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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学》线上教学课程思政优秀案例 

团队成员：黄珺嫦  张亚丽  孟庆香  朱嘉伟  蔚霖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宗旨，将课堂思政与课程结合，才能“守好一段渠”。在《经

济地理学》教学中，课程团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课程思政教学： 

1. “课程思政”建设的基础在“课程” 

没有好的课程建设，“课程思政”功能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为此，尊重

课程建设规律，切实强化课程建设管理是“课程思政”建设的根本基础。黄珺嫦及其

教学团队非常重视课程建设，《经济地理学》是 2017年校核心示范课、2019年校在

线开放课程，同时在 2020.04学校组织的线上课程优秀课程评选中获得校一等奖，并

推荐参评省级优秀课程。 

2. “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在“教师” 

教师是教书育人实施的主体，也是课堂教学的第一责任人。“我的课堂我做主”

是对主体和责任的宣告。马克思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

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课程思政”建设要靠教师去落实，首先考验的是教师

的育德意识和育德能力。建设一支具有自觉“育德意识”和较强“育德能力”的教师

队伍，是确保所有课程“同向同行、协同育人”的人才资源保障。 

《经济地理学》团队成员学历层次高，其中 4名教师为副教授、博士；教学经验

丰富，均为教龄 10 余年的老教师；教学分工明确：其中黄珺嫦副教授教龄 14年，负

责全面的教学设计和讲授、张亚丽副教授教龄 14年，负责教学思路把关和优化、孟

庆香副教授教龄 15 年，负责查找教学资料，统计和分析学生学习数据、朱嘉伟副教

授教龄 15年，负责课堂思政案例设计、蔚霖校聘副教授教龄 13年，负责协助发布和

批改学生作业。团队成员教师兢兢业业、师德高尚，黄珺嫦为河南农业大学第六届道

德模范、张亚丽屡次获评河南农业大学巾帼标兵、孟庆香为河南省优秀班主任、朱嘉

伟为自然资源部特殊津贴专家、蔚霖为河南农业大学优秀共产党员。 

课程主讲人黄珺嫦副教授，自 2007 年参加工作就开始教授《经济地理学》，14

年来累计授课约 30 余个教学班、1000 余名本科生，教学效果受到了学生的广泛好

评。黄珺嫦老师多次在院、校、省讲课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2018年被评为“河南省

教学标兵”，并多次参加全国师德示范班等学习和培训。 

3. “课程思政”建设的重点在“思政” 

没有好的“思政”教育功能，课程教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从而

导致课程教学中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之间的割裂甚至冲突。然而，在现实

的教学实践中往往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认为“价值引领”仅仅是“思政课”的任

务和责任，其他专业课程则只管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这是“思政课”与专业课程之

间产生“两张皮”现象、各门课程之间“同向同行、协同育人”合力难以形成的一个

重要根源。“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正是针对这一高校课程体系和教学实践中长期

存在的“痛点”，强调所有的教师都有育人职责，所有课程都有育人功能。不同课程

在人才培养方案中都有其独特的作用，不同专业不同课程也有其自身建设的规律和要

求。 

经济地理学是一门教学内容多、理论难的课程，在 2019.12 在云南楚雄召开的

《经济地理学》教材研讨论上，与会教师代表纷纷表达“经济地理学是出了名的优秀

教材，也是公认的难”，而在线教学有两大难题“教学过程监管难，教学质量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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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面对这样一门课，在线教学如何实现课堂思政呢？课程组主要进行了一下几点

尝试： 

（1）适当缩短视频讲授时间，拉长实践课环节 

在线课程并不要求全程 45分钟视频，这样学生观看视频疲惫，效果不佳。《经

济地理学》课程组经过讨论，在每次课授课内容中选择 1-2 个知识点，录制单个视频

不超过 15分钟，把重点知识讲透，布置课堂讨论小作业和课后实践大作业，增强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兴趣。 

（2）在实例中巧妙的融合思政教学 

在《经济地理学》教学中，涉及到很多大格局、大视野的分析，这时教师提问可

以帮助学生进一步思考，如在讲授跨国公司区位分布时，近 20年来世界前 10强公司

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这时给学生们引导中国共产党是如何领导全国人民从一穷

二白到现在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增加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如讲授“区域产业结构”

章节时，通过分析河南省的产业结构和区位特征，引导学生让思考河南在中国的粮食

生产中重要地位，进而引出河南农业大学在科技保障粮食生产中的作用，引导学生爱

家乡、爱学校。 

每次课程都精心设计案例，寻找最贴合理论、最具时事效应、最能引起学生兴

趣、最大程度锻炼学生能力的案例。学生反应说：“这是我们这学期上过最轻松的一

门课，因为它课程视频比较短，这又是我们上过最难的一门课，课程作业需要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完成。 

表 1  《经济地理学》教学实例设计 
教学章节 教学内容 课堂小作业 实践大作业 实践大作业教学安排 

第一章 绪论 经济地理学的教学目标和要求 

论述某一个组员的家乡区

位 

随机分组、优秀作业展示、投票选出 4

个优秀小组（直播） 

第二章 区位与区位理论 

为什么河南省会从开封搬到郑

州？ 

为什么青海不以 GDP 为考核目标? 

新加坡为什么从贫穷到世界金融

中心之一? 

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为什么这么

铁? 

第三章 
经济地理学四大基

础理论 

现代农作物为什么在空间上呈现

单一化趋势？ 

富士康区位选择变化的过程和原

因是什么？ 

第四章 
零售和服务业区位

论 
 

选取你的家乡为例，画出

零售和服务业中心的空间

结构示意图，并分析其优

缺点 

每人均分析、优秀作业展示、投票选出

2 个最佳同学（直播） 

第五章 多部门企业区位 
阿里巴巴公司如何扩大的？论述

其区位变化 

用思维导图绘制出本章主

要知识点 
每人均分析、优秀作业展示（直播） 

第六章 跨国公司区位  

第一篇（1-6 章）总结作

业：选择 2019 年世界前

500强公司之一，以第

五、六章知识点为基础，

理论联系实际分析其区位

发展 

以小组为单位，上交 5分钟视频作业和

小组讨论过程、10 份优秀作业展示、直

播课程 5份优秀作业相互辩论，最终投

票选出最佳小组 2 个（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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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区域经济增长 

芝加哥发展的奥秘？ 
讨论：你认为未来中国哪

个城市经济增长最好？ 

每人均提交、直播发表和交流想法（直

播） 

调查家乡产业结构相关统计数

据、分析如何优化？ 

角色扮演：假如我是郑州

市长 

每人均以视频形式提交，优秀视频展

示，选出 2 个市长候选人发表演讲及辩

论，最终选出 1名优秀同学（直播） 

我推荐的经济地理学相关

书籍 

讨论中留言，列出之后学习计划（直

播） 

第八章 区域空间结构  
区域未来是均衡化发展还

是非均衡化发展？ 

以小组为单位，小组发言人汇报，选出

2 组优秀表现小组（直播） 

第九章  
区域之间的空间组

织 
 

从历史看中国《大国崛

起》记录片第一集观后感 

小论文、每人提交、优秀作品展示（直

播） 

第十章 经济全球化  

第二篇（7-10章）总结

作业：当前形势下，未来

会继续经济全球化还是逆

全球化？ 

以小组为单位，小论文形式提交，并附

上讨论过程，直播讨论并选出优秀作品

2 份（直播） 

结课  对本课程建议及总结 

以小组为单位，录制 5分钟视频，全员

出镜（直播），全课程优秀小组及成员

表彰 

 

    通过教学实例，学生们知道了世界强国区位的变化，知道了公司区位的变化，认

识到了什么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明白了作为新时代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应该如何

做，引导学生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在小组合作中，引导同学们相互学习，培养同学们

的团队精神。 

 

 
                               图 1 部分学生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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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部分学生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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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课后的督促和谈心中引导学生 

     课程建设了微信群，学生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在微信群中提出，教师随时

解答。在课程进行到一半时，有的学生们进入了倦怠期，对布置的作业草草应付，这

时，黄珺嫦老师在微信群督促学生同时，语重心长的跟大家谈心，并分享自己一天时

间安排的计划清单，事后很多学生都对此影响深刻，受到了深深的教育，之后的作业

同学们都完成的非常好。 

 
                           图 3 微信群督促和谈心 

 

同学们加了老师的微信，有的同学给老师诉说对未来规划的迷茫，有的同学给老

师探讨国家政策的走势，老师都及时回复，积极的引导学生度过迷茫期，立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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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学生迷茫期时加以引导 

 

（4）重视言传身教，培养学生的守时、向上、自律等优秀品质 

学生的眼睛是雪亮的，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方法和道德品质，学生都会看到眼

里，并受影响。在在线课程教学中，黄珺嫦老师基本每次都有直播课，她守时、自

律，并给学生分享自己正在看的各种理论书籍和感想，让学生们感受到积极向上力量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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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部分学生对教师言传身教的感触 

 

 

  

4. “课程思政”建设的成效在“学生” 

学校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出更高质量的人才。因此，“课程思

政”改革的效果如何，最终必须以学生的获得感为检验标准。在某一次经济地理学的

课程小调查中，学生们给我留下了深情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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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课堂小调查部分学生对课程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