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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聚焦“数值预报产品检验评估”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深入挖掘课程特色与思政元素，构建科学精神、

社会责任等思政融入体系。采用“问题引入式”、“案例分析”等多元教学方法，协同促进学生专业与

思政素养提升。通过构建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及用人单位反馈的多元考核模式检验教学效果，成效显著。

同时，针对实践中思政元素挖掘深度广度不足、教学方法实施不均衡及教学评价量化指标欠缺等问题进

行反思，提出拓展思政元素、优化教学方法整合、完善评价体系、加强教师合作及探索协同育人路径等

改进措施，为大气科学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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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practice of the course “Inspec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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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Numerical Forecast Products”. It deeply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rs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constructs an integration syste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such as scientific spirit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Diversified teaching methods such as 
“problem-introduction” and “case analysis” are adopted to synergistically promote the improve-
ment of students’ professional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qualities. The teaching effect is exam-
ined by constructing a diversified assessment model including teacher evaluation, student self-eval-
uation and employer feedback, and remarkable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 At the same time,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in the practice, such as insufficient depth and breadth of min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unbalanced im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lack of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for teaching evaluation, improvement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expand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ptimizing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improv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strengthening teacher cooperation and exploring the path of collaborative edu-
cation,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atmospheric science 
profession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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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其对高等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高校在培养学生专业知识的同时，也需注

重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即要求高校把教育教学作为最根本工作的同时，也要构建更高水平人才培养体

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迎合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全面型高等人才[1]。课程思政是高校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是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和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有效切入，也是

完善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重要抓手[2] [3]。将课程思政与学科专业特点有机结合，不仅有助于促进

学生课程知识的理解、掌握、拓展与深化，从而激励学生产生学习内驱力，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道

德素质，具有一定的价值性和方向性。遵循课程思政理念，在教育引导学生掌握学科理论知识的前提下，

使其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4]-[6]。由此可见，将课程思政与学科专业课程有机融合，对于全面培养新时期高校学生有着积

极的促进意义。 
“数值预报产品检验评估”课程是大气科学学院大气科学专业的课程，系统介绍数值预报产品释用

技术的原理、方法和应用。该课程以天气学、数值天气预报、Fortran程序语言设计、Python\NCL\Matlab\GrADS
气象绘图软件为基础课程，要求学生通过学习本门课程能够掌握各类数值预报产品评估方法的理论原理，

能够科学、定量地评估数值预报产品，为行业内外有效应用数值天气预报产品提供科学依据，并将理论

知识进一步应用于天气预报制作、气象灾害风险预报和专业气象预报业务中，为气象行业改进和数值预

报模式发展提供有价值的信息。针对“数值预报产品检验评估”课程进行课程思政元素融入的教学方法

探索有一定的优势。提高天气预报准确率始终是气象工作的关键问题，数值天气预报是集大气探测、天

气学、动力气象学和计算机通信技术为一体的综合科学，其预报产品需要进一步进行加工和制作，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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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其准确率，这就需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尽可能了解当前数值预报产品释用技术发展的国内外最新成果，

以满足科研教学和预报业务的实际需求。由此可见，本门课程的内容与科学研究和业务实际应用联系十

分紧密。因此，不仅要求学生掌握理论知识，还要求其能够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思想政治觉悟，能够

客观地认识我国数值天气预报和评估水平在国际上的地位，引导学生为国家数值预报及其产品释用业务

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7]-[10]。 
综上所述，将课程思政元素与“数值预报产品检验评估”课程内容有机融合，满足“高等学校课程

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总体要求。课堂教学是课程思政建设的主渠道，探索高质量教学方法并构建高质量

“数值预报产品检验评估”课程教学评价体系，将思政元素贯穿整个课程始终，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和价值观，能够深植家国情怀，培养文化认同，增强民族自信。此外，本项目的研究成果有助于

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使得学生能够全面发展，这对进一步提升我国数值天气预报业务应用水

平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2. 课程知识体系 

“数值预报产品检验评估”作为大气科学类专业三年级学生的专业基础课程，具有极为关键的地位。

它一方面为学生夯实专业根基，另一方面在启迪与引领学生专业价值观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

这门课程的学习，学生能深入洞悉自然规律，这对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助力社会可持续发展而言，有

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数值预报产品已经被气象行业广泛用于天气预报制作、气象灾害风险预报和专业气

象预报业务中，已经成为影响气象预报准确率的重要因素。科学、定量地评估数值预报产品，可为行业

内外有效应用数值天气预报产品提供科学依据，也可为气象行业改进和数值预报模式发展提供有价值的

信息。本课程教学内容为各类数值预报产品，包括连续性预报产品、分类预报产品、概率及集合预报产

品的评估方法的基本原理和实际应用。 

3. 课程思政的教学与实践 

3.1. 深度挖掘“数值预报产品检验评估”课程特色和课程思政元素 

图 1 给出了深度挖掘“数值预报产品检验评估”课程特色和课程思政元素的整体框架。首先对“数

值预报产品检验评估”课程内容进行深度挖掘，构建本门课程核心教学内容框架，并进一步对应相关内

容挖掘思政元素，最后探索新方法，使思政元素与专业课程进行融合，从而达到相应的思政教育目标。 
 

 
Figure 1. Exploration of course characteristics and elem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图 1. 课程特色和课程思政元素挖掘 
 
“数值预报产品检验评估”具有鲜明的特色教学内容，其主要基于教学科研和预报业务的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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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地介绍数值预报产品释用技术的原理、方法和应用，尽可能地吸收当前国内外数值预报产品释用技

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在深度挖掘本门课程教学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思政元素。首先，深刻了解我

国天气预报技术发展现状，激发学生的民族主义和爱国情怀。其次，了解数值预报产品的应用现状，在

此过程中渗透社会对大气科学类专业知识的需求，以及大气科学服务于社会的现状，以此培养学生社会

责任感和遵纪守法的良好意识。最后，使学生掌握本门课程的核心教学内容在业务应用中的现状，使学

生钻研专业知识，并能够熟练应用本门课程的专业知识于业务应用中，从而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培养

学生的敬业精神。综上，对于课程内容和思政元素的深度挖掘，并在课堂上层层渗透，这有助于提高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增加学生学习兴趣，从根本上提升育人的实效。 

3.2. 探索课程思政融入“数值预报产品检验评估”教学方法 

探索课程思政融入“数值预报产品检验评估”教学方法主要以“老师引入，学生为主”为基本原则，

具体实施方案如下(图 2)： 
 

 
Figure 2.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with the teaching method of “inspection and evalu-
ation of numerical forecast products” 
图 2. 课程思政融入“数值预报产品检验评估”教学方法 

 
(1) “问题引入式”教学方法 
在学习某个章节内容之前，教师对该章节进行总结，并在学习之前给学生布置思考题。思考题的内

容包括专业知识的实际应用和与之关联的思政元素，其中思政元素涵盖当下热点，这有助于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和主观能动性。例如：在讲解我国数值预报产品及其应用现状和前景时候，抛出问题“我国数值

天气预报产品应用水平在国际上的地位”，“列举我国数值天气预报专家学者”等问题。这样的问题不

仅能够让学生自主了解我国数值天气预报的水平，以及我国科学家在相关领域的实力，还能激发学生爱

国主义情怀，树立民族自信，并为自身设定远大的抱负与职业理想。此外，这对于教师本身也是一个自

我提升的方式。 
(2) “案例分析”教学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引入当下大气科学行业热点，使学生了解当下最新的行业问题与专业知识的联系，

并让学生认识到大气科学专业的重要性，从而加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热

情，并实现专业知识和思政元素“无缝”结合。例如：2022 年北京冬奥会期间，由北京城市气象研究院

研发的冬奥高精度气象预报系统“睿图–睿思”，实现了冬奥山地赛场的 0~10 天“百米级”网格气象预

报，其中 0~24 小时预报更新频率做到了 10 分钟一次最新预报。“百米级”网格气象预报的预报时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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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也可以做到 10 分钟至 1 小时不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冬奥关键点位的 0~10 天定时、定点、定

量气象预报。其中，多项核心技术系自主研发，填补了国内空白。引入此例子，不仅与课程专业知识紧

密结合，还会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增强民族自信，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观。 
(3) “分组团队学习”教学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分组团队”教学方法，学生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这一转变提高了他们独

立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了他们团队协作的意识。例如：让学生分组合作，自主调研国内

外最新的数值预报产品释用技术。该方法可以使学生了解本门课程最新的研究成果，我国在国际上的地

位，还能增强学生团队协作精神，增强其自主承担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学生之间

思想的碰撞可以将思政元素有效地融入到专业课程内容中来。 
(4) “翻转课堂”教学方法 
“翻转课堂”教学方法，是把课堂交给学生，课堂变成了老师学生之间和学生与学生之间互动的场

所，包括答疑解惑、合作探究、完成作业等。例如：让学生们团队协作，讲解国内外最新的数值预报产品

释用技术。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以做到自主学习，自己设定学习的节奏、步调、内容等，实现分层次学

习，避免传统的老师一味讲授使学生觉得课堂乏味，缺乏乐趣，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方法向其他同

学传授自己的思想。同时，也能够让老师进一步了解学生的学习模式，以及学生是如何将思政元素融入

课堂教学中。“翻转课堂”可以真正实现个性化学习和因材施教，使课程思政更加高效地融入专业教学。 
综上所述，在探索以上教学方法的过程中教师需要做大量的课前准备工作，这也是教师提升自己政

治素养和思政知识的有效方式。总之，以上教学方法不仅有助于老师和学生深入理解专业知识，更能促

进学生自主挖掘思政元素，并能将相应的思政元素应用于其他专业课的学习和生活中，有效克服了课程

思政教学形式机械化、教师思想高度不够、学生参与度较低以及每门专业课程相应思政内容过于“闭塞”

的问题。 

3.3. 课程思政融入“数值预报产品检验评估”教学方法的效果检验 

以往的考核形式过于单一，且主要集中于专业知识的考核，往往忽略了课程思政元素的考核。因此，

想要检验课程思政教学方法的成效，必须改善现有的考核模式，使其能够反映学生从课程思政中的获得

感。首先，课程思政教学效果中教师对学生的评价，在考核内容上，可以从“学习到知识”和“感受到历

史”进行评价和考查。在考核形式上，除了纸质考核以外，还需增加平常上课表现的综合表现，包括政

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法治意识、道德修养等重点。此外，还包括学生对课程思政教育目标的认

可度及对自身的客观评价，最后，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专业水平和思想政治素养的评价是最重要的检验

环节。因此，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最终是要通过社会的检验：用人单位对学生的专业水平、思想政治水

平和职业道德水平的认可和满意程度才是检验“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最终指标。 

4. 总结与思考 

4.1. 总结 

在“数值预报产品检验评估”课程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是顺应高等教育全面育人需求的积极实践。

通过深度挖掘课程特色与思政元素，构建了以科学精神、社会责任、爱国情怀等为主线的思政融入体系，

紧密贴合课程的专业知识架构。从教学方法探索来看，“问题引入式”激发学生求知欲与爱国情感，“案

例分析”让学生在了解行业热点中强化责任担当，“分组团队学习”培养协作与创新精神，“翻转课堂”

实现个性化学习与思政高效融入，多种方法协同促进学生专业素养与思政素养的双重提升。 
在教学效果检验方面，构建了涵盖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及用人单位反馈的多元考核模式，确保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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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课程思政成效。实践证明，这些举措不仅加深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与应用，更在价值观塑造、

社会责任感培养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为学生未来投身气象行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大气科学类专业课

程思政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范例。 

4.2. 思考 

尽管在课程思政融入“数值预报产品检验评估”课程中取得一定成绩，但仍有诸多可提升空间。在

思政元素挖掘上，需持续关注学科前沿动态与社会发展新需求，进一步拓展思政元素的广度与深度。例

如，结合数值预报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的作用，深入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教学方法实施过程

中，要注重不同方法间的有机整合与平衡，避免部分学生在团队学习中参与度不均等问题。 
教学评价体系虽已多元化，但在量化指标上仍需完善，以便更精准衡量学生思政素养的提升程度。

未来，应加强教师间的交流合作，整合优质课程思政资源，共同开发更具针对性与实效性的教学方案。

同时，积极探索与其他学科课程思政的协同育人路径，形成全方位育人合力，持续推动“数值预报产品

检验评估”课程思政教学质量的提升，为培养德才兼备的大气科学专业人才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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