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教学论坛
EDUCATION TEACHING FORUM

2021 年 1 月
第 1 期

Jan. 2021
No.1

新形势下教师的新使命

舒良树，王 博，茆雅风

（南京大学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 要］该文通过“普通地质学”课程的课堂与在线教学实践，围绕课程的思政建设阐述了一些体会，介绍了如何以学生为中心，

以问题为导向，在开展地质学的科学知识传授的同时，关联实际，润物无声地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提高学生对国家的自信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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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地质学”课程思政建设体会

“普通地质学”是一门了解地球科学知识、帮
助学生进入地学殿堂的启蒙课，几乎涉及地质学

全部基础知识中的最必要部分，具有衔接和统领

地学各门专业知识的特点，是培养学生地学兴趣，

为其今后从事地学研究打基础的一门课程。从矿

物、岩石、地壳再到整个地球，从大气圈到水圈、生
物圈再到岩石圈，从岩浆、地震、变质、层圈运动等

内动力作用到河流、湖泊、海洋、地下水、冰川、风
沙等外动力作用再到行星地质，从地球和生命的

起源到演化再到新近的环境地质、城市地质、地质

灾害，从国际研究的最新进展到我国的领先成果

与地学优势，彼此各具特色，又环环相扣，构成一

个逻辑严密的完整知识体系，有利于学生建立广

袤地学知识之间的有机联系。
南京大学“普通地质学”是国家精品课程，是

一门百年老课，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和地位。课程

建设历经竺可桢、李学清、孙鼐、郭令智、夏邦栋等

六代主持人的不懈努力与拓展进取，已经成为一

门享誉全国的名牌课程，为国家各条战线培养了

成千上万的地学英才。在改革开放日新月异的新

形势下，教师如何在坚守传道、授业、解惑职责的

同时，润物无声地开展思政建设，实现学生正确的

人生观与学问观的引导、树立和升华，是包括“普

通地质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类课程建设中面临的

一大难点。下面以我们多年的教学实践，谈谈“普

通地质学”课程如何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导

向，紧密联系实际，既开展地质学知识的传授，又

润物无声地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努力实现德识

双馨价值观引导。
一、通过全身心的现代知识传授，激发学生对

地质学知识的兴趣和对地质事业的热爱

地质学是一门有关地球结构与成分、地球和

生命起源与演化的学问。为什么地球是太阳系中

唯一的人类宜居星球？地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如

何？大洋是怎样变大陆、陆地又是如何变海洋的？

怎样了解地球，进而保护地球，合理发掘人类生存

与繁衍的基本需求，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需的

海陆空资源，完成人类赋予地学工作者的神圣使

命？如何理解地质工作是实现国家目标的先行，

“一马挡道，万马不能前行”的道理？“上天、下海、
入地”一直是人类的梦想，地质学者是如何将此梦

想逐渐变成现实的？什么是国家的“三深”重大计

划？地质学者是怎样开展“深天”（航天、遥感、气
象）、“深海”（海底地质、深海钻探）、“深地”（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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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钻探、深部能源矿产）研究的？全球地质学者

是如何为一个清洁、安全、富有的地球而不懈努

力，开展着防治与减轻地震、火山、滑坡、环境污

染、荒漠化等各种地质灾害的创新研究的？

对于这些充满科学性、普遍性和趣味性的地

球科学基本问题，通过教师全身心开展的现代地

学知识点的传道、授业、解惑，满足了入门新生的

好奇心与求知欲，通过由浅入深的授课，非常自然

地表述了地质学的研究意义以及地质工作的崇高

和伟大，激发了广大学生对地质学知识的浓厚兴

趣和对地质事业的热爱。同时，也让同学们了解了

当代地球科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成果，一年级

阶段就产生了创新进取的热情和冲动。一位同学

写道：“高考调剂学地质，一直不乐意。听了老师的

课，发现自己非常喜爱地质了，而且要继续读地质

的研究生，事业有成。”
二、通过名山大川物泽天华的讲解与展示，润

物无声地进行爱国情怀的熏陶

“普通地质学”课程讲的是山河湖海、风沙冰

川、天文地理、沧海桑田，讲的是大自然的来龙去

脉。其既充满奇幻，又触手可及，很是吸引学生。我

国拥有无尽的名山大川，伴随着丰富的人文遗址，

拥有世界上最古老和最年轻的雄伟山脉，最高最

多的山体奇峰、最长最美的海岸线和最高的湖泊，

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喀斯特地貌和黄土高原区，有

世界规模最大的钨矿、稀土稀有金属矿，还有突破

世界成油理论的特大型陆相油气田及巨量干冰能

源。这是一门教师在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最

有条件向学生进行伟大祖国、美丽祖国、自豪祖国

爱国情怀教育的理科课程。
通过教师激情洋溢的讲解，通过教师自己在

祖国山川的亲身实践及在世界各地的地学考察，

通过每年带领大一本科生在野外进行地质观察与

讲解，通过每年带领大地学本科生在国际地学圣

地阿尔卑斯山野外实地的地学考察，以及展示国

内外地质实习期间拍摄的精美图像，激起了同学

们对祖国山河大地的无限热爱和对大自然奥秘探

索的强烈欲望，使其接受了入学以来第一次系统

的地球科学启蒙教育和爱国情怀熏陶，广大学生

获益匪浅。实践表明，润物无声的爱国情怀熏陶比

直接的政治课教育效果更好。曾有同学在线留言：

“这是一门难以忘怀的增进自己对伟大祖国热爱

的好课。”
三、通过对中国学者领先全球的地学研究成

果和中国地域优势的实证介绍，提高学生的国家

自信和民族自信

我国地域辽阔，地球上各个演化时期的地质

信息和物质记录丰富，有老至20多亿年和新到几

百万年的巍峨造山带，有各种类型的沉积盆地和

门类齐全的古生物标准化石，有丰富的能源矿产

和宝石资源。在这片物泽天华的土地上，通过几代

人锲而不舍的努力，我国学者在许多研究方向取

得了彪炳世界并引领全球的研究成果。
针对部分学生头脑中“美欧科技强大、中国落

后”的误解，本课程目标明确地加大力度，理直气

壮地介绍了唯我国独有的地域特色、研究优势，以

及我国地学工作者取得的震撼世界的研究成果。
明确告诉学生，在中国大地的诸多地学领域，我国

已经建成了世界公认的地学天然博物馆和地学科

研教学基地。突出的如世界独一无二的青藏高原，

全球最大面积和厚度的西北黄土高原，世界罕见

的中国中部大别—秦岭—祁连高压、超高压变质

带，数量世界第一的地球纪年“金钉子剖面”，20世

纪全球“最惊人发现”的云南澄江动物群，引领国

际古生物学研究的辽西热河动物群，中国独创油

气形成理论的陆相生油盆地，规模最大、成果领先

的滇黔桂喀斯特地貌，规模巨大、矿种丰富、储量

盖世的华南花岗岩，等等。这些地学研究宝地，给

中国学者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创新研究空间，中国

学者成绩斐然。其发现的重大科学问题，均构成

了当代地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吸引了众多发达

国家的目光。在这些地区，其矿物岩石之典型、
古老信息之丰富、连续分布之广泛、交通与生活

条件之便利，当属全球罕见，致使全球地学界和

发达国家的广大学者与研究团队纷纷寻求机会，竞

相来华，力争与中国学者进行科研合作。这既提升

了中国地学的全球地位，又显著扩大了中国学者研

究成果的国际影响。
通过诸如此类客观事实的讲解和典型实例的

介绍，悄然改变了入学新生盲从欧美、缺乏自信的

意识，提升了同学们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自信，幼

稚的认识和误解得到纠正。通过课堂上下的师生

交流与讨论，通过学生自己的独立思考，学生的思

想渐趋正确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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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过对引领世界地学前行的中国科学家

的介绍，使学生相信中国地学界具有强大的创新

潜能和竞争世界的实力

通过课间和课下与学生的交流，发现不少大

一新生都带有高中时灌输的“中国科技落后、中国

学者不如美欧”的偏见，每年都存在一入学就开始

准备主攻外语、考试出国的新生。其原因就是他们

不了解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科技的巨大进步与突

破，觉得他们的聪明才智缺乏用武之地。如何引导

学生客观看待和认识国内科技领域的巨大进步和

存在的不足，还事实本来面目，纠正偏见和错觉，

消除盲从意识，这是大学启蒙课教师的责任，也是

比科学知识传道、授业、解惑更难的任务。实践表

明，作为综合通识教育的“普通地质学”课程有可

能担此重任。
主讲教师利用课堂与在线讲授知识的契机，

紧密将课本知识与研究进展和典型实例相结合，

摆事实，讲实例，实事求是、图文并茂地开展对引

领世界地学领域前行的诸多中国科学家的成果的

介绍和宣传。对于老前辈李四光、黄汲清、郭令智

等大师的杰出成果，学生觉得相隔较远，亲近感不

够，我们就举最近的和身边的实例。以国际地质年

代标杆的“金钉子”剖面为例，这是确定和区别全

球两个不同时代地层之间界线的唯一标志，由国

际地学权威组织审核和公布，要求很高，难度很

大，是代表一个国家地学科研水平的重要指标。目

前全球共有67枚“金钉子”，而我国就拥有11枚，排

名全球第一，是我国在年代地层学领域领先全球

的公认标志。再如记录生命大爆发过程的云南澄

江动物群、记录脊椎动物恐龙与最早鸟类完整演

化链的辽西热河动物群，我国学者的重大发现和

研究成果解决了长期争论不休的全球动物起源与

演化，以及哺乳动物三大类群的关系问题，轰动世

界，确立了我国地质界在国际同类研究中的引领

地位。如此等等诸多的国际地学理论与实践难题，

均在我国地学工作者的努力下一一被攻克，实现

了地质理论与应用研究的重大突破，我国成为诸

多国际地学领域不断开拓进取的引领者。
通过授课与面对面的交流，我们非常自信地

告诉学生，在很多地学领域，以前是我们派人出国

留学，进修取经，现在则是许多国家包括先进发达

国家派人来我们国家学习与合作研究。到本课程

结束，绝大部分学生已经不再怀疑中国地学界具

有强大创新潜能和竞争世界的实力，盲从国外的

思维得以纠正，看清了形势，提高了信心。认识到

国内开拓创新进取的空间很大，机会很多，只要投

身地学事业，学好知识，努力工作，勇于创新，一定

前途光明，前程远大。
五、引导学生认清学问与道德的关系，明确德

识双馨的价值取向

老子认为，道即自然，是万千事物变化运动的

场所及其轨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德是指遵循

本性本心，按照自然和客观规律去办事，去发展社

会，提升自己。德是品性，是品质，是素养。道与德

的集成就是道德，是人们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

规范，以善恶、美丑、对错为标准，代表社会的正面

价值取向，对社会和个人具有调节、认识、教育、导
向的功能。道德主要体现在个人与团队的修养和

素质，是良性社会健康稳定的根本，是活力社会发

展的保障。人生最大的资本是品行，人格力量是一

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石。爱因斯坦1934年评价居

里夫人时说过：“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

意义，其个人的道德品质要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更

为重要。”周恩来在国际舞台的美誉，被国外政要

和媒体归功于他“人格的力量”。
何谓学问？最早《易经》说：“君子学以聚之，问

以辨之。”也就是大家在一起交流、提问、讨论和辩

论。学问之道就是探求知识，掌握技能，寻求真理，

解决问题，满足好奇心，促进科学的进步。学问与

道德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做学问需要遵守道

德的规范，受道德的约束。李四光、钱学森、邓稼先

等科学大师不仅学问超群，更重要的是他们不计

名利和报酬，甚至把自己的智慧和学问无私奉献

给了国家，为国家的安全、国家的强大与幸福奋斗

终生。他们的名字和成就是与日月同辉的。
一个人，一旦失德，就会失信，进而丧失人性。

最近这些年，一些地方由于教育的失误，致使某些

个人与团队失德失信、只图功利、唯我独尊、是非混

淆、善恶颠倒等，也导致了学术界浮躁浮夸、抄袭造

假、说大话空话等腐败行为，产生了一些极端自私

者和精致利己主义者，甚至出现了一些数典忘祖、
忘恩负义、卖国求荣的败类。这些道德缺失的恶劣

现象，严重侵蚀了青年学生的稚嫩心灵，危害了健

康人才的培养，长此以往，非常危险。科学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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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与文化和道德同步，与失德失信水火不容。
鉴于课程定位和学时限制，“普通地质学”不

可能是专门的思想政治课，但教书育人的双重职

责，促使主讲教师在课上课下、线上线下兼任了立

德教育的重任。但凡有机会，就会循循善诱地引导

学生正确处理好学问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引导学

生接受德识双馨的价值取向。如同温家宝同志要

求我们的：“教育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动手，学会动

脑，学会生存，学会和别人共同生活。”告诫学生，

做学问一定要有正确的方向，有国才有家，个人命

运和国家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一定要以国家利益

为重，把学到的知识和聪明才智用在祖国的发展

和强大上。
年轻人是要成长的。除了学习知识、掌握技

能，年轻人一定要有道德规范的约束。做人做事要

有一定的敬畏之心，要有学德和做人的底线。从事

科学事业，一定要有坚毅的意志，不畏艰苦，不懈

奋进，谦虚谨慎，踏实做事，老实做人。知识创新需

要耐心，耐心需要时间。不能投机取巧，切忌浮躁

浮夸。反复告诫学生，有些东西，如学术造假和抄

袭，如违规违法，是不能碰，更不能试的；没有敬畏

心就没有道德底线，迟早会毁了自己。精致的利己

主义行为要不得。道德是人格魅力的基础，良好的

道德水准和个人素养，是做好学问的基本保障。
利用课间实习和野外科研训练的机会，通过

谈心和拉家常的方式，给学生传播感恩的美德要

求，使学生懂得感恩，知道感恩。和教务员、辅导员

一起，共同培养学生团结同志、尊重他人、宽容别

人的道德素养，肯为大家和集体多奉献，舍得放

弃，努力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在和学生交往的过程中，发现多数学生很单

纯，但也很理想化，可塑性很大。很多同学来自农

村，深切感受到改革开放和农村政策给他们和家

庭带来的好处，能够从思想到行动做到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讲教师与辅导员通过他们，向更多的

学生宣传改革开放是利国利民大事的观念。40年

间成就辉煌，然而困难很多，经验不足，也有失误。
因此，我们循循善诱地引导学生：国家有不足，我

们可以善意指出，但不可谩骂和全面否定。要相信

中国共产党，坚定地支持改革开放，珍惜来之不易

的今天。通过对比，引导学生相信，像中国这样拥

有14亿人口的大国，若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祖

国大地必如20世纪初那样，党派乱生，军阀混战，

列强入侵，国家分裂，百姓蒙难。
六、结束语

通过这些年的课程建设，我们对教书育人有

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开展科学知识传授的同时，是

可以联系实际，有的放矢，润物无声地培养学生的

爱国情怀，提高他们的国家自信和民族自信心的。
我们认为，对于大学教育，要努力加强学问与道德

关系的引导，实现德识双馨国家人才的培养目标。
让我们坚守教学一线，牢记使命，积极工作，勇于

创新，做一个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人，脱离了低级

趣味、德识双馨的人。
（致谢：教学工作和写作过程得到南京大学教

务处施林淼老师、施佳欢老师和地科学院王宝军

老师的支持、帮助和修改指导，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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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classroom and online teaching practice of Physical Geology, this paper expounds some

experiences arou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urse. This paper introduces how to take the

students as the center and hold the problem-oriented principle. While imparting the knowledge of geology, we

strive to cultivate the patriotic feelings of the students in an invisible way to improve the students' confidence in our

country and nation, to help the students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nd morality, and to achieve

the values guidance of the dual development of morality and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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