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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土地管理基础

一、教学内容及要求

授课学时：

6 学时

教学内容：

1.土地的基本概念；

2.土地、人口、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3.土地管理的基本概念；

4.土地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5.土地管理活动的组成与运作。

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视频教学与小组讨论结合。

教学要求：

通过教学，让学生熟练掌握土地与土地资源的概念，深入了解各

类土地的不同性质、功能和属性，较为全面的熟悉和把握土地管理学

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了解我国土地资源的基本国情，重点理解和

把握土地的资源属性、资产属性、生态属性、工程属性、社会属性、

权籍属性以及土地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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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重点、难点及解决办法

教学重点：

1.土地、土壤、土地资源、国土的概念甄别及其辨析；

2.土地的资源属性、资产属性、生态属性、工程属性、社会属

性、权籍属性；

3.土地管理方法。

教学难点：

土地管理学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土地管理学的特征、国内外

土地管理学的发展比较。

解决办法：

1.录制微视频，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2.播放视频资料、课堂讨论等多种教学手段的应用；

3.课程研讨。

三、课程思政设计

设计 1：树立献身我国土地管理事业的崇高理想

以视频播放的方式向同学们介绍我国土地资源的基本国情，我国

土地资源面临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土地资源总量大，但是人

均占用土地少，人均占用耕地就更少，人均土地资源紧缺，人地矛盾

突出。通过视频对我国土地资源的特征、现状进行讲解，强调保护土

地资源的重要性，强调土地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让学生为投身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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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管理事业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设计 2：中国一点也不能少

在进行土地与国土概念的甄别时，对国土的内涵进行详细的讲解，

引入下列图片：

介绍该图片的背景，对我国国土范围和面积进行科普，强调我国

对南海主权的根本立场以及台湾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教育同学

们正确使用中国地图，树立牢固的主权意识。

设计 3：绿色发展理念

通过讲解土地、人口与环境的辩证关系，引用《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及党的十九大报告的有关内容，培养学生的绿色发展理念，课程

授课过程中拟引入以下思政元素：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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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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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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

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卷，2012 年版，第 998 页。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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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作业

1.辨析土地、土地资源、土地资产、国土、土壤的涵义。

2.什么是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谈谈实施土地资源可持续利

用的思路。

3.土地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与土地经济学、土地利用

规划学等的研究对象有什么区别？

4.为什么要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管理好土地？

五、参考资料

1.《土地资源学》（第二版）（21 世纪土地管理系列教材），

谭术魁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 年

2.《土地行政学》（第二版），曲福田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1 年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谭术魁&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B8%B4%B5%A9%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5

3.《中国土地资源绿色利用效率研究 》，谢花林，王伟，何亚

芬 著，经济管理出版社，2016 年

4.《土地资源学》（第二版），王秋兵，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

年

5.中国土地资源网、国土资源部相关网站资料

六、教学后记

通过本章教学和讨论，学生们对土地、土壤、土地资源、国土的

概念甄别及其辨析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对土地的资源属性、资产属

性、生态属性、工程属性、社会属性、权籍属性以及土地管理的一般

过程和管理方法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体会，激发了学生对本课程的求知

欲和兴趣。在课程讲解的过程中导入了我国土地资源基本国情介绍，

树立起同学们献身我国土地管理事业的崇高理想；导入“中国一点也

不能少”的案例，培养同学们的爱国主义情操。

http://product.dangdang.com/25065964.html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谢花林&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王伟&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何亚芬&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何亚芬&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BE%AD%BC%C3%B9%DC%C0%ED%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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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土地管理原理

一、教学内容及要求

授课学时：

5 学时

教学内容：

1.人本管理原理；

2.系统管理原理；

3.动态管理原理；

4.管理效益原理；

5.土地伦理原理。

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小组讨论相结合。

教学要求：

通过教学，让学生熟练掌握人本管理原理及其引申出的行为原理

和动力原理，系统管理原理及其引申出的整分合原理和相对封闭原

理；深入理解土地伦理利用原理；了解动态管理原理和管理效益原理。

二、教学重点、难点及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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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

人本管理原理，系统管理原理。

教学难点：

土地伦理原理。

解决办法：

1.录制微视频，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2.案例教学、课堂讨论等多种教学手段的应用；

3.课程研讨。

三、课程思政设计

土地对于人类不是财富，而是责任。

土地伦理原理是本课程重要的伦理道德教育载体。通常“伦理”

被理解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公平、正义、爱、权利、和平以及是非观

念。土地伦理即为建立在一定道德价值观念上，人类利用土地资源的

行为规则。在土地伦理原理学习中，追溯到我国古代孔子、孟子、老

子的“天人合一”思想，进入道家经典《周易》中的“与天地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的境界；通过介绍马克思主义生态伦

理所主张的人与自然和谐一致，进而明确土地伦理的核心是人地和

谐，人是土地群落中的“普通公民”，土壤、水、植物和动物都是土

地的一部分。因此土地伦理的核心就是将人类从土地的征服者变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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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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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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人类有维持土地群落完整、稳定、美观、自然及健康的义

务；人口的规模不能超越土地承载力；经济规模不能超出环境容量；

污染物的排放量不能超过土地自净能力。

四、作业

1.土地管理原理包含哪些基本内容？

2.从土地管理原理视角，评价我国土地管理现状，并提出改革

设想和建议？

3.如何利用人本原理管理好土地？

4.谈谈你对土地伦理原理的理解。

五、参考资料

1.《管理学——原理与方法》，周三多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2.《沙乡年鉴》，【美】美奥尔多·利奥波德 著，姚锦镕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2018 年

3.中国土地资源网、国土资源部相关网站资料

六、教学后记

通过本章教学和讨论，让学生熟练掌握人本管理原理及其引申出

%5b美%5d奥尔多·利奥波德著，姚锦镕译
%5b美%5d奥尔多·利奥波德著，姚锦镕译
%5b美%5d奥尔多·利奥波德著，姚锦镕译
%5b美%5d奥尔多·利奥波德著，姚锦镕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时代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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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原理和动力原理，系统管理原理及其引申出的整分合原理和相

对封闭原理；深入理解土地伦理利用原理；了解动态管理原理和管理

效益原理。通过土地伦理原理中中国传统土地伦理思想及马克思主义

生态伦理观的引入，使同学们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人类有

维持土地群落完整、稳定、美观、自然及健康的义务，并以自己的言

行感染身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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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土地权属管理

一、教学内容及要求

授课学时：

9 学时

教学内容：

1.土地制度与土地产权；

2.土地权属管理的任务和内容；

3.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确认与流转管理；

4.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确认与管理；

5.土地征收；

6.土地权属纠纷的调处；

7.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8.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聘请州政法委专家案例教学，分组辩论。

教学要求：

使学生全面掌握土地制度与土地产权的相关概念；分析土地产权

流转的背景、流转方式及加强流转管理的措施。重点关注我国土地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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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法及有关法律的修订；“三块地”土地制度改革等相关热点问题，

掌握改革进展、成功经验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能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二、教学重点、难点及解决办法

教学重点：

1.土地制度与土地产权相关概念；

2.土地使用权流转管理；

3.土地征收；

4.土地制度改革；

5.土地管理法修订。

教学难点:

新土地管理法修订的重点,完善土地使用权流转管理 ，土地制度

改革。

解决办法：

1.录制微视频，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2.案例教学、分组辩论等多种教学手段的应用；

3.聘请专家讲座；

4.课程研讨。

三、课程思政设计

通过案例增强法治意识

在讲到土地产权的基本特性时，“第三点，土地产权具有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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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引入地下埋藏物的案例；“第四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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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隐性房地产交易案例，

教育学生增强加法治意识，明白法治意识对个人、家庭、社会、国家

都有着深远的意义；我们每位公民都应该学法、尊法、守法、用法；

守法光荣、违法可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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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作业

1.土地所有制、土地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的涵义 ；

2.简述我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及抵押的区别和

管理 ；

3.站在公平与效率的角度,谈谈加强我国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

管理 ；

4.谈谈土地管理法修订的重点及关键 ；

5.如何对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进行有效管理 ；

6.谈谈你对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理解；

7.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深远意义。

五、参考资料

1.《土地行政学》（第二版），曲福田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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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农民集体成员权行使机制研究—基于

农民财产权利自我保护的视角 》陈扬众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2018

年

3.《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从身份到契约的嬗变 》，李红娟

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 年

4.《土地法律法规全书》，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编，法律出版

社，2019 年

5.《有偿使用制度下的土地增值与城市发展土地产权的视角分

析》，田莉 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年

6.《新编征地拆迁法小全书》，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编，法律

出版社，2018 年

7.中国土地资源网、国土资源部相关网站资料

六、教学后记

通过本章教学和讨论，学生们对我国土地管理有关制度、土地征

收、土地流转、行政划拨等相关知识有了较为深刻的把握和理解；重

点关注土地权属改革中的热点问题；同时利用专家的案例教学，介绍

了我国国土资源管理的法制建设，强调了法治在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

重要性，让同学们要牢固树立起法治意识。

http://product.dangdang.com/25342862.html
http://product.dangdang.com/25342862.html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陈扬众&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D6%D0%B9%FA%BE%AD%BC%C3%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product.dangdang.com/25183172.html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李红娟&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李红娟&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D6%D0%B9%FA%D5%FE%B7%A8%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田莉&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key3=%D6%D0%B9%FA%BD%A8%D6%FE%B9%A4%D2%B5%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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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土地利用管理

一、教学内容及要求

授课学时：

9 学时

教学内容：

1.土地利用与土地利用管理；

2.农用地利用管理；

3.建设用地利用管理；

4.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

5.土地利用生态响应及管理；

6.实施土地利用管理的主要手段。

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视频教学与小组讨论结合。

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土地利用、土地利用管理、土地开发、土地整

治、土地保护、土地集约利用、耕地、永久基本农田、粮食安全等概

念；深入了解耕地资源的分布，耕地资源的数量（耕地总面积和人均

耕地面积）、质量，以及粮食生产总量变化和存在的问题。掌握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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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管理的主要手段，土地用途管制，土地利用生态响应管理；

了解我国耕地保护的目标，耕地保护的措施，粮食安全危机的诱因等。

二、教学重点、难点及解决办法

教学重点：

1.土地利用、土地利用管理、土地开发、土地整治、土地保护、

土地集约利用、耕地、永久基本农田等概念甄别及其相互关系；

2.土地用途管制；

3.耕地保护的目标和措施；

4.土地利用生态响应管理。

教学难点：

相关概念的区分；耕地资源总量、质量与人均的差别，耕地资源

空间分布与人口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口分布的关系、粮食生产总量增

长与结构性矛盾共存。

解决办法：

1.录制微视频，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2.动画演示等多种教学手段的应用；

3.运用生活中的案例开展教学；

4.课程研讨。

三、课程思政设计

设计 1：通过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事迹和言论彰显其社会责任感

和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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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几亿农民的饭碗是关系到社会

安定、国家富强乃至世界和平的大事。以古代中国灾荒时期直到现在

丰衣足食的发展事实为依据强调农民占有耕地的重要意义，以及粮食

生产技术和水平直接关系到有限的耕地资源能否养活更多的人。

通过袁隆平先生一生的科研事迹以及对于我国乃至世界粮食安

全的重大贡献，以其为了把饭碗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上的强烈社会责

任感感染教育学生，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设计 2：课堂讨论回归现实和个人，进一步明确个人的社会责任。

以“当前形势下的耕地保护、粮食安全，国家和个人能做什

么？”为命题进行课堂讨论。国家责任一方面辅助学生回顾课堂知

识，另一方面强化了学生对国家政策方针的理解。最后总结时嵌入以

下思政点：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

会精神，深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坚守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

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

地制度，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着力加强耕地数量、质量、生

态“三位一体”保护，着力加强耕地管控、建设、激励多措并举保护，

采取更加有力措施，依法加强耕地占补平衡规范管理，落实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构筑坚实的

资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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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责任强化国家政策方针和个人生活实际的联系。突出从我做

起的意义和作用，强化爱护耕地、节约粮食、避免铺张浪费的个人社

会责任感。

设计 3：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土地利用生态响应及管理内容学习过程中，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到

生态保护是土地利用的重要内容，强调生态保护和实施可持续发展已

日益成为土地利用中的主流理念和实践。生态保护与传统土地利用之

间往往存在冲突。建立合理规范的土地生态保护机制是既注重生态环

境保护又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利用的要求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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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原

则。

四、作业

1.土地利用管理的法律依据和理论依据是什么？

2.土地利用管理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3.思考耕地保护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4.简述我国粮食生产和供应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矛盾？

5.什么是土地用途管制？土地用途管制的主要内容和措施是什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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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考资料

1.《土地利用管理》（第三版），欧名豪主编，中国农业出版

社，2015 年

2.《耕地质量建设与管理》，胡月明等主编，科学出版社，2017

年

3.《中国耕地保护的体制与政策研究》（第四版），吴群主编，

科学出版社，2011 年

4.《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研究》，金鹏辉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6 年

5.《新时期中国粮食安全研究》，韩一军等主编，中国农业科

学技术出版社，2017 年

六、教学后记

通过本章教学和讨论，学生们对土地利用、土地利用管理、土地

开发、土地整治、土地保护、土地集约利用、耕地、永久基本农田等

概念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对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作用和意义有了初

步的认识和体会；掌握了土地用途管制；土地利用生态响应管理；耕

地保护的目标和措施。

在课程讲解的过程中导入了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先生的事

迹突显其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以课堂讨论的形式进一步加深学生

对于国家政策方针的理解，强化学生规范个人行为和从我做起的社会

责任感。



19

第六章 土地信息管理

一、教学内容及要求

授课学时：

5 学时

教学内容：

1.土地信息的内容；

2.土地数据的特征；

3.土地管理信息化；

4.3S 技术在土地信息管理中的应用。

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视频与讨论结合。

教学要求：

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土地信息、土地数据、RS、GIS、GNSS 等概念，

深入了解土地信息的内容、土地数据的特征，以及土地管理信息化的

必要性。较为全面的熟悉和掌握 3S技术原理及其在土地信息管理中

应用。了解我国土地信息化管理的重要意义及相关措施与进展。

二、教学重点、难点及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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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

土地数据与土地信息概念甄别及其辨析。土地信息的内容，土地

数据的特征，土地信息化管理的内容、进展和意义，3S 技术基本原

理、功能和应用。

教学难点：

土地数据与土地信息的本质差别与联系、3S技术基本原理。

解决办法：

1.录制微视频，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2.视频、动画演示、示意图等多种教学手段的应用；

3.聘请卫星发射基地专家讲座；

4.课程研讨；

5.主讲教师参加培训学习。

三、课程思政设计

设计 1：大国重器的重要意义和自力更生、精益求精、艰苦奋斗、

勇于创新的工匠精神。

以 1993 年美国通过关闭 GPS 信号将我国银河号货轮在印度洋公

海强行扣留事件的回顾强调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就必须建立自

己独立的卫星导航系统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通过 2000 年 4 月 18 日到 2007 年 4 月 17 日 20 时中国和欧盟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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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PRS 频率七年之争的案例，回顾我国北斗一号、二号发展历程，在

亲美的欧盟对我国科研人员在核心技术研发上排挤的背景下突出我

国科研人员在导航卫星研发上体现出的自力更生、精益求精、勇于创

新的工匠精神。

设计 2：BDS 二十年追赶历程以及西昌的重要贡献激发家国情怀。

以最近发生在同学们身边的 2019 年 9 月 23 日 5 时 10 分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长征三号运载火箭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 47、

48 颗北斗三号导航卫星的新闻视频为切入点。强调西昌以其独特的

纬度和气候优势为我国北斗导航卫星系统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以

BDS 组网完成免费提供覆盖全球的定位导航、授时通信和抢险救灾服

务，突出 BDS 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彰显大国担当。

我国导航卫星系统建设事业奋起直追，用不到 20 年的时间在这

一尖端领域实现了对西方国家的超越，体现我们强大的综合国力的生

动体现，也是我们始终坚持创新驱动的显著成效。最终升华学生对西

昌、对国家的自豪、热爱之情。

四、作业

1.辨析土地数据和土地信息涵义、区别和联系？

2.思考土地信息化管理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3.通过具体案例分别说明 3S技术在土地信息管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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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参考资料

1.《地理信息系统概论》（第三版），黄杏元主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8 年

2.《GNSS 定位测量》（第四版），周建郑主编，测绘出版社，

2016 年

3.《遥感应用》，梅安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4.北斗导航卫星系统官方网站

六、教学后记

通过本章教学和讨论，学生们对土地数据、土地信息、3S 技术

的概念甄别及其辨析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对 3S技术在土地信息化

管理中应用的作用和意义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体会。在课程讲解的过程

中导入了在导航卫星核心技术研发上与欧盟竞争的艰苦卓绝又荡气

回肠的历史，凸显了我国科研人员自力更生、精益求精、艰苦奋斗、

勇于创新的工匠精神。以 BDS 二十年追赶历程以及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的重要贡献激发学生的爱家爱国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