理者还可以通过构建思政评价体系来确保思政元素能

够融入“GNSS 测量技术与应用”专业教学当中，让教师对于自己

的教学成就以及不足之处有更好的理解掌握。可以说思政评价体

系是保障思政元素能够融入该专业教学中的一道防线，起到最后

的保障作用，同时也能够让教师警醒自己，找出自己在教学中的

不足之处，从而实现课程思政的展开。

高职管理者在进行思政评价体系的构建时，要找到合理的评

价标准，才能够确保思政元素是否真正融入该专业教学当中。因此，

在思政评价体系当中，对于学生的检查是重中之重。高职管理者

可以定期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测试，从测试结果中来获取学生在专

业知识学习中是否得到了思想意识的提升以及道德观念地树立，

从而来判断教师在专业教学中是否融入了思政元素、是否起到了

效用。学生的表现是最直接的说法，也是最好的判断依据。除此

之外，高职管理者还应该定期组织教师进行公开课演示，相关的

教师以及领导进行观摩，从而检查教师在课程当中是否有效进行

思政元素融入，作为思政评价体系的重要判断依据。这些都是构

建思政评价体系的关键，更是帮助教师审视自我教学是否出现问

题的重要因素。最终实现从思政评价体系中来完善教学、保障思

政元素融入专业教学当中，为学生打造一个良好的思想意识和知

识技能学习成长环境。

三、结语

总而言之，在高职“GNSS 测量技术与应用”专业当中融入思

政元素是专业改革进步的关键，也是必然趋势。高职“GNSS 测量

技术与应用”专业教师所需要做到的就是找到合适的教学方式、

思政元素，将其合理的融入专业教学当中，让学生可以在学习知

识的同时实现思想意识的进步升华，真正成为一个品学兼优的学

生，为我国未来的测量技术与应用领域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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