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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混合式教学拓展了课程思政价值品德引领的途径和方式。本文以玉溪师范学院中国地理课程为例，通过

对课程思政目标的确立、思政元素的挖掘，探索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方式下课程思政如何贯穿课前–课中–

课后全过程，完善课程考核评价体系，实现专业教育与德育培养的有效结合，为高师地理科学专业中国

地理课程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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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lended teaching expands the ways and means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value character 
leading. This paper takes Chinese geography course in Yuxi Norm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objectives and the excavation of ide-
ology and politics elements, it explores how the course Civic and political is carried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pre-course - during-course - post-course under the online and offline blended 
teaching methods, improves the cours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 realizes the effective 
combination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th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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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geography course of geographic science majors in higher teacher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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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的有效途径，是完善三全育人的重要抓手[1]。自 2017 年教育部发布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以来，如何挖掘育人要素、完善育人机制、提升课程育人

功能，推动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课堂教学改革，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一一直

成为高校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中国地理作为高等师范院校地理科学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内

含大量基础地理国情的内容，育人教学资源丰富，是立德树人的有效载体。围绕中国地理课程教学改革

研究的成果较为丰富，如贾亚男、苏筠、张东云、韩冰雪等对中国地理课程思政目标确定、元素挖掘、融

入路径等进行了研究[1]-[5]；韩国栋探究了信息化背景下高师中国地理课程改革措施[6]；薛青河、侯雨乐

等对中国地理实践教学课程改革展开了研究[7] [8]；李石宝、平措构建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六位一体”的

分级分类教学模式[9]。由此可见，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中国地理传统线下教学及其课程思政的改革与实施，

忽略了混合教学模式下课程思政与信息技术的融合，不利于将课程思政贯穿至教学课前、课中、课后全

过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既能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要，又能解决教学时间和空间的分割

问题，开展混合教学模式下的课程思政研究对实现全程育人有着重要的积极影响[10]-[13]。基于此，本文

以玉溪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专业中国地理课程为例，从线上线下课程思政资源挖掘、混合教学模式下课前–

课中–课后课程思政的实施及课程思政实施效果评价等方面开展研究，为高师地理科学专业中国地理课

程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2. 中国地理课程思政元素挖掘 

2.1. 思政目标的确定 

中国地理是玉溪师范学院地理科学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属于区域地理学，在地理科学专业课程中

具有重要的基础地位，是充分体现综合性和区域性两大地理学科特点的专业主干课，具有上承部门地理、

下启专业课程的“枢纽”地位，承担着地理国情教育和培养地理师资的任务。因此，结合地理科学专业

人才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中国地理课程选取家国情怀、可持续发展、师德修养、科学精神作为课程思

政教学的重点，其思政目标具体表述如下： 
(1) 引导学生全面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理解不同时期国家重大决策，培养学生正确的国情观，树立

民族自豪感和政治自信心，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 
(2) 培养学生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能正确理解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相互关系，树立人地协调

发展观及可持续发展理念。 
(3) 通过以学生为主体的分区教学实践，增加学生对学科育人的体会体验，树立教师职业自信心和职

业自豪感，形成服务基础教育、报效祖国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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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一定的追根求源的探索意识和创新意识，进

而养成求真务实、质疑思辨的科学精神。 

2.2. 思政元素的挖掘 

依据高等师范院校地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课程思政目标，中国地理在坚持德育与智育融合、

显性与隐性融合、理论与实践融合、基础与前沿融合基础上，从家国情怀、可持续发展、师德修养、科学

精神出发，把课程思政落实到课程教学的各章节，建立起中国地理课程思政体系(见表 1)。 
 

Table 1.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system of Chinese geography curriculum 
表 1. 中国地理课程思政建设体系 

课程内容 课程教学要点 课程思政元素 

绪论 区位与疆域 中国地理区位的优越性、领土完整及爱国情怀教育。 

自然结构 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的特点、成因及意义 中国特色发展及科学发展观教育[2]。 

海洋地理 海洋环境、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正确的海洋资源保护及可持续发展观念培养。 

环境与灾害 生态环境问题、自然灾害的特点及影响 生态环境保护观、人地协调观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 

人口与城市 人口地理特征及城市发展 理解我国人口政策、新型城镇化政策， 
坚定民族团结信念。 

产业与经济 经济发展的时空格局 体会国家发展，培养爱国热情，增强政治自信心。 

文化与社会空间 文化的特征及形成环境 培养学生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区域分异与区划 区划的类型、依据及评价 通过对现有区划的评价，培养学生探索创新、质疑思辨

的科学精神。 

中国地图绘制 中国专题地图绘制 建立正确国家版图观，培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分区教学实践 以学生为主体，通过小组合作，对我国四

大区域的地理概况进行分析与评述。 
增加学生对学科育人的体会体验，树立教师职业自信心

和职业自豪感，形成服务基础教育、报效祖国的决心。 

创新实践训练 专业竞赛、创新项目、 
科技论文写作 培养学生探索创新、质疑思辨的科学精神。 

3. 混合教学模式下课程思政的实施 

中国地理课程利用超星学习通、雨课堂、QQ 群等在线教学平台，通过课前线上自学感悟育人情怀、

课中讨论理解育人价值，课后德育理念指导实践三个阶段，积极探索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思政教学实施

路径，建立健全课程思政考核评价体系，达到课程思政的全程育人目的，提升课程思政效果。 

3.1. 课程思政融入路径 

3.1.1. 课前 
课前，通过线上发布课程思政案例，引导学生根据任务点观看或者阅读案例，初步感悟思政案例中

的育人情怀。线上思政案例主要以视频和文献形式呈现，包括中央广播电视台播出的《国情备忘录》《航

拍中国》《美丽中国》，星球研究所发布的《这就是中国》《中国从哪里来》《为全球导航，中国如何做

到》等有关文章及视频，《地理学报》《地理研究》等刊登的相关研究成果等。这些文献和视频聚焦了大

量中国地理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如人口、城镇、三农、耕地保护、资源环境、自然灾害、经济发展等。

通过视频收看及文献阅读，使学生受到心灵震撼及思考，对中国国情有初步认识，并发布线上讨论，实

现课程思政的摸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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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课中 
课中，开展学生说思政、悟思政的翻转教学，升华对课程思政的理解。组织学生讲授、讨论、辩论课

程教学中的重要知识点及其涉及到的热点或前沿问题，引导学生在活动中对中国基本国情与国策有着更

为全面、深刻的认识，并对解决中国问题进行思考与探索，促进学生德育的生成。活动的主题有“中美

地缘环境哪个更好”、“延迟退休之我见”、“耕地红线无用论”、“海岸带的开发与保护”、“胡焕

庸线怎么破”、“大城市化道路 VS 中小城镇化道路”、“北粮南运利与弊”、“产业转移对西部地区经

济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现行行政区划的不足与改进”等等。 

3.1.3. 课后 
课后，以实践作业为依托提高课程思政的有效性。实践作业包含以下两种类型：一是以中国专题地

图绘制为主的基础实践，在中国地貌图、中国气候图、中国行政区划图、中国自然植被分布图等的绘制

中，践行国家领土完整意识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二是通过创新项目研究、科技论文写作等活动，提

升学生探索创新、质疑思辨的意识及能力。进而实现了课程思政从感悟–理解–践行的升华，提升了课

程思政的有效性。 

3.2. 课程思政的考核评价 

强调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化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完善课程考核评价制度。通过明确考核目标、

拓展考核内容、改进考核方式和完善课程思政成绩评定等具体措施，摒弃目前“重知识、轻能力”和“重

结果、轻过程”等落后的考核评价观念。课程采用“过程性评价 + 终结性评价”、“线上评价 + 线下

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实现对学习全过程、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考核(表 2)。过程性评价除以往采用的随

堂考勤、随堂提问和讨论外，增加课堂网络在线测试作为检验学生课堂学习效果和学习能力的手段。终

结性评价主要采用期末闭卷考试的方式，培养学生科学求真、诚实守信意识。 
 

Table 2.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 for Chinese geography curriculum 
表 2. 中国地理课程考核评价体系 

评价层级 评价类型 考核内容 权重 考核目标 评价主体 

初级 过程性评价 

线上学习 0.02 知识目标、价值目标 教师 + 学生 

线上测试 0.04 知识目标、能力目标 教师 + 学生 

线上签到 0.02 价值目标 教师 

中级 过程性评价 

线上互动 0.04 能力目标、价值目标 教师 + 学生 

小组讨论 0.02 能力目标、价值目标 教师 + 学生 

中国地图绘制 0.02 知识目标、能力目标、价值目标 教师 + 学生 

高级 
过程性评价 

分区教学实践 0.18 知识目标、能力目标、价值目标 教师 + 学生 

创新实践训练 0.02 能力目标、价值目标 教师 + 学生 

野外实习 0.04 知识目标、能力目标、价值目标 教师 + 学生 

终结性评价 期末考试 0.6 知识目标、能力目标 教师 

4. 混合教学模式下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近年来，通过考核结果和问卷调查统计分析，学生学习积极性大幅提高，平均每学期线上学习 21,122
次、参与线上讨论 200 余次。学生学习的兴趣浓厚，对身边地理事象探究欲望较强，近 3 年获得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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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立项 15 项，发表科研论文 10 余篇。中国地理课程教学团队已连续 5 年学生评教满意

率达 90%以上；对学生进行课程思政方面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87%的同学认可线上线下混合的课程思

政实施方式，他们在思政案例选取、思政活动的设置等方面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在取得成效的同时，课程建设仍存在以下不足：(1) 课程思政融入方法单一。受课程团队教师课程思

政意识、信息技术使用能力等的影响，中国地理课程思政方法仍较单一，忽略了学生的个体差异，不能

满足学生多样化的需求。需进一步强化教师综合素养，秉承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实施分层教学。(2) 课
程思政评价体系不够健全。目前对于课程思政考核的内容、方式、权重等的设置都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影响了课程思政评价的科学性及其持续改进。需进一步引进层次分析法、熵权法、聚类分析等数理模型

进行分析评价，提升评价的真实性及有效性。 

5. 结语 

混合式教学是传统教学与互联网教学的结合，拓展了课程思政价值品德引领的途径和方式[14] [15]。
本文以玉溪师范学院中国地理课程为例，通过对课程思政目标的确立、思政元素的挖掘，探索线上线下

混合教学方式下课程思政如何贯穿课前–课中–课后全过程，完善课程考核评价体系，实现专业教育与

德育培养的有效结合，助推“专业课程思政”的建设向更深、更广的维度拓展。 

基金项目 
玉溪师范学院一流课程“中国地理”(项目编号：2022kc05)；玉溪师范学院课程思政示范项目“中国

地理”(项目编号：2022sz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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