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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专业课课程思政是实现高等教育“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重要保障，本文以《古生物地史学》为例，

在课程思政全面展开的大环境下，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探讨了课程思政元素的挖局与融入，将职业责

任感、地质工匠精神、爱国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等元素融入课程教学设计和课堂实际教学中，弘扬地质

文化，着力引导学生树立地质报国情怀，以期对推进地质大类课程思政建设和课程改革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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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rofessional courses is an important guar-
antee for achiev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people by virtue” in higher education. 
Taking paleontology and historical geology as an example, in the context of comprehensive 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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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this article reforms the teaching content, explores the 
excav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he course, integrates vocation-
al responsibility, geological craftsmanship spirit, patriotism,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othe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course teaching design and actual classroom teaching, 
and focuses on guiding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sense of geology serving the country, in order to 
benefit the promo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nd curriculum reform in geologi-
c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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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

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为建设新时代高校思政理论课指明了道路[1]。在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

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针对性，

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在此背景下，课程思政建设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实现全员

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核心内容[2]。 
地质行业属于重要且艰苦的行业，如何为社会输送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才是当前各大高校

共同面对的问题。当前，部分高校就地质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进行了探索，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取得了

一定成果[3]-[6]。然而，地质类课程思政建设工作仍面临不少困难，尤其是如何准确地、深入地挖掘专业

课程的思政元素，以及如何将思政元素与课程教学有机结合等问题尚待探究。 
宿州学院是一所省属普通本科院校，目前正处于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建设阶段，地质工程专业在

应用型本科高校办学定位及人才培养目标的指导下，坚持立足两淮矿区、面向全国的方向发展。基于以

上背景，本文以《古生物地史学》课程为例，在汲取国内其他高校先进的课程思政教学经验基础上，浅

谈《古生物地史学》思政元素挖掘及如何将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融入实际课程教学之中，以提升人才

培养的内涵与深度。 

2. 课程现状分析 

《古生物地史学》作为地质学三大基础学科之一，是国内各高等学校地质类专业的主干课程，在地

质类专业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7]。《古生物地史学》是宿州学院地质工程专业在大二阶段开设的一门

专业基础课[8]，根据宿州学院地质工程专业培养方案设置，该课程为专业拓展课程，课时量安排为理论

教学 42 学时，课内实验 6 学时，选用的教材为杜远生、童金南教授主编的《古生物地史学概论》(第三

版)。 
同其他多数理工科专业课程一样，如经管类专业[9]、地理科学专业[10]、勘查技术与工程专业[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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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教学相互分离的现象在本课程的实施过程中也存在[12]。该课程由古

生物学和地史学两个分支学科融合而成，研究了自 46 亿年以来地球生物界和无机界的演化历史，其内容

极其庞大、研究对象种类繁多。传统的古生物学教学模式是以讲授各门类古生物形态分类为主，结合标

本观测为辅。传统的地史学教学以经典剖面为载体，讲述一定地质时期内生物、地层、构造、矿产的演

化。这种教学模式易使学生产生疲劳感，且不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重要的是这种教育模式使得该

课程中思政教育较为缺乏，导致很多学生既没能获得扎实的专业知识，也没有形成为祖国地质事业奋斗

的激情和热情，而该课程可挖掘的思政要素非常丰富。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发挥显性教育与隐性教

育的作用，使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向而行，形成协同效应？如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感

染力？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3. 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普通高等院校的学生通常具有自律性不强、成才速度较慢、思想易波动、综合素质良莠不齐的缺点，

尤其是大一、大二期间，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以及专业素养等尚未真正形成，在面对复杂的

社会现象时，往往缺乏正确的判断和辨别能力。 
当下社会整体就业形势严峻，地质类专业作为艰苦行业出现了招生难、就业率低、离职率高的现象。

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课教育脱节，导致部分学生对地质工作的重要性

及就业前景、成才成长认识不足。由于地质专业的特殊性，地质工作需要开展大量的野外工作，相对来

讲远离城市的繁华，导致一些毕业生源的流失。但是地质工作是关乎国民经济发展的先行性、基础性、

战略性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就曾指出，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地质工作必须先行。并曾比喻：

“地质部是地下情况侦察部。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而地质工作的开展，需要

一大批耐得住寂寞、吃得了苦的热血专业技术人员。 
《古生物地史学》作为重要的专业课程，对于解决上述问题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该课程以阶段论和

活动论思想为主导，全面系统的介绍古生物学、地史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犹如一本皇皇巨著，诉说着

时间长河当中发生的纷繁往事。不但可以对地质类专业学生进行专业启蒙、培养专业兴趣、树立职业自

豪感，而且其中蕴含的大量思政素材和唯物主义哲学观念，也可以积极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

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最终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起着重要作用。 

4. 课程思政教学探索 

4.1. 教学大纲和课程目标的调整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两个大局”的时代高度，作出了有关能源资源安全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等系列

地质工作指示批示，地质工作职责上升至维护国家能源资源安全、支撑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战略高度。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批示为地质类课程思政改革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依据。宿州学院

地质工程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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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

家、行业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培养具有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素养，能够系统掌握

地质工程专业知识、具备分析和解决复杂地质工程问题能力的高素质专门人才。 
对标培养目标，《古生物地史学》对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社会责任感、职业素质、创新和国际视野

等目标的培养起支撑作用。在进行《古生物地史学》课程思政探索时，教学大纲应以习近平总书记生态

文明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结合专业特点和宿州学院地质类培养方案，在教学大纲的调整过程

中，构建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三位一体的课程思政目标体系，强调思政元素的挖掘，不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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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本课程知识理论体系与课程思政的有机结合。在传授古生物地史学理论知识、培养学生地学能力的同

时，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引导学生将个人发展与国家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自觉将“小我”融入“大

我”，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去，不啻微芒、造炬成阳。 

4.2. 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与融入 

专业课“思政元素”的挖掘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思政融合是否成功。在教学过程中，以学科专业视角

构建课程思政育人体系，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教学的有机融合，充分发掘各环节中的思政元素与

实践育人作用，对学生进行心灵塑造。在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使同时，使学生的家国情怀、使命担当得

到无形的塑造。 
《古生物地史学》包含了我国地质工作者上天、入地、下海、登极的精彩故事，是弘扬地质文化，

铸就地质之魂、传承地质报国精神的良好资源。依据本课程特点及所选教材特色，将职业责任感、地质

工匠精神、爱国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课程思政建设方向，使思政教育有机融入课程教学(表 1)，达到

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如，第二章，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研究员对分子古生学的

研究为例，在学生了解我国分子古生物学领域的研究进展及人类东亚起源说的同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增强学生学习动力及民族自豪感。第五章，以我国著名古植物学家孙革教授发现世界最早的被子植物—

—“辽宁古果”和“中华古果”、提出“被子植物起源的东亚中心”假说为切入点，发掘地质行业的工

匠精神，强化民族自豪感。第七章，以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放弃国外条件，回国开展蜓化石研

究及对地质学的贡献为切入点，讲授伟大的科学家精神，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职业责任感教育，引导

学生树立高远志向，使学生的家国情怀、使命担当得塑造。第十章，在讲授构造旋回、全球古大陆再造

时，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引导学生思考地质历史时期大陆的分离聚合，大洋开裂萎缩过程，进而树立乐

观豁达，笑看风云的人生态度。 
 

Table 1. List of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courses 
表 1. 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情况一览表 

章节 专题名称 主要内容 课程思政元素 

一 绪论 古生物地史学的内容和任务 科学家的诗与远方是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徐星 

二 化石与古生物学 化石的形成、保存、分类及命名 破古人类基因密码，助中国登顶世界第一 
——付巧妹 

三 生命起源与生物进化 生命起源假说、生物进化规律 科学的尽头是哲学 

四 古生物与环境 生物的环境分区、环境古生物学方法 选择适合自己的生存、发展环境 

五 古动物 珊瑚、双壳、三叶虫、腕足、鱼形动物 摘得“女性诺贝尔科学奖”的古鱼类学家 
——张弥漫 

六 古植物 植物分类体系及各门类典型代表 “被子植物起源的东亚中心”假说——孙革 

七 微体化石 有孔虫、放射虫、介形虫、孢粉 李四光与蜓化石 

八 地层的划分和对比 地层单位、地层系统 如果人生重来，我还会选地质——沈树忠 

九 地层形成的沉积环境和

古地理 沉积相、沉积相类型、古地理 “三光荣”地质精神的传承 
——武警黄金部队 

十 历史构造分析和古构造 构造旋回、全球古大陆再造 历史构造分析理论的奠基人——王鸿祯 

十一 前寒武纪地史 前寒武生物、地史、矿产 我们、我们的星球从哪里来——人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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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十二 早古生代地史 早古生代生物、地史、矿产 达尔文进化论的挑战——澄江动物群的 
发现 

十三 晚古生代地史 晚古生代生物、地史、矿产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威尔逊 
旋回 

十四 中生代地史 中生代生物、地史、矿产 生命绝灭与复苏——活着的意义 

十五 新生代代地史 新生代生物、地史、矿产 人类时代的到来——珍爱生命 

十六 中国历史大地构造 中国大陆形成过程 亿万年的演化——伟大祖国的前世今生 

 
此外，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也是实现“课程思政”探索的有效途径[13]，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下，

学生的学习热情不容易被激发。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应结合每章节理论知识及思政元素特点，合理选择

案例教学、研讨式教学、情景教学等教学模式，利用网络资源，将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激发学生学习热

情、提升学习成绩。 

5. 结语 

本文以宿州学院地质工程专业《古生物地史学》为例，浅谈了课程思政背景下的教学研究与探索。

在教学活动中，从职业责任感、地质工匠精神、爱国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四个纬度出发，挖掘课程中的

思政要素、创新教学模式，并将其融入到教学大纲和课堂教学全过程当中，使育人与育才相互融合，更

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提升教学效果，帮助学生树立地质报国的理想情怀，达到润物细无声的立德

树人效果。期望本研究所做工作能对地质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带来一定的借鉴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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