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世界地理》课程思政教学案例设计

课程名称 《世界地理》

《世界地理》是我校地理科学与资源环境专业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从自然地

理、人文地理或两者相结合的角度，运用地理学一般的分析综合、归纳概括、区域对比

等方法，展示大洲、大洋、国家（地区）的概貌及其内部差异，并阐明世界主要城市和

各种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事物的特点。旨在提高学生的综合地理学素养，培养学生的科

学精神，加强学生的综合思维。本课程团队充分发挥《世界地理》的隐性思政教育功能，

按照整体规划、有机融入的原则，有效落实课程思政教育理念，挖掘了“家国情怀”“文

化自信”“社会责任”“文明和谐”“敬畏自然”“坚定信念”“工匠精神”“高尚情

谊”“审美人生”“实践创新”等十大课程思政主题元素，为更好地引导广大学生向德

才兼备的方向发展搭建良好的教学平台。

主讲教师 王毅勇

王毅勇，男，1966 年生，博士，现任宝鸡文理学院三级

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宝鸡市水土保持学会副理事长，中

国科学院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吉林省自然科学基金函审专家。主要

从事湿地水文、气象及温室气体排放等研究。

近 5 年，主要承担《中国地理》、《世界地理》、《区

域地理学原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和《环境

污染与防治》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主要从事湿地生态环境要素监测，湿地生态模型，湿地气候及环境效应，湿地保护

与合理利用，湿地恢复和城市湿地生态景观设计等方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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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保护海域资源

——《第三节 大陆架的资源开发与海洋环境保护》

一、课程教学目标

1.阐述大陆架的生态经济效益

2.说出海洋权益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内涵，专属经济区的划分，以及分析如

何处理好相邻国家关于海洋权益的争端问题。

3.分析海岸带生态系统退化的原因以及海岸带管理面临的任务

4.列出海洋环境问题的表现，分析产生的根源，提出监测防治的措施以及国际社会

对保护海洋环境做出的努力

二、思政育人目标

通过对海洋污染成因和危害的了解，树立正确的环境价值观和珍爱环境的伦理观

念，培养学生的海洋环境危机意识，提高保护环境的紧迫感。

三、课程育人案例设计及实施过程

（一）大陆架的生态积极效益

展示大陆架的示意图，向学生解释大陆架的形成以及在形成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海

洋生产力产生的生态积极效益：

1.大陆架是海洋生物的富集区

2.大陆架的沉积盆地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

3.大陆架是海底砂矿产区

思政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环境价值观

（二）大陆架的开发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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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向同学们展示关于大陆架管理的背景，以海上“圈地运动”的兴起为例，

讲述美国对“自由海洋”信条的挑战引发世界范围内的沿海国家扩大海洋管理范

围，捍卫海洋资源的权利浪潮。

2.以“钓鱼岛”争端为事例，由于一些历史的因素，钓鱼岛的主权一直没有得

到解决，所以大陆架制度的建立非常的必要。目前全世界已经有 127 个国家或区

域签约《联合国海洋公

约》，但是该公约还有

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因

此相邻国家还要本着友

好协商的精神予以合理

的解决。

思政：通过钓鱼岛

事件的争端，激发学生

的爱国情怀

3.海岸带管理

播放海岸带生态环

境污染的视频，让学生自主学习，分小组讨论并回答世界范围内海岸带生态系统

系统退化的原因

1) 海岸带地区的开发活动，改变了海岸地区的植被类型与生境

2) 海岸地区的水体污染，使海岸带区域承受了巨大的环境负担

3) 近海渔业过度捕捞，改变了海岸生态系统的种群结构并降低了生态系统的

稳定性

4) 全球气候变暖引起的

变化威胁海岸带地区安全

三．海洋污染与环境保护

（一）海洋污染及其危害

1.展示海洋污染的图片



-10-

让学生了解海洋污染

的特点：污染源多，持续

性强，危害大，扩散范围

广和控制难度大以及海洋

污染的主要来源

海洋污染种类：石油污

染、重金属污染、有机物污

染与赤潮、固体废物污染、

热污染、放射性污染。

2.海洋污染调查与海洋监测

向学生展示海洋污染调查与海洋监测的概念，以及海洋污染监测的载体分为

水质监测、底质监测和生物监测

3.国际社会保护海洋环境的努力

让学生们认识到海洋环境保护是地球上人类共同的使命，而且已经达成广泛

的共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仅赋予了各国海洋开发的权力，同时也明确了

其海洋环境保护的义务。之后联合国提出一系列海洋环境的公约，表明了全人类

拯救海洋的态度和决心。进去 21 世纪，推动海洋环境保护事业还有赖于全世界各

国政府，菲政府组织和民众的广泛参与和合作。

思政教育：培养学生环境危机意识以及保护海洋环境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