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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气与环境模式》是大气科学专业本科课程之一，是了解大气数值模式的运行与应用的基础课程。大

气数值模式是认识和预测天气气候不可替代的工具，这要求大气科学专业人才要有掌握利用数值模式进

行数值预报的技能。故此，深入开展课堂教学改革及创新实践，深挖该课程所包含的思政元素，把思政

育人作为课堂教学的重要组分，积极开展《大气与环境模式》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是极其必要的。本文基

于《大气与环境模式》课程的思政教学现状，从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完善思政环节的教学设计与实

践等方面，探讨了该门课程思政教学的可能途径，旨在为《大气与环境模式》课程的本科教育教学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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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mospheric and Environmental Model” is one of the undergraduate courses of the major of atmos-
pheric science, which is the basic course to understand the ope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tmospheric 
numerical model. Atmospheric numerical model is an irreplaceable tool for understand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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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ng weather and climate, which requires professionals in atmospheric science to master the 
skills of using numerical model for numerical forecasting.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eepen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practice, explor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ontained in 
the curriculum, tak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 the focal point of the course teaching, and 
actively carry ou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practice of the course “Atmospheric and Envi-
ronmental Model”.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of “Atmospheric and Environmental Model”,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ossible way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explor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course and 
improving the teaching design and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links, aiming at providing ref-
erences for th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of the course “Atmospheric and Environmen-
t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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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于大气科学专业的本科生而言，数值天气预报是一门极其关键和重要的专业课程。这不仅是因为

数值天气预报已成为天气预报业务的主要手段，更主要的是在数值天气预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气数值

模拟试验已然成为地球科学–大气科学研究中至关重要的工具之一。随着短期气候预测及对未来气候变

化展望的迫切要求，大气数值模式的教学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大气与环境模式》课程与计算机技术、

信息技术等密切相联系，是使学生把所学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与计算机技能和方法结合起来综合应用

的一门课程。鉴于计算机技术以及数学理论的快速发展，使得大规模计算能力大幅度地增强，再加上卫

星以及雷达等观测资料的日益丰富，数值天气预报在 1~3 天的短期预报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大气数值模

式的应用也由原来的以天气预报为主的中尺度天气模式，扩展到时空分辨率更为全面的气候模式、气候

系统模式以及地球系统模式。此外，陆面、大气化学、生态等子模块的构建进而与大气模式相耦合，不

仅促进了大气模式的发展，而且对大气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总之，大气数值模式已然成为认识气候系

统以及预测未来气候不可替代的一种工具之一。 
然而，在近几十年里，大气数值模式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例如，大气模型的基本物理框架已经

越来越趋于稳定，而在数值模式中有着重要作用的初始和边界条件的确定和技术近年来发展较快；原来

的过滤模式和静力平衡模式已被非静力平衡模式所替代；对大量不同时刻、不同质量的观测资料提高初

始场质量的新方法也不断涌现，模式也向多尺度统一模式的方向发展。因此，随着大气数值模式的更新

和发展，针对大气科学类专业本科的《大气与环境模式》应该与时俱进，要在教学方式、教学内容和教

学目标上进一步建设和提高。 
2020 年，国家教育部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强调指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必须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不可割裂。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就是要寓价

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人才培养的

应有之义，更是必备内容”。这一表述清晰明确地强调了在高等学校的育人工作中，不仅要重视对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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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能力的培养，更要加强对学生价值观的刻画。课程的教学不仅需要展示出广度和深度，更要充

满温情，而课程思政则是使课程变得生动、丰富多彩以及富有温暖感的关键环节。课程思政的主要形

式是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元素，包括理论知识、价值理念以及精神追求等，融入到各个学科的教学当中，

在不知不觉中，对学生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举止产生影响[1]。《大气与环境模式》课程作为大气科学类

人才培养的重要课程之一，提升课程的价值和质量，深入发掘课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将思

想政治教育作为课程教学中的关键和亮点，开展《大气与环境模式》课程思政教学实践的探讨是非常

必要的。 

2. 高校《大气与环境模式》课程思政实施情况及存在的不足 

2.1. 大气科学专业课程思政研究现状 

关于如何将课程思政融入到大气科学专业课程中，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尝试。例如，蔡宏珂和陈权

亮通过分析启发式和案例式的教学方法，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有机地融合到课程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教

学之中，可以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从而推动课程思政在《大气物理

学》课程教学中的自然融合与有效实施[2]。夏志业等结合学校的特色以及国家的实际需求，深入挖掘了

《大气遥感》课程中所蕴含的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元素，通过改革教学方法，将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

合，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元素能够融入到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评价的各个层面

中去，并通过以赛促思想政治教育等途径完善创新实践机制，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深入发展，通过这样的

方式，我们可以确保专业课程的价值导向是正确的，从而为国家培养出合格的人才，并且真正地为推动

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贡献[3]。王伟针对《大气流体力学》这门课程，通过设计教学方法、促进师生之间的

互动交流与讨论，以及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等多种方式，在教学的重要环节中，提炼思想政治的主题，

引导学生们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并且强化对“四个自信”的信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

观，将爱国的情感、强国的意志以及报效国家的行动，自觉地融入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过程中，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中，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程中[4]。杨

卫君等针对“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的课程目标，将课程思政融入《农业气象学》的教学过程中，

旨在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政治信仰以及社会责任感，激励学生成长为品德与才

能兼备、各方面均衡发展的应用型人才，从而实现教育与培养人的目标相统一[5]。陈斌等从《卫星气象

学》课程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出发，结合该课程的特点，从国家战略和实际应用的角度出发，不仅介

绍了传统的气象卫星，还进一步涵盖了资源、海洋以及对地观测卫星系统的内容，将人工智能与卫星遥

感技术相结合，深入探讨了课程中的众多数学公式以及卫星红外遥感原理背后的中国元素，把思想政治

教育融入到专业课程的教学中，从而达到激发学生学习动力的目的；通过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结合翻

转课堂的模式，建立切实有效的激励和评价机制，实现协同育人的目标。将人工智能与卫星遥感技术相

结合，深入探讨课程中的众多数学公式以及卫星红外遥感原理背后的中国元素，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

专业课程的教学中[6]。 
分析思政环节的脉络是提高学生对大气科学专业课程中思政部分接受程度的关键所在，只有紧密跟

随时代的步伐，准确把握学生的思考和需求，这样才能有效地进行教学实践活动的设计，进一步实现思

想政治元素与专业学科知识的有机融合，从而达到“润物细无声”的良好教育效果。在教育过程中，思

想政治内容就像是盐，而课程知识则是食物，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生能够自然而然地吸收，

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环节中的关键所在。如何有效地将课程思政融入教学当中，这是理科类课程的专业课

教师面临的一个难题，需要通过在教学设计上的持续创新和不断磨炼来逐步解决，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环

节与课程建设的契合度，需要通过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和课程实践来实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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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大气与环境模式》课程思政现状 

《大气与环境模式》课程是大气科学类人才培养的必修课程之一。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革命性

发展，计算和通信技术得到了高速发展。与此同时，全球气候变化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也是大气科学

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的动力之一。近年来以天气气候预测为主要手段的大气数值模式的发展，取得了引

人注目的成就。大气科学模拟试验的手段和工具，由原来的大气数值模式，已发展到气候系统模式和地

球系统模式。在过去的 20 余年间，大量的、各种大气尺度和外部条件的外场观测试验，加深了人们对大

气物理过程的认识；高速发展的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使得大规模计算条件和技术得到了显著提高，

不同时次和不同来源的资料日益丰富。人们已跳出了限于计算条件和资料匮乏的桎梏，正压模式、过滤

模式已成为过去。几乎所有的模式都采用了原始方程模式。但目前的有关教材和教学中仍然有相当大的

部分在讲授这些过时的、不再使用的内容和技术。 
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较难与大气科学专业课程相结合，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天气学

研究中的大气运动和天气过程将整个大气圈视为一个实验场所，学生们只能借助图表来了解大气运动的

情况，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其次是由于大气科学专业的研究对象跨越的尺度非常大，所涵盖的知识点既

多又零碎，这使得具体的思政内容难以进行融合；另外，传统的教学方法大多数仅仅侧重于知识点的传

授，而所选择的思政案例却缺乏共同的知识点。目前，大气科学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建设面临着思政元

素缺乏、内容分散以及教学效果未能充分展现等问题。如何在《大气与环境模式》这门课程中深入发掘

思想政治教育的元素，以达到潜移默化的教学效果，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启发和教育，构建和完善

《大气与环境模式》课程的思政体系，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重要内容。 

3. 《大气与环境模式》课程思政教学途径探讨 

《大气与环境模式》课程思政教学的重点在于把适当的思政元素融入到专业知识讲解中，深入发掘

思想政治教育的元素，以达到如同春雨润物般潜移默化的教学效果，这需要通过准确把握在校大学生的

思想动态和脉络来实现，为了提升课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需要不断完善教学设计和实践，并且要

着力加强课程中思政环节的建设，积极促进思政育人的效果。 

3.1. 挖掘《大气与环境模式》课程中的思政元素 

挖掘和提炼专业知识体系中所包含的精神内涵和思想价值，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导的有机结合；

在授课过程中，应科学合理地扩展专业课程的深度、广度和人文关怀，从课程涉及的历史、文化、行业

背景、专业领域、国家以及国际等多个角度进行展开，增强课程的知识含量和人文内涵，提升其引领作

用、时代感以及开放程度。 
结合《大气与环境模式》课程的知识构架和特点，挖掘《大气与环境模式》教学内容思政元素。与

《大气与环境模式》这门课程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素材非常丰富，我们需要将这些素材与《大气与环境

模式》的教学内容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紧密结合在一起，留意与课程相关的最新科技成就、大气科

学领域卓越科学家的故事。比如说 2023 年 4 月发射的风云三号 G 星，它是中国首颗低倾角轨道降水测

量卫星，成功发射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在同一时期内，能够运营晨昏、上午、下午以及倾斜

四条近地轨道民用气象卫星的国家。这一成就不仅增强了中国低轨道气象卫星完整观测网络的整体优势，

还在气象灾害监测领域展现了中国的智慧和方案，为全球气象监测和预报提供了更为丰富和准确的数据

资源。将人工智能(AI)应用到气象卫星观测领域将会是下一个重大技术变革。AI 大模型可以快速处理和

分析大量的气象数据，显然比传统的分析和预报模式响应更快。如果让 AI 学习观测地区的历史气象数

据，完全能够结合当下的最新数据，进一步提高预报的准确性，所以垂直化、体系化、智能化则是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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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接下来的发展趋势。通过不断创新和完善气象卫星技术和应用模式，中国将为全球气象监测和预报

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方案，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这些热点科技成就以及典型案例中，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发挥《大气与环境模式》课程的重要作用，

服务国计民生。提高学生对大气数值模式和专业知识的认识，使他们在感受和领悟的过程中不断成长，

并加强他们的主体责任感和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明确自己所肩负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努力成长为

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并且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3.2. 完善思政环节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梳理我国数值预报模式和世界其他国家数值预报模式的发展历程，深挖课程中众多知识背后的中国

元素，将国际上的前沿热点问题、新的理念、新的方法、新的技术和新的内容等融合到教学实践中，以

提升教学的质量和效果，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使他们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学习中

去；同时，将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和增强综

合素质等隐形价值融入专业知识的传授过程中。在《大气与环境模式》课堂教学中深度融入思政教育内

容，创建思政教学情境，充实课程思政内涵，实践不同的教学方法，评估教学效果。并总结《大气与环境

模式》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调整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案，凝练和反思教学经验与教学模式。

最终达到完善思政环节的教学设计与实践，推进《大气与环境模式》课程的思政环节建设的目的。 

4. 结语 

数值天气预报已经成为天气预报业务中的主要工具和方法，并且基于数值天气预报而发展起来的大

气数值模拟试验，现在已经成为了大气科学研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随着短期气候预测及对未

来气候变化展望的迫切要求，大气数值模式的教学会越来越重要。《大气与环境模式》课程作为大气科

学类人才培养的重要课程之一，深化教学改革创新实践，提升课程的价值和质量，深入发掘课程中蕴含

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课程教学中的关键和亮点，进行《大气与环境模式》课程中

的思政教学实践是十分必要的。结合《大气与环境模式》课程的知识构架和特点，挖掘《大气与环境模

式》教学内容思政元素。梳理我国数值预报模式和世界其他国家数值预报模式的发展历程，深挖课程中

众多知识背后的中国元素，将国际上的前沿热点问题、新的理念、新的方法、新的技术和新的内容等融

入到教学实践中去。在《大气与环境模式》课堂教学中深度融入思政教育内容，创建思政教学情境，充

实课程思政内涵，实践不同的教学方法。将《大气与环境模式》课程中的知识点与课程思政环节有机融

合，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环节与课程建设的融合程度，仍然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知识积淀以及课程实

践的不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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