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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课程思政是借助课堂教学这一主渠道，在教育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技能的同时

帮助其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念，潜移默化中达到育人目标。GNSS测量技术课程属于工程专业一门重要基础课程，课程涵盖内容较多、

专业知识抽象且复杂，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推进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是新时代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格局，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

养人才的重要途径。为此，本文从 GNSS测量技术课程思政建设问题出发，探索课程思政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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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GNSS survey technology course 

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he main channel of classroom teaching， infilt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all aspect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imparting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students， and helping them to shape correct values，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educating people subtly. 

The GNSS surveying technology course is an important basic course for engineering majors. The course covers a lot of 

content，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s abstract and complex， and it has strong practicality. Promo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build an all-round education pattern for all staff 

in the new era and cultivate high-quality talents with all-round development. For this reason，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GNSS measurement technology course， and explores the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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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SS 测量技术课程作为工程测量技术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主

要是帮助学生掌握运用现代卫星定位技术，在工程领域进行布设控

制网、测绘地形图以及施工放样等内容。该课程知识覆盖面广、原

理内容丰富、实践操作多，具有极强的综合性[1]。一直以来，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受到党和国家重点关注。当前世界正处于巨大变革时期，

新时代背景下，当代青年大学生面对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的融合

碰撞，不可避免的出现思想迷茫和困惑。如何帮助青年大学生建立

正确的政治认同和价值观念，是现阶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

点内容。教育部于二零二零年六月颁布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

指导纲要》明确提出，全国范围内高校应大力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充分发挥各专业课程育人作用，促进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的变化，

形成高校思政教育的新局面[2]。课程思政作为新型教育理念的一种，

主要是促进各种专业课程和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产生协同效应，是传

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拓展，是高校落实思政教育工作的重要方法。

在此背景下，如何全面推进 GNSS 测量技术课程思政建设，构建课

程思政教学体系，培养出同时掌握专业能力且具备良好职业道德的

高素养技能型人才，是当前专业课教师教学改革的重点方向。 

一、GNSS 测量技术课程思政建设问题 

（一）课程思政资源开发利用力度不足 

教师对于专业课程中思政资源的挖掘、开发、利用情况，直接

关乎到思政教育整体质量。目前课程思政教学中，普遍存在着将思

政元素随意融入专业教学中的情况[3]。这种课程思政教学模式，不仅

影响学生形成正确的认知行为，而且并未体现出课程思政的育人内

涵，影响课程思政教育成效。专业课程有其自身特点，要求专业课

教师在教学期间不能盲目套入思政元素，不然不仅无法达到课程思

政育人目标，并且也容易破坏专业知识体系。 

（二）教师课程思政教育能力欠缺 

课程思政教学中教师是关键因素，专业课教师的德育能力直接

影响到课程思政建设整体质量和成效[4]。课程思政教育能力主要指专

业课教师挖掘、整合专业知识中的思政元素，结合实际教学案例进

行思想政治教育，将思想教学和专业教学有机融合的能力。但由于

教育背景的限制，目前高校专业课教师中大部分并未接受系统、专

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培训，缺乏充足的理论储备，课程思政教育

能力不足。 

二、GNSS 测量技术课程思政建设路径 

（一）深挖专业课程思政教育元素 

加强对专业课程中思政教育元素的挖掘和利用，是推进课程思

政建设的关键环节。GNSS 测量技术课程中的学习内容主要包括了

GNSS 技术的概况、全球十大定位导航定位系统、GNSS 测量的的基

础知识、GNSS 测量的设施与实施、GNSS 测量数据处理以及 GNSS

测量技术在控制测量、地形测量、放样等领域的应用等[5]。在 GNSS

测量技术课程各章节内容中，均蕴含着丰富的思政教育元素，可以



理论探讨 

 305

作为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的重要资源。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教师深入

挖掘其中潜在的思政元素，在对学生开展 GNSS 测量技术专业知识

教育中合理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以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工

匠精神、职业素养、文化自信等作为课程主要德育目标[6]。教师需要

结合 GNSS 测量技术课程主要知识点，不断优化现有教学大纲的课

程思政内涵设计，进一步明确课程思政教育主要目标，在 GNSS 测

量技术课程的各个知识章节中有机融入思政教育元素，逐步构建起

GNSS 测量技术课程思政内涵教学大纲[7]。例如在讲解卫星导航定位

技术的发展这一章节时，该章节内容涵盖了从古至今测绘理论的发

展，充分体现了古人的智慧和科学技术发展。因此，教师可以引入

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指南针、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图的我国 早的

地图等，此类实物都蕴含测绘元素，在让学生了解测绘历史的发展

的过程中，体会古人智慧，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培养爱国主义情

怀。又例如在讲解全球四大卫星导航系统这一章节时，目前全球四

大主要导航卫星系统主要由 GPS（美国）、GLONASS（俄罗斯）、

GAULEO（欧盟伽利略）以及我国的北斗号（COMEPASS）构成。

教师可以向学生介绍国家北斗导航系统“三步走”的战略发展路径，

使学生感受到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并讲述我国建成北斗导航系统

这一重大创新工程，体会到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大，增强学生民族自

豪感，培养时代责任感，激发创新意识。 

（二）创新课程教学方法 

对于教学的定义，一方面注重“教”所蕴含的启发性，另一方

面又关注“学”的能动性。教学是一项双向活动，需要两者协同合

作 终达到育人目标。GNSS 测量技术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已难以满足

当代大学生实际需求，需要教师积极创新教学方法，提升课程思政

成效。在教学过程中，不再局限于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积极运用

案例式、启发式、小组讨论式教学方法， 大限度调动学生学习热

情，提高参与到课堂教学的积极性[8]。合理运用多媒体中图片、动画、

视频等资源，赋予专业知识更多的生动性和趣味性，达到润物细无

声的育人效果。在实践、实训教学中增加学生的切身体验，深刻感

受思政元素。而在专业课程教学中，也需要合理控制德育内容和时

长，避免影响专业课程教学。因此教师需要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

优势，合理运用网络渠道开展线上思想政治教育，利用网络媒体挖

掘更为丰富的思政教育资源，以网络媒体平台作为课程思政教学的

延伸。教师可以通过微信群、超星学习通平台等，在每节课程前和

教学后发布思政教育素材，引导学生进行阅读、思交流探讨、完成

作业等，实现德育的渗透。 

（三）增强专业课教师思政教育能力 

专业课教师的课程思政教育能力，是影响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

因素。因此，需要重视提升专业课教师的课程思政意识，激发专业

课教师参与课程思政教学的积极性，促使专业课教师养成课程思政

教学的责任自觉，全面提升个人思政教育能力[9]。一方面，高校可以

通过引导教师转变理念等方法增强专业课教师对课程思政的全面认

知。另一方面，高校还应该积极构建起思政教师和专业课教师的合

作平台，促进思政理论课教师和专业课教师产生良性互动和知识互

补。由于课程思政建设是一项长期、复杂、系统性的工程，尽管专

业课教师在课程思政建建设中占据主体地位，但也不是唯一的责任

主体，除了借助与思政课教师共同合作突破思政课与专业课之间的

壁垒之外。高校还应该促进有关育人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通过学

校工会、教师代表大会等途径，使教师能够快速了解、认知当代大

学生所关注的社会热点，帮助教师在专业课教学中针对性融入思政

教育内容。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代背景下，需要始终坚持以立德树人这一根本

任务作为核心环节，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渗透至教育教学整个流程，

构建起专业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加快“三全育人”目标的双线。当

前 GNSS 测量技术课程思政建设依然面临着理念滞后、思政资源开

发不足、专业课教师思政教学能力薄弱等问题。因此，需要教师树

立课程思政建设理念，不断强化自我思政教育能力和思想政治素养，

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创新教学模式，构建起完善的专课程思政

育人机制，全面推进专业课程思政建设，从而向社会输送更多德才

兼备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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