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１２卷 第３期
２０２０年５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２Ｎｏ．３
Ｍａｙ２０２０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２０．０３．００３

地质野外实习中的课程思政探索与构建

———以中国矿业大学地质工程专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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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野外实习作为地质工程专业学生实践教学的重要环节，发挥着理论知识与实际生产之间的纽带作用。在野
外实习教学中开展思想政治引领，是新时代专业课程教学的一项重要使命与具体要求。以中国矿业大学地质工程专业

为例，通过将各个野外实习教学环节与实习基地的地理文化背景相结合，探索出在专业实践教学的同时，因地制宜培养

和强化学生的职业责任感、地质工匠精神、生态文明理念、道路制度自信和爱国主义精神，有效提升了“课程思政”引领

示范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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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德树人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对于高校
而言，如何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

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值得不同专业认真思考探

索。这要求高校必须长期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其中课程思政是思政教育的重要方式。

在“思政课程”的基础上，做到“课程思政”，这里

的课程应延伸到学生专业课程学习的全过程之

中［１］。但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教学相

互分离，教师和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

不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形式比较单一，缺乏亲和

力和感染力［２］。高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发挥

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的作用［３］，使专业教学和思

政教育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需要承担专业

课的教师在自己所承担的课程中充分挖掘思政元

素，并巧妙融入专业课程教育，在传授知识与技术

的同时，隐性地向学生灌输时代价值观与正确理

念［２］，使学生在学习和实践中不知不觉地接收到

思政教育的浸润，更好地发挥专业课这个主阵地

的作用［４］。目前关于“课程思政”的探索多针对

室内课堂，对于工科专业而言，现场实习教学是专

业教育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应加强实习教学“课

程思政”的探索。本文以中国矿业大学地质工程

专业为例，探索在野外实习中挖掘及融入思政教

育的方式。

１　 地质工程专业野外实习课程思政的必
要性

地质工程专业是研究人类工程活动与地质环

境之间相互制约关系，主要研究如何获取地质环

境条件，并分析研究人类工程活动与地质环境相

互制约形式，进而研究认识、评价、改造和保护地

质环境的一门科学。作为基础科学之一的地质工

程专业一直坚持课堂教育及野外实习相结合的教

学模式，其最大特点是野外实习教学丰富。野外

实习课程思政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

方面：

一是加强思政教育是专业教育的普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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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包括地质工程专业在内的由不同课程体系支撑

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普遍把培养学生热爱社

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具有正确人生

观、世界观，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扎实

的自然科学知识，良好的人文科学素养，良好的思

想品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作为首要目标。欲

达此目标，不仅需要发挥思想政治课程的主体作

用，更需要专业课堂的驱动加深引领。

二是地质工程专业的特征要求更加重视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基础性专业－－地质工程在
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在工程建设、防灾减灾、环境保护等领域更

是发挥基础性、主导性的作用，属于既重要又异常

艰苦的专业，需要更多理想坚定、信念崇高、不畏

艰苦、勇于奉献、善于创新的青年人［２］，要求在专

业人才培养中必须加强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让

学生习得专业知识及技能的同时，形成正确的价

值观和道德观，培养学生的职业责任感，引导学生

热爱地质行业是教学的重中之重［５］。

三是野外实习课程思政的现状要求加强对课

程思政的探索。在国家大力推进及引导下，广大

专业教师根据自己所承担专业课程的特点，对于

课程思政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但针对野

外实习教学中课程思政问题涉及较少。对于如地

质工程这类工科专业而言，在当前国家大力推进

“新工科”建设的背景下，野外实习课程正占据越

来越多的份额，对野外实习教学提出更高要求，则

要求必须加强课程思政的探索，做到专业教育课

程思政全覆盖。

２　 地质工程专业野外实习课程的类型和
课程思政的优势

２．１　 地质工程专业野外实习课程的基本类型
地质工程专业野外实习一般分三个层次进

行，分别为地质认识实习、基础地质综合实习、生

产地质实习。以中国矿业大学地质工程专业为

例，分别为大一、大二、大三暑期的秦皇岛及徐州

周边地质认识实习、巢湖基础地质综合实习、三峡

秭归生产地质实习，各阶段实习基本情况见表１。

表１　野外地质实习基本情况统计表

实习类型 实习基地 开展及持续时间 主要内容 现场照片

地质认识 秦皇岛柳江及徐州周边 大一暑假，半个月
野外各种基础地质现象实地观察

与认知

基础地质 巢湖凤凰山 大二暑假，一个月
野外踏勘、地质剖面实测、地质

填图

生产地质 三峡秭归 大三暑假，一个月
野外典型地质现象、工程地质及地

质灾害治理观察、描述、认识、分析

　　地质认识实习是地学基础教学的一个重要环
节。其目的是通过野外各种地质现象的实地观察

与认知，使学生了解地质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和研

究方法；认识常见的地质作用现象和基本特征；初

步建立科学的地球观、资源环境观和人地关系观；

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吃苦耐劳与团结协作精神。

基础地质综合实习又称为地质填图实习。其

目的是使学生巩固、充实基础地质学的课堂教学

内容，加深对课程相关内容的理解；学会并掌握典

型地质现象观察、描述、综合分析的基本方法，以

及各种地质图件编绘和实习报告编写的方法。培

养学生基本的地质实践技能，提高学生独立思考

和综合分析的能力和素质，培养学生团结互助、吃

苦耐劳的精神和品质。

生产实习是地质工程学生修完主要课程以后

的专业性实习，衔接着理论教学和生产实践［６］。

它为学生提供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增强学生

对所学专业的感性认识，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

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野外与实

际工作能力。培养学生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实

事求是和团结协作的工作作风，开阔眼界，激发专

业兴趣，增强体质，以适应野外工作环境。

２．２　野外实习课程思政的优势
野外实习过程中学生更亲近自然、贴近现场，

具有与室内完全不同的学习感受，能够直观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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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切身感受到专业的重要性及异常艰苦性，初步

体会到从事此专业的责任感及荣誉感。越来越丰

富的野外实习课程会有越来越多的典型思政元素

可以挖掘，在地质工程野外实习中开展思政教育

具有显著优势。另外在野外实践过程中，师生长

期同行、同吃、同住、同学、同研，彼此加深了解，建

立信任［２］，具有常规室内课堂教育所不具备的课

堂思政开展条件。教师在野外教学中身体力行，

帮助学生树立家国情怀、认清时代责任和历史使

命、踏实实现远大理想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２］。

３　 地质工程专业野外实习课程思政元素
的挖掘及融入

相比于常规室内课堂教学，野外实习亲近自

然，能亲身感受专业的艰辛及魅力。在野外实习

过程中，教师应根据实习课程特点及实习地的地

质、地理、文化背景，主动深入挖掘思政元素，将思

政之“盐”融于野外实习课程之“汤”。下面就在

野外实习中几个典型思政元素的挖掘及融入模式

进行探讨。

３．１　培养职业责任感
俗话说“干一行、钻一行、爱一行”，要求人们

提升专业技能的同时，必须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

具有责任感，职业责任感是一个人的思想素质、精

神境界、职业道德的综合反映。地质工程是基础

学科，在住房建设、路桥隧巷、矿产开发、灾害防

治、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均承担重要角色，且往往

是地质先行。当前我国迅猛发展，国家工程建设

规模前所未有，每年仍有上万次地质灾害发生，对

地质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广大地质工作者必须具

有强烈的职业责任感。

在野外实习教学中要结合现场，使学生充分

认识从事地质工作的重要性及意义，树立较强的

职业责任感，并激发学生的职业荣誉感，使得学生

真正爱上地质专业，并愿意为之奉献。比如，在秭

归新滩滑坡现场教学过程中，在介绍该滑坡发生

年代、发生强度及地质背景因素的同时，要重点介

绍如此之大的滑坡并没有造成滑坡区域人员伤

亡，由此来启发学生思索其中的原因所在，进而引

出由于对滑坡早有监测预报，撤离组织得力，使滑

坡区内居民１３７１人无一伤亡的事实。对比同样
处于宜昌境内１９８０年发生造成 ３０７人死亡的盐
池河崩塌灾害，使学生意识到从事地质灾害预测

预警的重要性及重大现实意义，以树立从事地质

工作的职业责任感及荣誉感。

３．２　弘扬地质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狭义上是指凝结在工匠身上、广义

上是指凝结在所有人身上所具有的，制作或工作

中追求精益求精的态度与品质［７］，是职业道德、

职业能力、职业品质的集中体现。主动发掘地质

行业的工匠精神，并大力发扬凝结在以温家宝为

代表的老一辈地质工作者身上的“匠心”“匠术”

“匠德”，意义重大［８］。

地质行业的“匠心”就是对地质行业高度认

同，立志献身于地质事业，并坚定利国利民崇高理

想，矢志不渝；“匠术”，就是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

和基于技术、技能运用所追求的合理、科学技巧的

创新精神；“匠德”，就是指对地质工作的专注、敬

业有为、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８］。工匠精神本身

也是职业责任感的升华。在野外实习过程中，开

展地质工匠精神宣传教育活动，以老一辈地质工

作者的工匠精神事迹为题材，教育激励青年地质

工作者自主培育工匠精神。比如，在介绍三峡工

程勘探选址的相关工程地质问题过程中，要以具

体事例讲述我国老一辈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

张光斗、李四光、谷德振、张咸恭等，在极其特殊的

环境中，他们不畏艰险多次深入一线，以自己渊博

的知识、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忘我的敬业精神为

三峡工程所做的贡献。实习过程中女教师、老教

授不畏酷暑、身先士卒，本身也是地质工匠精神的

体现，对学生及年轻老师均有感召作用。

３．３　灌输生态文明建设理念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

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

大报告中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

中国。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先

后出台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和积极成效。

在野外实习过程中，秦皇岛、巢湖、三峡秭归

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渤海、巢湖、长江的蓝天碧

水在时刻滋润着每一位学生的眼睛及心灵，使他

们从感观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环境地质

是地质工程领域目前较为热门的研究方向，作为

矿业类高校，要培养学生处理资源开采与环境保

护关系的能力［９，１０］。在岩溶系统与水文地质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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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水土流失、废弃采石场修复、垃圾填埋场等实

习现场均可融入生态文明理念进行讲解，阐述为

什么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什么“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在讲解时可巧妙融入学生普遍了

解的学校驻地江苏徐州潘安湖采煤塌陷区湿地生

态治理的实践，讲述矿大在其中所做的贡献［１１］，

使学生产生共鸣，引导他们树立从事环境地质与

生态修复工作的志愿。

３．４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９５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坚持“四
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制度自信就是要

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相信社会主

义制度能够推动发展、维护稳定，能够保障人民群

众的自由平等权利和人身财产权利。

举世无双的三峡工程是秭归生产地质实习的

压轴一站，充分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

系列强大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

集中体现。亲自站在大坝之上，爱国之情、民族自

豪感油然而生。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没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没有改革开放，没有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没有

举国同心的民族凝聚力，就没有今天的三峡工程，

三峡工程只有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才能建设、才能

建成、才能建好［１２］。现场实习过程中，在讲解决

策过程时，要评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

决策的民主性及效率性；在介绍建设过程中，要讲

述搬迁及建设的典型事迹，讲述参与三峡工程的

人员达数十万人，强调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

大事的优越性等，以使得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自信。

３．５　培养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
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

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课程思政元素

的融入应结合实习地的文化背景，挖掘相应思政

元素，在实习生活中予以融入［１３］，其中爱国主义

应是重点挖掘元素之一。

除集工匠精神、制度自信、生态文明建设及爱

国主义等元素为一体的三峡工程外，实习地秭归

为伟大的爱国诗人、政治家屈原的出生地。每个

实习季基地都会邀请屈原研究的相关知名学者开

展讲座活动。在屈原故里听屈原研究名家讲屈原

自然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会让学生及实习

老师更深入真实的了解屈原的家国情怀，感受爱

国主义的真谛。２０１９年暑期实习期间，实习基地
邀请屈原研究学者郑承志研究员从专业角度讲述

屈原的爱国情怀，对现场实习学生进行了一场深

刻的因地制宜的爱国主义教育。另外，秭归为民

族和睦使者王昭君的故里，讲述昭君出赛的故事，

可启迪学生为国牺牲，舍弃自己的利益，为国家尽

一分力量，也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元素。

４　结语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意识形态领域

斗争日益复杂，大学生中不同思想活动交织碰撞

呈现多元化发展，这一现状是对高等学校思想政

治教育的重大考验。地质工程专业对我国国民经

济建设与发展具有保障性作用，由于其在课堂之

外带有特色鲜明的操作性强、实践性强的野外实

习实践环节［１４］，因此应当充分发掘此类环节中的

思政元素与实践育人作用，发挥实践教学的显著

特点及优势，充分分析课程的特点及实习地的地

理文化背景，培养学生未来从事地质工作的责任

感、使命感与新时代的工匠精神，灌输生态文明建

设理念，进一步增强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自信，培养爱国主义精神，达到 “课程思政”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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