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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地资源学”课程思政导入方法及案例探析

马新萍　王建兴　许晓婷　焦　俏　何　伟

咸阳师范学院地理与环境学院　陕西咸阳　712000

摘　要：出色的开场白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激发学生的热情，提高课堂效率。本文将思政教育理念融入课堂开场白，以土

地资源学课程为例，详细介绍了设计目标、要素和原则，以及五种简单易行的课堂开场白方法，包括传统文化引导、思政

新闻导入、生态文明引入、国家情感启发、学科间联动引入。通过案例说明，为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相关课程的实践教学提

供了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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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土地资源管理专业的学科基础课，“土地资源学”

承担着引领学生深入土地科学领域的使命。因此，高校教师

在教授这门“专业第一课”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

在教学与工作中发现，高校教师常常忽视课堂导入这一重

要环节，而是直接进入授课内容。然而，恰当的课堂导入

能在短时间内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

积极性。因此，将课程思政教育理念融入“土地资源学”

课堂导入环节，让学生从课程开始就感受到生态文明教育、

国家农业发展情怀以及对祖国土地的责任与使命，变得至

关重要。本文以“土地资源学”课程为例，结合课程思政

教育理念，列举一些简单易行的课堂导入方法，并通过具

体案例进行说明。

1.“土地资源学”课程思政导入设计

1.1 设计目标

《土地资源学》课程思政导入的设计目标旨在深刻影

响学生对土地资源管理的认知，激发他们对土地资源的深刻

理解、责任感和家国情感。具体目标包括：

首先，引导学生认识土地资源管理的战略地位，明晰

土地资源在国家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这意味着让学生

认识到土地资源不仅是国家财富，还是国家生态、农业、工

业和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通过引导学生深刻理解土地资源

对国家战略发展的核心地位，希望他们能够意识到土地资源

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对国家的未来至关重要 [1]。

其次，培养学生生态文明观念，激发他们对环境保护和

可持续土地利用的热情。这一目标旨在引导学生认识到土地

资源管理不仅涉及资源利用，还包括生态环境的保护。我们

希望学生能够培养生态意识，积极投身于生态文明的建设，

为环境可持续性和生态平衡做出贡献。

第三，强调“大国三农”情怀，使学生深刻认识到土

地资源管理对农村经济和国家农村振兴的贡献。该目标强调

了土地资源对于农村地区的重要性，以及土地资源管理对农

村经济发展和国家农村振兴战略的支持作用。希望学生能够

感受到自己作为土地资源管理者的责任，为农村地区的繁荣

贡献力量。

最后，唤起学生对土地资源管理的历史责任感，使他

们明白将个人成长与祖国的繁荣联系在一起。这一目标强调

了土地资源管理的传承性质，让学生深刻认识到他们肩负的

是历史使命。希望学生能够珍视土地资源，传承土地资源管

理的智慧，将个人的成长与祖国的繁荣紧密联系，为国家的

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2]。

1.2 主要组成要素

1.2.1 教师

教师在课程思政导入环节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关键角

色，他们需要具备策划、设计和执行导入内容的能力，以确

保在短时间内激发学生的兴趣、引发思考和共鸣。教师应该

深入了解课程的核心目标，精心选择合适的导入内容，制定

教学策略，并具备良好的表达和沟通能力。通过引导学生积

极思考和参与互动，教师可以成为思政导入过程中的启发者

和引导者，帮助学生深刻理解课程所涵盖的价值观念和社会

责任。

1.2.2 学生

学生在思政导入中扮演着主体角色，他们需要积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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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导入环节，接受思政教育的启发。为达到这一目标，学生

应具备开放的思维、好奇心、批判性思考和参与互动的积极

性。学生应积极参与讨论、分享自己的看法和经验，以便更

好地理解思政导入内容，并将其与专业知识相结合。通过主

动参与，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思政教育的理念，并将其融入

到课程学习中，达到思政教育的目标。

1.2.3 导入素材

导入素材在思政导入中起着关键作用，这些素材可以

采用多种形式，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用来展示土地资

源管理的实际情况和相关教育信息。导入素材的选择应精心

策划，以确保它们能够引发学生的兴趣和思考。素材应与课

程内容紧密关联，突出思政教育的主题，如家国情怀、生态

文明、可持续发展等。通过视觉和感性的方式呈现信息，导

入素材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思政教育理念，激发他们的情

感共鸣 [3]。

1.2.4 实施方式

导入方式是思政导入的具体执行方式，它可以采用多

种形式，如课堂演讲、故事分享、影片观看、讨论等，以吸

引学生的兴趣并引发他们的思考。导入方式应根据导入内容

和教学目标进行选择。例如，通过精彩的课堂演讲可以迅速

引起学生的注意，而讨论则可以促使学生深入思考。导入方

式的灵活运用可以使思政导入更具生动性和互动性，有助于

达到思政教育的效果。

1.3 设计原则

1.3.1 结合专业知识

导入过程必须深度结合专业知识，确保与《土地资源学》

课程的核心概念和主题相关。这意味着导入内容应该与课程

的专业领域密切相关，以便为学生展示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

的密切关系。通过将专业知识与思政导入内容相结合，学生

可以更好地理解这门课程的实际应用和价值。例如，在介绍

土地资源的重要性时，可以结合实际案例展示如何通过科学

管理土地资源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强调土地资源学作为一门

专业课程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1.3.2 体现思政理念

导入内容应该体现思政教育的核心理念，包括爱国情

怀、家国情感和生态文明等。这意味着导入内容应强调学生

对国家、社会和环境的责任感和参与感。例如，在介绍土地

资源管理的同时，可以强调学生作为土地资源管理者的责

任，以及他们对土地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所承担的重要

任务。通过强调这些核心理念，导入环节可以帮助学生形成

正确的价值观，激发他们对专业知识的兴趣和热情。

1.3.3 衔接课堂

导入环节应与后续的课程内容有机衔接，以确保学生能

够将思政教育的启示应用于专业知识学习中。这意味着导入

内容不仅要引发学生的思考，还要与后续课程的主题和目标

相一致。例如，如果导入内容强调了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后续课程可以进一步探讨相关的科学方法和政策措施。这种

衔接可以帮助学生将思政教育的内容与专业知识相互融合，

实现综合的教育效果 [4]。

2. 课程思政导入在“土地资源学”中的运用

2.1 传统文化导入

传统文化导入是一种引导学生通过古代文化和智慧来

理解土地资源管理的方法，这包括传统农耕文化、土地祭祀

仪式、乡村生活方式等。通过传统文化的介绍，学生可以深

刻理解土地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以及土地资源管理对社

会、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这种导入方法可以激发学生对土

地资源的尊重和热情，同时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珍视和传

承。课堂导入设计案例：“土地资源学”第一章—绪论。教师：

“在北京学习的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社稷坛，它位于天安门西

侧，寓意着土地和五谷的重要性。祭坛上有五种不同颜色的

土壤，被称为‘五色土’，代表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那么，为何土地如此重要？为何我们国家拥有‘五色土’？

如何运用我们的专业知识，为祖国的绿水青山出一份微薄之

力？在这门课中，我们将共同揭开土地的神秘面纱，探索‘土

地资源学’的奥秘。”

2.2 思政新闻导入

思政新闻导入是通过介绍与土地资源管理相关的最新

新闻来引发学生的思考，这些新闻可以是关于土地资源管理

政策的变化、环境保护行动、农村振兴计划等。通过思政新

闻导入，学生可以深刻了解土地资源管理的现实挑战和重要

性，同时培养他们对国家政策和社会问题的关注。这种导入

方法有助于学生将课程内容与时事问题相联系，提高他们的

社会责任感和批判性思维能力。课堂导入设计案例：“土地

资源学”第八章—土地资源的退化与保护 [5]。教师：“7 月

22 日，总书记在吉林考察玉米地，强调黑土地的丰饶和肥

力问题。他呼吁保护‘耕地中的大熊猫’，布置使命给土地



2023 年 5 卷 6 期 农业科技管理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Management

    110

工作者和科研人员。今天，我们一起研究土地资源退化原因

和保护方法，履行总书记的使命。这堂课是‘土地资源的退

化与保护’。”

2.3 生态文明导入

生态文明导入强调土地资源管理与生态平衡的关系，

通过介绍生态系统、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保护实践，学生可

以认识到土地资源管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这种导入方法有

助于培养学生的生态意识，激发他们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土

地利用的热情。学生可以深刻理解土地资源管理不仅涉及经

济和社会发展，还涉及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可持续性。课堂导

入设计案例：“土地资源学”第五章—土地资源调查。教师：

“想象一下，今天可以飞翔，一同领略祖国的自然美景。飞

过麦浪的田野，感受麦香飘逸；穿越松涛婆娑的森林；飞跃

牛羊悠闲的草原。现在告诉你们，这正是我们专业的一部分

工作。愿意加入吗？如果愿意，就好好学习这门课程，它将

赋予你土地资源调查的视野，运用 3S 技术服务祖国的土地

调查工作。”

2.4 家国情怀导入

家国情怀导入强调土地资源管理对国家和农村地区的

重要性，通过介绍土地资源在国家农村振兴战略中的角色和

贡献，学生可以认识到自己作为土地资源管理者的责任。这

种导入方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激发他们对农村地

区的关注和支持。学生可以深刻认识到土地资源管理对国家

的繁荣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课堂导入设

计案例：“土地资源学”第三章第一节—人类与土地资源利

用。教师：“在开始今天的课程前，来个小测试好吗？” 学生：

“好！” 教师：“‘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的下一

句是？” 学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教师：“很

好，这是艾青表达了对祖国和大地母亲的深情。土地是我们

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今天我们学‘人类与土地资源利用’。”

2.5 学科同行导入

学科同行导入是通过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或从业者来

分享他们的经验和见解，这可以是土地资源管理专家、政府

官员或农村发展从业者。通过学科同行导入，学生可以从实

践者的角度了解土地资源管理的挑战和机会。这种导入方法

有助于将课程内容与实际应用相联系，激发学生对专业领域

的兴趣。学生可以深刻认识到土地资源管理的重要性，并受

到实践者的启发，将专业知识与实际问题相结合。课堂导入

设计案例：“土地资源学”第四章第一节—土地类型及其划

分。教师：“大家都学过语文，知道作文可以分为记叙文、

议论文、应用文等；都看过影视剧如《人民的名义》，了解

到法律领域包含宪法、刑法、经济法等；我们也一同见证了

抗疫白衣天使的伟大工作，了解医学可以分为基础医学和临

床医学等领域；现在，作为地质大学的学生，我们要一起探

讨土地的各种类型。今天，我们学‘土地类型及其分类’。”

3. 结语

综上所述，课堂导入是一门教学艺术，为新知识引路。

在高校专业课堂，教师的任务是设计引人入胜的导入环节，

以唤起学生的兴趣和思考。本文将课程思政教育理念融入课

堂导入，介绍了五种思政导入方法，包括传统文化导入、思

政新闻导入、生态文明导入、家国情怀导入和学科同行导入，

以“土地资源学”为案例。当然，导入方式多种多样，高校

教师应积极创新，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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