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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背景下《地理信息系统》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讨 
金宇豪 

华南农业大学  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 

摘  要：现阶段，各个高校为适应新工科建设对人才培养的要求，都在积极探索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其中，“课程思政”是目前教育领域十

分关注的话题之一，不仅对高校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实现全面育人目标的有效手段。《地理信息系统》课程是水利与土木工程

学院近几年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属于理、工、文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型课程。在此背景下，本文将简要阐述地理信息系统课程思政建

设的重要意义，并对《地理信息系统》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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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作为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不仅能将

专业知识和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同时还能让学生在学习专

业知识的同时，提升自己的思想政治素养。《地理信息系统》该课

程主要介绍了地理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组成及应用，分析了其在

地理信息系统中所起的作用和地位，为后续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的学

习奠定基础。这一课程中隐藏着丰富的思政元素，所以，在《地理

信息系统》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除了需要对该门课程进行基本知

识传授外，同时还需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从而保证学

生在大学阶段形成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 

一、地理信息系统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意义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课程思政”已成为高校立德

树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理信息系统课程是一门多学科交叉融

合的课程，该课程在大学本科阶段开设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地理信

息系统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以及如何使用 GIS 软件进行相关问题的

解决。课程中涉及大量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的操作和使用方法，如果

教师不能在授课过程中将思政教育融入其中，学生就会很容易在学

习过程中对软件使用方法和原理产生错误的理解。因此，将地理信

息系统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进行有机融合，能够使学

生更好地理解并掌握专业知识，进而提高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1]。 

其次，地理信息系统课程还具有较强的实践性，需要学生具备

一定的实践操作能力。在实际工作中，学生往往需要通过大量实践

操作才能掌握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如果不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就

会在实践操作中出现诸多问题。因此，在地理信息系统课程中开展

思政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另外，在《地理信息系统》课

程中融入思政教育，可以使学生更加明确学习目的，从而提高学生

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新工科背景下《地理信息系统》的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实施

策略 

（一）强化教师的课程思政意识 

教师是教育教学工作的主体，在课程思政建设中起着决定性作

用，教师的育人意识和责任意识直接影响到课程思政建设的效果。

《地理信息系统》课程是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的主干专业课程，具

有学科交叉性强、知识面广等特点，因此该课程教师不仅要掌握扎

实的专业知识，还应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素养。目前《地理信息系

统》课程教师大部分是高校本科学生毕业后从事相关教学工作，因

此，这些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识还不够深入，认为《地理信息系统》

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无关。如何加强这些教师对该课程思政建设重

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提升他们对课程思政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是确保课程思政建设取得实效的关键。同时，应建立健全《地

理信息系统》课程思政建设激励机制，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地理

信息系统》教师要通过参加校内外各种类型的培训、教学竞赛和研

讨会等方式提升自身素质，增强自身的思想政治素养和育人意识；

鼓励并帮助教师提高教学能力，将其对课程思政的认识融入到课堂

教学中[2]。 

（二）从课程理论知识中，深挖蕴含的思政元素 

《地理信息系统》课程是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本科生的专业课

程，课程建设成效显著在《地理信息系统》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通过对课程内容的分析与挖掘，将

思想政治元素融入教学过程中，结合“互联网+”时代的特征，培

养学生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例如，在讲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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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信息系统》课程中的空间数据管理模块时，教师可以结合我国近

期发生的一起重大自然灾害——“利奇马”台风展开讨论，通过分

析台风影响范围、强度等因素对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造成的影响，引

导学生学习我国在自然灾害应急管理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与取得的

成就；还可以结合“美丽中国”建设及“一带一路”倡议，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让学生通过学习我

国测绘地理信息行业发展现状，培养学生崇尚科学、实事求是、勇

于创新的精神，提升学生对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和测绘地理信息行业

发展前景的信心。 

（三）调整多元化的教学方法 

多元化的教学方法是指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线上教学与线

下教学相结合，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注重课程思政教育的

实效性。地理信息系统课程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教师在备课

过程中，应通过引入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案例、故事等进行思政元素

挖掘，并通过案例分析、课堂讨论、实践操作等多种方式与学生互

动。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通过搜集相关资料、阅

读专业文献、观看专业视频等方式进行深入了解，进而启发学生思

考专业知识背后所蕴含的思政元素，将思政元素和专业知识有机融

合。例如，在讲授“地球科学概论”时，可以科学家钱学森等人的

故事及相关知识背景，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要搞科学技术”“如

何才能发展科学技术”等问题；如在讲授“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

时，可以通过学习遥感卫星资料获取方法及相关知识背景，引导学

生思考“为什么要开展遥感调查研究”“如何开展遥感调查研究”

等问题地理信息系统[3]。 

另外，教师还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教学地位，在教学过程中

应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课程的各个环节之中。例如，在讲授“地图

制图基础”时，教师可结合相关实例引导学生分析“地图制图基本

理论”“制图基本方法”“地图制图基本流程”等内容，通过开展多

样化的教学形式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使学生在教学过程

中能够形成良好的学科核心素养。 

（四）加强课程的评价和反馈机制 

在《地理信息系统》课程教学中，教师的评价是学生学习效果

的重要反馈机制，教学效果的评价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教师对学

生学习内容、方法、过程等的评价；二是教师对学生在知识、技能

和价值观方面的评价，从而对学生实施全过程评价。其次，课程教

学反馈机制是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控制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及时了解和掌握教学效果，有效改进教学工作，有利于促进教师自

身提高，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目标[4]。其具体评价方法包括：一是要

按照育人目标、思政元素、育人成果三个维度建立《地理信息系统》

课程思政评价指标体系，从不同角度对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进行综

合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反馈到教师本人。二是要对学生进行问卷调

查。在课程结束后，教师可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对课程思政内容

的掌握程度和理解程度。将问卷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你认

为《地理信息系统》课程思政对你的思想产生了什么影响？”；第

二部分是“你认为《地理信息系统》课程思政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

方？”；第三部分是“你认为《地理信息系统》课程思政取得了哪

些成效？”通过完善的评价和反馈机制，提高《地理信息系统》课

程思政育人成效。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化教育发展进程中，要想通过课程教学更好

地达成思政育人目标及任务，让学生在大学阶段形成良好的思想价

值观念，强化综合能力及品质素养，教师就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引导

作用，将课堂作为思政育人的主渠道，并且《地理信息系统》课程

中隐藏着很多思政元素，所以，教师除了要提高自身思政育人能力

及水平以外，在教学中教师还要将课程知识与思政内容充分融合在

一起，并通过多样化的教学形式，以及完善的教学评价机制，促使

学生能够主动参与到《地理信息系统》教学活动当中，以此保证高

校教育能够实现全方位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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