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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深入探讨了讲好中国故事背景下《中国地理》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性、蕴含的思政元素，并提出了具体

的建设实施路径，最终做到立德树人的目标。通过挖掘中国地理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

知识教学有机融合，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生态意识、文化自信等，为国家培养具有高综合素质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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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in depth the importance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Geography” course in the context of telling China’s story, the elements of ideology and pol-
itics embedded in the course, and proposes a specific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which 
will ultimately achieve the goal of cultivating people with moral integrity. By exploring the elements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Chinese geography cours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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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eaching, cultivating students’ national sentiment, 
ecological awarenes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etc.,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with high comprehensive 
quality for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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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讲好中国故事在理念上，强调“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

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1]。课程思政是指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任务，

深入挖掘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在教学过程中内容上将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课有机融合，达到专业课

程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协同育人的一种教育形式[2]。《中国地理》作为高等师范类院校地理学

科人才培养体系中的核心主干课程[3] [4]，课程内容包括全球系统与中国、中国自然地理系统、中国经济

地理系统、中国文化地理系统、中国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国地理区域划分和中国地理区域等内容，蕴

含着丰富的课程思政元素。学生通过学习该课程，树立正确的地理观、人地协调观、可持续发展观，全

面了解我国的国情，提高其国家意识、政治认同、文化自信，与祖国的发展融为一体，达到“知行合一”

[5] [6]，是厚植家国情怀与开展爱国教育的基础。因此，在讲好中国故事背景下，通过讲好《中国地理》

故事达到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生态意识、文化自信等，达到修德启智的目标。 

2. 《中国地理》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性 

《中国地理》课程思政建设是新时代高等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实践，也是地理学

科发挥育人功能、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关键路径。 

2.1. 强化家国情怀，筑牢文化自信 

《中国地理》课程从本质上天然地蕴涵着国家文化与国情教育的功能。通过讲授中国独特的自然地

理环境(如青藏高原、长江黄河、喀斯特地貌等)和人文地理特征(如农耕文明、区域文化多样性)，引导学

生了解我们国家“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深化家国情怀，厚植文化自信。 

2.2. 强化国情认知，培养责任担当 

《中国地理》课程是国情教育的核心载体。通过解析中国自然资源分布不均、区域发展不均衡和生

态环境脆弱性等现实问题，引导学生客观认识国家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如在论述“胡焕庸线”时，可以

与国家战略结合起来，比如扶贫济困、农村振兴，把中共的决心和所取得的成绩，带动全国上下缩小区

域鸿沟的愿望和实现；运用生态文明的思想剖析国土空间规划，引导学生确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观念。这样的教育，可以激发生命的使命意识，为国家的战略需求而服务。 

2.3. 拓宽全球视野，提升战略思维 

地理学科拥有“立足本土、放眼全球”的学科特点。课程能够借助“一带一路”地理格局、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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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等案例，培养学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性和在中国与

其他地区发展的模式对比中，可以突出其独到性和有效性。 

2.4. 创新价值引领，塑造科学精神 

地理学强调人地关系的辩证思维，这为思政教育提供了特有的切入点。培养学生的科学理性批判性

思维可以通过对“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背后地理逻辑的分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系统性，在讨论三

江源生态保护、长江经济带发展等话题时，可以引导学生加以理解。这种方式能够有效规避思政教育中

空洞说教的问题，将专业知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有机融合。 

2.5. 回应时代需求，培育新型人才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数字化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课程思政建设需要凸显其时代性。比如，我国科技

自主创新的突破，通过北斗导航系统、地理信息技术(GIS)等案例进行展示；解读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路

径在分析时，我们可以结合新型城镇化战略进行解读。这种教育模式所培养的人才，不仅是地理学科领

域的专门人才，更是怀有家国情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3. 《中国地理》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 

作为一门同时具备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这两大学科属性的学科，《中国地理》课程是进行课程 
 
Table 1.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able of the “geography of China” course 
表 1. 《中国地理》课程的思政元素表 

知识模块 知识单元 思政元素 

全球系统 
与中国 

世界中的中国——地理区位与经济地位 国家形象、国家情怀 

全球变化对中国的影响 国家情怀 

全球化与中国的经济发展 国家情怀、政治认同 

中国自然 
地理系统 

地质与地貌 美丽中国、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气象与气候 区域差异发展的国情教育 

陆地水与海洋 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土壤与植被 区域发展国情教育 

中国自然环境特点及分异规律 中国特色发展和科学发展观 

中国文化 
地理系统 

中国的人口 人口国情 

民族与文化 民族团结意识，自信教育 

中国经济 
地理系统 

中国区域经济系统的发展历程 发展的历史独特性与 
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 

中国三产发展与布局 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布局 当代青年的战略使命 

中国人地关 
系地域系统 

中国人地关系系统 人地协调观 

中国地域结构和区域过程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地理 
区域划分 中国地理区域划分 唯物辩证思想、可持续发展意识 

中国地理区域 东北，华中，华北，华南，西南，西北，青藏等地区 生态文明理念，可持续发展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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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考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地理》课程思政是以师大地理人才培养目标以及课程思政目标为出发

点，沿着理论与实践两条脉络展开的。引导学生了解国家发展战略、提升家国情怀、树立生态文明理念、

培养文化自信和全球视野，借助对地理知识中思政元素的深入挖掘，增强教学的思想性。《中国地理》

课程思想体系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见表 1)。 

4. 《中国地理》课程思政实施路径 

4.1. 深入挖掘课程中的思政资源 

教师需对中国地理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予以深度发掘与探究。如在说明全球系统与中国的世界

中的中国——地理位置与经济地位时，可引导学生了解国家形象，培养学生国家情怀；在讲解中国文化

地理系统时，引导学生关注中华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在培养学生民族团结意识、自信教育方面；在

讲解中国区域地理时，注重培养学生的生态文明理念、可持续发展意识等。 

4.2. 优化教学方法和手段 

教师以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及教学方式为依托，努力提高教学效果，以达教学目的之境。如：增强教

学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可在课堂讲授中采用多媒体教学、案例教学和互动教学等多种方式；引导学生在

现场考察中对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进行亲身体验，使学生增强感性认识，增强动手能力；于个案分析之

中，能够锤炼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引导学生关切社会热点问题；在团体讨论的氛围中，

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交际能力等皆可得到悉心的培育。 

4.3. 实现专业课教学与思政教育的有机结合 

明确课程的育人功能和价值导向，在制定《中国地理》课程教学目标时，要把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

专业教学目标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如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如关于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生态文明理念

和自信教育等方面，都在教学目标中予以清晰明确地提出。通过案例分析、实地考察等方式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将思政教育元素融入到《中国地理》课程教学内容中。例如，引导学生关注

全球变化与中国经济发展等热点问题，培养学生的国家情怀与政治认同。 

4.4. 建立课程思政评价机制 

对于课程思政评价机制，需构建合理的评价体系，并留意收集反馈意见。比如，在课程的思政建设

方面，可通过学生评价、同行评价及专家评价等方式予以评价并反馈相关意见；也可以为课程思政建设

提供参考与支持，建立课程思想政治教学案例库、教学资源库等。 

5. 结语 

课程思政建设《中国地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任务，也是很艰巨的。高校需要对我国地理课程

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有清晰的认知，在课程设置与教学过程中深入挖掘其中的思政元素，

优化教学方法和手段，建立课程思想评价机制，把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知识教学有机融合，培养具有

家国情怀、全球视野、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人才，为我国地理课程的思想政治建设给予坚实的保障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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