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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是人才培养的根本问题，涉及教学、教材、学科、管理等各个体系，而贯通其

中的是思想政治工作体系。通过深化课程目标、内容、结构、模式等方面的改革，课程思政将政治认同、国家意识、文化自信、人格

养成等思想政治教育导向与各专业课程固有的知识和技能传授有机融合，促进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充分发挥教育的教书育人

作用。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资源勘查工程专业为例，系统考虑专业思想政治课程体系，致力于多维多向协同研究，既提升了思

想政治课程的主渠道作用，又发挥了专业课及实践课的育人功能，拓展了教育教学空间，构建了一体化的“专业思想政治”育人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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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2015年国家进行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和“双一流”建设以来，提高我国高等学

校教育教学质量的相关意见和标准相继出台，取

得了不少重要成果。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同年，教育部印发了《关

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

能力的意见》。2019年10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

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要求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立德

树人成效作为检验高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深

入挖掘各类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

育元素，建设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要

求的一流本科课程，让课程优起来、教师强起来、

学生忙起来、管理严起来、效果实起来，形成中国

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课程体系，构建更高水

平的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以及为谁培养人是人才培养体系的根本问题，

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社会主义办学

方向。人才培养体系涉及教学、教材、学科、管

理等各个体系，贯通其中的是思想政治工作体

系。而课程思政正是要立足于绘制这样一个育

人蓝图，将政治认同、国家意识、文化自信、人格养

成等思想政治教育导向与各类课程固有的知识和

技能传授有机融合，实现显性与隐性教育的有机

结合，促进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充分发挥教育的

教书育人作用。

一、课程思政的实质

课程思政是指导高校各门各类课程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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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形成“全课程育人”

格局的一种新时代教育理念［2］。如何在高等院校

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有效发挥思政课程和课程思

政的协同作用，构建更高层次、更大效力的系统化

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成为亟待研究与解决的问题。

课程思政本身就意味着教育结构的变化，即

实现知识传授、价值塑造和能力培养的多元统一。

现实的课程教学往往由于各种原因而将这三者进

行了割裂，课程思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对这

三者重新统一的一种回归。课程思政要求教师要

在教育中积极探索实质性地介入学生日常生活的

方式，将教学与学生当前的人生遭遇和心灵困惑

相结合，有意识地回应学生在学习、生活、社会交

往和实践中所遇到的真实问题与困惑，真正触及

他们领悟知识的深处，亦即他们认知和实践的隐

性根源，从而产生积极的影响［3］。

二、课程思政育人体系研究与实践——以资

源勘查工程专业为例

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从高等教

育“育人”本质要求出发，从国家意识形态战略高

度出发，不能就思想政治课谈思想政治课建设，要

系统构建科学合理的专业思想政治课程体系，抓

住课程改革的核心环节，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育

人中的主渠道作用，着力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学

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将教书育人落实于课堂教

学的主渠道，深入发掘各类课程的思想政治理论

教育资源，发挥课程的育人功能，落实教师的育人

职责，重视实践活动和隐性教育在学生价值观教

育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重视专项价值观教育。

课程思政的主要形式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元

素，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知识、价值理念及精

神追求等融入各门课程中，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

思想意识、行为举止产生影响。其本质上还是一

种教育，是为了实现立德树人［4］。育人先育德，注

重传道授业解惑与育人育才的有机统一，一直是

我国教育的优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的工

作，解决的是“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

的问题，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优良传统与各项工作

的生命线。它始终坚持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

施教，注重加强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

教育，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引导当

代学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和文化

观，从而为社会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人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的建设

者和可靠的接班人［5］。课程思政需要紧紧围绕坚

定学生理想信念，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

民、爱集体为主线，从国家目标出发，根据人民向

往、国家需求、民族兴盛和人类发展等不同时空尺

度挖掘育人要素。

人才培养目标是一个专业的灵魂，是彰显特

色和体现本质的关键，是构建课程体系和实施教

育教学的指导思想，包含“坚持什么”和“达成什

么”两个核心内容。资源勘查工程专业建设专业

思想政治，就是应该在坚持“专业核心价值构建”

和达成“专业与思想政治的语境融通”两个维度

上做好顶层设计，从而在人才培养目标中贯穿大

思政的格局，将思政元素量化到细微环节。上好

思想政治课，最根本的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这个根本问题。

资源勘查工程专业培养的是适应社会需求、

具有家国情怀和高度社会责任感、基础理论扎实、

创新实践能力较强的资源勘查工程应用型人才。

本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目标是让学生在毕业

后可在地勘单位、矿山企业、自然资源管理部门、

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等企事业单位从事基础地质

调查、城市地质与农业地质普查、矿产资源勘查与

评价、地质环境监测与治理、矿业规划管理、技术

开发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工作。学生工作五年左

右，能够成为所在单位业务部门的技术骨干或管

理人员。

为达到人才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资源勘查工

程专业开设了“专业导论”“大学数学”“大学物

理”“有机化学”“马克思原理”“自然辩证法”等

通识课程，“基础地质学”“结晶学与矿物学”“晶

体光学”“地球化学”“岩浆岩岩石学”“沉积岩岩

石学”“变质岩岩石学”“古生物学及地史学”“构

造地质学”“矿床矿相学”“计算机地质”“应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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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学”“应用地球物理”“矿产勘查学”等专业

课程，以及地质认识实习、地形测量实习、地质填图

实习、矿产勘查学课程设计、新工科实习、生产实

习、毕业实习等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

深入挖掘通识课、专业课与野外集中性实践

教学课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寻找合适的思

政元素融入模块或融入点，对思想政治目标进行

分门别类，使其系统化、规范化，建立新的资源勘

查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教学大纲，

将课程思政教育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

资源勘查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体系中的

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通识

课教学中的课程思政内容建设。在潜移默化中坚

定学生的理想信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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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学生的

综合素质。如“专业导论”课程是为刚进入大学

的新生开设的通识课，该课程简明扼要地介绍了

资源勘查工程发展的基本情况、培养方案、课程体

系、人才培养目标、学科方向、就业前景，以及关于

专业学习的基本要求等，使学生对资源勘查工程

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培

养了大学生的专业兴趣，为今后的学习打下了良

好的思想和方法基础。（2）专业课教学中的课程

思政内容建设。根据资源勘查工程专业的特色和

优势，深入研究不同专业课的育人目标，深度挖掘

和提炼专业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与精神

内涵，着重培育学生的科学精神，探索创新精神，

培养学生踏实严谨、耐心专注、吃苦耐劳、追求卓

越等优秀品质。如作为专业基础课的“基础地质

学”，该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明确地质学的研

究对象、内容和任务，构建地质科学体系的基本框

架，掌握地质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学会地质

思维和科学思维，增强自身的实践工作能力和初

步科研能力。在该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始终贯穿爱

国主义教育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培养学生热爱

地质、热爱大自然的良好情操，不畏艰苦、坚韧不

拔的意志品质，以及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科学精

神。在绪论部分使用水晶、蓝铜矿、自然金等矿物，

结合1980年美国圣海伦斯火山喷发、2004年印度

洋海啸和2008年汶川大地震，以及我国北海涠洲

岛的海洋地貌、腾格里沙漠的月亮湖、西藏的卡若

拉冰川等图片，引入基础地质学的研究对象和重

要性；在《古生物》《地层和地质年代学》章节中，

可以使用一系列图片讲述生物的演化，从水生到

陆生、简单到复杂、低级到高级，说明生物演化的

不可逆性。引导学生知晓在炎炎夏日，漫步漓江，

映入眼帘的不仅是美妙的峰林、峰丛等喀斯特地

貌，在远眺山峰时，还能看见如同书页状的石灰岩

岩层；俯首岩壁，可见丰富的珊瑚、腕足、双壳、头

足类等化石。这表明3～4亿年间漓江河谷两岸都

曾被大洋覆盖，让学生思考人类是如何得知这些

地质遗迹信息的，培养学生“将今论古”的思维，

思考生物的起源与演化，让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有

机融入课程教学中。（3）在实践教学中进行课程思

政内容建设。将“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相结

合，通过优秀地学名人，探索地质遗迹，优化与整

合野外地质实习和红色教学资源，激发学生的专

业兴趣，培养学生不畏艰辛、砥砺前行和团结协作

的工作作风。如“地质认识实习”作为资源勘查

工程专业学生的必修课，是在完成了理论课“基础

地质学”的学习后进行的，其目的是让学生将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深入理解与消化地质学的基本理

论和知识，掌握地质工作的基本技能和方法，了解

基本知识体系，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基础。

在野外实践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结合涠洲岛独

特的海蚀地貌、典型的构造特征及丰富的海洋生

物来培养学生对专业的兴趣，思考人与自然的和

谐发展。

此外，地质填图实习是资源勘查工程专业第

三学年上学期进行的教学实习。该实习是在完

成了“基础地质学”“结晶学与矿物学”“岩石

学”“构造地质学”等课程的学习后进行的。地质

填图是一切地质工作的基本手段。地质填图实习

任务重，涉及面广，且具有承上（认识实习）启下（生

产实习）的作用。在该实践教学过程中，我们除了

通过地质填图的各个环节的训练，使学生运用、巩

固并丰富课堂理论知识，学会并掌握地层剖面的

测量、地层划分、岩石的野外观察、分析研究各种

马强分，等  一流专业背景下课程思政育人体系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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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构造、填制地质图和编写地质报告等基本工

作方法外，还可以合理利用灌阳实习基地丰富的

红色教学资源，培养学生不畏艰辛、砥砺前行和团

结协作的工作作风，让野外实习思想政治课教学

接地气、取实效。

结语

针对当前高等院校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两

张皮”的问题，在课程思政建设研究的基础上，资

源勘查工程专业充分挖掘各类专业课程所能承载

的育人功能，拓展隐性教育，积累翔实的案例资

源，逐步摸索出一套专业思想政治课程体系，拓展

课堂空间实践应用，并针对教师思想政治意识和

思想政治能力的培养进行探索。

通过资源勘查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思想政

治建设，建立资源勘查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课

程思政体系建设方法，把推动将政治要求贯穿教

育教学和科研活动的全过程作为教师工作的重要

着力点，在专业理论课和实践教学课程中，根据不

同课程的特色，让教师将课程思政理念融入教学

课程中，坚持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的方法，

让思想政治课成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

课程。直接、明确地服务育人，达到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的目的，实现培养社会主义新时代有能力、

有担当、具有工匠精神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

人才的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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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First-class Major

MA Qiang-fen, BAI Ling-an, YANG Jin-bao
(College of Earth Sciences, 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ilin, Guangxi 541006, China)
Abstract: Who, how and for whom to train people is the fundamental issue of talent training, which involves 

teaching, teaching materials, disciplines, management and other systems, among which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system runs through. By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curriculum objectives, content, structure, model, 

etc.,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he curriculum will organically integrate political identity, national 

consciousnes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personality cultivation and othe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rientations with the teaching of inherent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various professional courses, promote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teaching and educating 

people. Based on morality and talent cultivation, taking the resource exploration engineering major as an example, 

we systematically consider the profess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system and are committed to multi-

dimensional and multi-directional collaborative research, which not only enhances the role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as the main channel, but also gives play to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practical courses, expands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space, and builds an integrated profess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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