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资源学》线上教学课程思政优秀案例 

 

疫情期间，《旅游资源学》课程从专业课的视角，把疫情作

为教科书,将三全育人的理念贯穿课堂讲授，充分发挥课程思政

作用。课程内容注重疫情的导入与结合，专业三分钟时事播报彰

显课程思政与专业知识的融入。课程每节课都以诗词开篇，呈现

中国传统诗词文化贯穿课堂的特色。课程采用翻转课堂，图画课

堂，分组互助讲授，学姐进课堂等教学方法，注重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创新学习，团队学习的能力，注重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着力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 

一、课程内容注重疫情的导入与结合 

课程第一次线上教学，连夜剪切视频导入了河南省教育厅厅

长关于新冠肺炎的最新讲话，增加校长张改平院士在新冠肺炎检

测技术中的最新研究成果展示图片，丰富全国各地支援湖北的画

面，让学生们以疫情为教材，学习抗疫精神，用知识武装自己，

充分认识其使命和责任。 

课程在讲授旅游资源的科学价值时，增加了科学防控知识的

导入，让同学们认识到科学技术是防控的关键，增加同学们对抗

击疫情的信心。课程在讲授旅游商品的类型时，对中药材旅游商

品的分析，结合抗疫药品莲花清瘟颗粒，双黄连口服液，以及中

国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的效果讲授，将专业课讲授与疫情防

控自然融入。 



二、结合疫情的课前专业三分钟时事播报 

疫情对国内外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尤其是旅游业，更是遭

受重创。为了帮助学生树立专业信心，关注疫情变化对旅游业的

影响，课程开展专业三分钟时事播报。课前以疫情下的旅游业时

事专题讨论，学生自主播报时事，热点事件分析评论等形式，将

专业学习与疫情重分结合，一方面引导学生关注疫情时事动态，

不信谣不传谣；另一方面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排除疫情下的专

业心理恐慌。如通过比较 2003年非典后旅游业发展的数据，预

估疫情后旅游业的复苏。通过对海底捞火锅涨价道歉事件，旅游

消费券发放，黄山清明节期间旅游容量超标等内容的研讨，让学

生充分了解旅游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国家政策的导向，通过对疫

情下旅游业的充分了解，进一步培养学生对专业的热爱和信心。 

三、中国传统诗词文化贯穿的课程特色 

课程每节课都以诗词开篇，特色鲜明。课后作业也注重与诗

词、疫情的结合。通过中国诗词文化的渗透，注重学生人文素养

的提升。在讲授中国旅游资源地理分异规律时，东西南北不同区

域的特色分别用一首诗词来描述。比如第一第二阶梯地带的地势

高峻和寒冷，引用了毛主席《长征.七律》中关于过雪山的描述，

“更喜岷山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号召学生学习

长征精神，客服困难，攻克时坚。在第一次课结束后，给学生布

置了手抄或者诵读毛主席诗词《送瘟神》，通过体会诗词文化，

进一步坚定我们抗击疫情的决心。 



四、多元化教学方法下的学综合素养提升 

课程以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目标，不断探索教学

方法的改革与创新。如课程在讲授两个单元后，水域风光类旅游

资源，采用翻转课堂，学生通过自学，自己动手录制课程，并讲

授。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视频制作水平，逻辑分析能力综合提

升。通过翻转，学生即加深了知识，还认识到授课的不易，更加

激发了学习的热情。课程作业多采用，手绘，图画的形式，提高

学生的审美水平和视觉化传达能力。课程在较难的知识点讲授

中，采用学姐进课堂和团队互助式学习法。在云南财经大学读研

的 15级学姐陈梅，结合自己的毕业论文讲授层次分析法，学姐

的现身说法极大的激励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并且学生与学生之间

的对话和交流更细致，知识的学习更加扎实。之后又采用分组讨

论和讲授，滚雪球式的互助式讲授，让学生自主学习，查漏补缺。

通过不同的教学方法的创新，极大的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提升了学生自主学习，创新学习，团队学习的能力，培养了学生

的综合素养。 

五、注重学生爱校荣校兴校精神的培养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重要精神，着力提升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质量。引导学生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结

合，引导学生知校爱校荣校，增强学生对学校的认同感、归属感

和荣誉感。如结合我校抗战办学历史的讲授，播放我校在洛阳潭

头五年间抗战办学的旧址照片，鼓励学生传承农大精神，再创农



大辉煌。在全国人民共同抗疫的过程中，重点介绍我校校友牧原

集团的捐赠情况和我校学子的抗疫故事。在学习旅游资源分类

后，让学生以校园为例，把学校作为一个景区进行旅游资源分类。

讲授旅游容量测算后，以学生食堂为例，让学生测算疫情后学生

食堂的最大容量和时容量、点容量。樱花开放的时候，播放樱花

小道的校园实景视频。让学生体会到身在外地，心在校，学校永

远是学生的家园。 

《旅游资源学》线上教学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所有科目的课

堂教学中，同步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课程组，“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精通专业，知识渊博，让学生真正学到专业知识;

注重自我修养，尊重学生，热爱学生，用自己的行动潜移默化的

影响学生。课程内容、形式、方法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以疫情

为教材，促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文

化自信，扬起爱国主义的旗帜，真正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

标。 

（图片等支撑材料附后) 

 

 

 

 

 

 



 

一、课程内容注重疫情的导入与结合 

   

 

校长的最新抗疫成果导入课程         省教育厅厅长新冠肺炎防控新闻发布会的讲话   

导入课程 

 

 

 

 

         

  

讲授科学价值时导入科学防控                  讲授旅游商品时导入中药材， 

进一步导入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 

 

 



二、结合疫情的课前专业三分钟时事播报 

 

 

疫情时事播报 

 

 

 

 

三分钟专业时事讨论 



 

疫情下热点旅游问题讨论 

 

 

 

 

 

2003年非典后旅游业变化情况梳理与新冠后旅游时代展望 

 

 



三、中国传统诗词文化贯穿的课程特色 

 

 
每次课程的开篇都以诗词导入 

 

 

 

课后作业：诵读或抄写毛主席诗词《送瘟神》 



四、多元化教学方法下的学综合素养提升 

 

 

              

 

 

手绘作业，视觉化呈现 

 

 

 

 

 

 

 

 

 

 

 



 

 

 

 

        
 

自主学习:分组讨论 

 

 

 

 

 

 

 



 
 

 
 

 

 

 

翻转课堂：你录我听 

 

 

 

 

 



 

 

 

学姐进课堂 

 

 

 

 

 

 

 

 

 



五、注重学生爱校荣校兴校精神的培养 

 

 
 

以校园为例进行旅游资源评价 



 

 
 

用旅游容量的测算方法测定疫情后的学校食堂容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