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课程思政元素总体设计

• 2.各章节思政元素展示

• 3.教学专题课件节选

主要内容



1.课程思政元素总体设计



课程思政元素总体设计

序号 篇章 思政元素 融入数量 本章学时

1 土地管理基础
家国情怀：爱国主义
绿色发展：尊重自然

3 6

2 土地管理原理 家国情怀：伦理道德 1 5

3 土地权属管理 法治意识：依法管理 1 9

4 土地利用管理
家国情怀：社会责任
绿色发展：生态文明

2 9

5 土地信息管理
家国情怀：工匠精神
家国情怀：爱国主义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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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元素总体设计1



2.各章节思政元素展示



2 各章节思政元素展示
                 ——第一章 土地管理基础



• 土地与国土 

•  国土是指一个主权国家管辖下的地域

空间，包括领陆、领空、领海和根据

《国际海洋法公约》规定的专属经济

区海域的总称。

2 各章节思政元素展示
                 ——第一章 土地管理基础



  人类在开发利用土地资源时，不尊重土地的自然规律一定会遭到自

然界的报复。

   
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

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

此而成为不毛之地。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2012年版，第998页。

2 各章节思政元素展示
                 ——第一章 土地管理基础



2 各章节思政元素展示
                 ——第一章 土地管理基础
各章节思政元素展示
                 ——第一章 土地管理基础



    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

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 各章节思政元素展示
                 ——第一章 土地管理基础



土地伦理原理

中国传统土地伦理思想：

1、中国的土地伦理观念，可追溯到我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

2、孔子、孟子、老子以及道家经典《周易》对这一思想都有过相当

明确的描述。

        “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
                                       ——《周易》

                                                                                                

2 各章节思政元素展示
                 ——第二章 土地管理原理



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

1、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依赖
自然。

       “历史本身就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现实部分。”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马克思

2、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相互的。

3、人与自然应当和谐一致。

2 各章节思政元素展示
                 ——第二章 土地管理原理

土地伦理原理



土地伦理的内涵：

1、土地伦理的核心是人地和谐；

       土地伦理的核心就是将人类从土地的征服者变成土地的一般成员，人类

要尊重这个集体的内部成员，也尊重这个集体。

2、土地对人类而言不是财富，而是责任

       人类对于土地的管理和利用会对这个集体或群体产生一定的影响，作为

群体之中的成员，人类有维持这个群体正常有序运作的责任。

2 各章节思政元素展示
                 ——第二章 土地管理原理

土地伦理原理



土地伦理的基本法则：

1、人口的规模不能超越土地承载力；

2、经济规模不能超出环境容量；

3、污染物的排放量不能超过土地自净能力。

2 各章节思政元素展示
                 ——第二章 土地管理原理

土地伦理原理



土地产权的基本特性：

2 各章节思政元素展示
                 ——第三章 土地权属管理

     1、具有排他性；

    第一，土地产权可以是个体独自拥有，也可由某些人共同享有。

    第二，土地产权排斥享有人以外的其他人对该项财产的权利。



土地产权的基本特性 ：

    2、土地产权客体必须具备可占用性和价值性；

    土地产权客体是指能被占用而且可以带来利益的土地。

2 各章节思政元素展示
                 ——第三章 土地权属管理



土地产权的基本特性： 

    3、土地产权的相对性；

       土地产权要受到来自社会的或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或法律的控制

和制约。

        比如关于地下埋藏物，我国《民法通则》第79条规定：“所有人

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

2 各章节思政元素展示
                 ——第三章 土地权属管理



土地产权的基本特性： 
    4、土地产权必须经过登记，才能得到法律的承认，并受到法律的

保护。

       在土地产权合法流转时，必须依照法定程序，到土地产权管理部

门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否则，土地产权无法律保护凭证，不受法

律保护。

2 各章节思政元素展示
                 ——第三章 土地权属管理



2 各章节思政元素展示
                 ——第三章 土地权属管理



        法治意识对个人、家庭、社会、国家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它是

人们对法律发自内心的认可、崇尚、遵守和服从。

        我们要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学法、尊法、守法、用法，形成守

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

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学会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

高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

2 各章节思政元素展示
                 ——第三章 土地权属管理



我国耕地资源的质量现状：

优质耕地比例不高

坡耕地数量多

水土资源匹配不均衡

 

2 各章节思政元素展示
                 ——第四章 土地利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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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章节思政元素展示
                 ——第四章 土地利用管理

我国耕地资源的数量现状



耕地保护的目标

2 各章节思政元素展示
                 ——第四章 土地利用管理



2 各章节思政元素展示
                 ——第四章 土地利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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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粮食总量增长，结构性矛盾突出



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既买得到又买得起他们所需

的基本食品。

这个概念包括三个具体目标：

（1）确保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

（2）最大限度地稳定粮食供应；

（3）确保所有需要粮食的人都能获得粮食。

2 各章节思政元素展示
                 ——第四章 土地利用管理



粮
食
安
全
危
机

农民大量减少，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

乡村常住人口5640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40.42%。

耕地流失，耕地质量下降

粮食进口量大幅攀升

2 各章节思政元素展示
                 ——第四章 土地利用管理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袁隆平教授：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这个饭碗

要牢牢地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

上。

2 各章节思政元素展示
                 ——第四章 土地利用管理



课堂讨论：

    当前形势下的耕地保护、粮食安

全，国家和个人能做什么？

2 各章节思政元素展示
                 ——第四章 土地利用管理



2018年5月18日至19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

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

表重要讲话，“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

生态环境，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让

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2 各章节思政元素展示
                 ——第四章 土地利用管理



      2019年9月23日5时10分，在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及远征

一号上面级），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

射第47、48颗北斗导航卫星。

      只有自主创新，才能赢得主动权、赢得

市场、赢得未来，才能有效助推创新型国

家建设。

2 各章节思政元素展示
                 ——第六章 土地信息管理



2 各章节思政元素展示
                 ——第六章 土地信息管理



3.教学专题课件节选





一.土地与人口的辩证关系

二.人地比例关系的变化与环境问题

三.人口、资源、环境与绿色发展

四.加强土地资源管理，促进绿色发展

主要内容



  1、什么是人口？

  

一 土地与人口的辩证关系

         人口是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内，由一定社会关系联系

起来的，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所组成的不断运动的社会群体。  

       人口质量指的是人本身具有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条

件和能力。



一 土地与人口的辩证关系

        新中国刚成立时，全国有5.4亿人口，文盲率高达80%，小学

实际入学率不到20%；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只有11.7万人，我国

人口素质总体较低。



一 土地与人口的辩证关系

    2018年，我国在校大学生已达

383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48.1%；2019年以后将超过50%，

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建国

70年来，教育的发展使得我国人

民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大大提

高，整个中华民族的人口素质大

大提高。



一 土地与人口的辩证关系

  2、土地与人口关系的三个层次

         基本层次:是人口数量与土地面积的关系（人口密度）

       中间层次:人口与土地资源、人口与食物、人口与环境关

系层次上的人地关系（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

       综合层次:即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综

合关系。



一 土地与人口的辩证关系

  3、土地与人口关系主要表现：供求关系  

    这种供求关系首先反映为人类对土地直接的利用和消费，

即人们通过生产劳动从土地上获得粮食、蔬菜、矿产等产品

以及住宅、公园、草坪、超市、游乐场、车库等等，这是以

土地的自然属性满足人们生产生活需求的直接的人地关系。

  



一 土地与人口的辩证关系

  3、土地与人口关系主要表现：供求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如果从土地为人类供给的角度看，某一

区域，比如一个省、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各类土地的实

际自然供给数量是固定不变的，毫无弹性的。我们把这种土

地的供给方式称为土地的自然供给。  



一 土地与人口的辩证关系

  3、土地与人口关系主要表现：供求关系  

       在土地自然供给与某些自然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某种用

途的土地供给量能够随着土地利用效益的变化而变化，这种

现象称为土地的经济供给。



一 土地与人口的辩证关系

    例一：凉山州随着全州全域旅游的深入推进，这几年的

旅游业发展很好，一些原来的耕地变成了建设用地，建成了

商品楼房或者建成了宾馆，这样建设用地的供给量增加了，

而耕地的经济供给量相对减少了。



一 土地与人口的辩证关系

  例二：原来种植水稻的土地，由于葡萄、火龙果、或者猕

猴桃等水果的经济效益更高，就有部分稻田转变成了葡萄、

火龙果、或者猕猴桃等生产水果的园地，这样园地的种植面

积的经济供给就增加了。



一 土地与人口的辩证关系

  4、土地与人口的辩证关系

        随着人类的发展，人口的数量在不断增多，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需求也在增多，这必然扩大对土地的需求。所以，人

口的数量和质量，既推动着未被利用的土地的开发，也推动

着已利用土地的再开发，从而不断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益。



土地与人口的辩证关系

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在一定
的生产条件下，对提高土地
利用率和利用效率有着重要
作用。它推动着未被利用的
土地的开发，也推动着已利
用土地的再开发，不断地提
高土地利用效益。

一



    由于土地的稀缺性，土地在不同的群体、社会组织、个

人之间产生分配、交换等经济关系，此类关系是由人与土地

的利用关系所衍生出来的，看重的是将土地作为资产所产生

的各类权利，是一种间接的人地关系。 

土地与人口的辩证关系

  土地确权：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及

他项权力的确认、确定。

一



土地与人口的辩证关系

   尊重自然规律，人类就可以从土地上源源不断地获得资

源。素有“沙漠王国”之称的沙特阿拉伯，大力开发利用沙

漠，使耕地由1978年的15万公顷（225万亩），增加到1988

年的563万公顷（8450万亩）,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 

    我国著名的吐鲁番绿洲，青海柴达木盆地的香日德、诺

木洪、德令哈等高产绿洲，也是改造沙漠和荒漠的结果。 

一



土地与人口的辩证关系

    人类在开发利用土地资源时，不尊重土地的自然规律一

定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

    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

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

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

一



土地与人口的辩证关系一



土地与人口的辩证关系一

      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

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

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