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强保密意识，维护测绘地理信息安全 

一、课程教学目标 

1.了解导航电子地图的检查验收过程 

2.掌握导航电子地图保密处理的内容 

二、思政育人目标 

1.培养学生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的保密意识，树立国家总体安全观； 

2.引导学生树立学生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 

三、育人主题 

保密、安全 

四、思政育人案例设计 

教学过程及内容  设计意图  

一、课程导入  

地理信息泄露造成安全危害其实早有先

例，据资料显示，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使

用的作战地图比中国军用地图还要详细。

日本早在发动侵略战争之前，就打着考

察、经商、游览等旗号，派人对我国展开

了秘密测绘，收集测绘地理信息，绘制详

尽的作战地图。而在和平年代，除了非法

测绘获取敏感信息，在互联网上交易、传

递、公开涉密地理信息造成的失、泄密情

况也十分严重。  

测绘地理信息安全就在我们身边，与我们

息息相关。  

二、课程内容分析  

1.结合中印边境问题，引出国家审图的内

容中有关国界的审核及其他审核，增强学

生主权意识、版图意识，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 

2.通过课件、视频、图片等素材展示抗日

通过大家熟悉的案例引入，结合实际问题

讲解地图保密、审核的意义。  

小组讨论 1 意在让学生从

国家安全的角度总结归纳

有哪些测绘地理信息涉

密。  

切入思政育人

点：培养独立

保密意识和爱

国情怀。  



战争时期日军对我国进行的测绘地理信

息采集情况，说明测绘地理信息对国家安

全的重要性，强调导航地图进行保密处理

的原因； 

3.对案例进行引申，当前互联网涉密地理

信息失、泄密情况十分严重，教育学生增

强保密意识，从自己做起主动维护测绘地

理信息安全，规范制作和使用地图。  

小组讨论 2 意在加深学生

对生活中涉密地理信息

失、泄密情况的了解，教

育学生增强保密意识，从

自己做起主动维护测绘地

理信息安全，规范制作和

使用地图。  

切入思政育人

点：担负起国

家安全的责任

意识。  

三、课程总结  

希望同学们能从自身做起，加强测绘地理

信息的保密意识，树立国家总体安全观。 

课程总结呼应开头，进一步强化思政育人

点：应树立一种国家安全，我的责任的担

当意识，从自身做起，维护测绘地理信息

安全。  

五、实施过程 

（一）课程导入 

地理信息泄露造成安全危害其实早有先例，据资料显示，抗日战争时期，日

本使用的作战地图比中国军用地图还要详细。日本早在发动侵略战争之前，就打

着考察、经商、游览等旗号，派人对我国展开了秘密测绘，收集测绘地理信息，

绘制详尽的作战地图。而在和平年代，除了非法测绘获取敏感信息，在互联网上

交易、传递、公开涉密地理信息造成的失、泄密情况也十分严重。 

 

（二）课程内容分析提问：测绘地理信息安全的意义何在？教师明确：测绘

地理信息安全是信息安全、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小组讨论 1：你认为哪些测绘地理信息关乎国家安全？ 

教师明确：说起测绘地理信息安全，或许你会感觉有些遥远，跟自身关系不

太紧密。但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测绘地理信息进入大数据、网络化、数字化时

代，隐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中，与我们息息相关。测绘地理信息数据

面临着盗版、侵权、非法获利、泄密等安全问题，危害国家政治、国土、军事等

安全领域，侵害商业利益和个人权益。 

 

小组讨论 2：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避免涉密地理信息失、泄密情况？ 

教师明确：测绘地理信息数据自古以来就被视为国之神器，轻易不可示之于

人。在发现涉军、涉密地理信息采集举动时，及时拨打 12339 进行举报。非法

测绘涉及国家安全，尤其是一些军事要地的地理信息，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

使用地理信息加密、脱密和数字水印等高新技术，处理互联网上交易、传递、公

开涉密测绘地理信息引发的失密、泄密隐患。维护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安全是每个

公民神圣的责任，容不得半点马虎。必须预防、人防与技防三者兼顾，铸牢全民

安全意识、凝聚全民智慧力量，切实构筑起新时代测绘地理信息安全的牢固防线。 



 

 

（三）课程总结 

通过融入有关测绘地理信息安全的案例，学生上课的积极性提高了，课堂更

加专注，对老师的讲解能认真的听讲，知识技能的掌握也牢固了。同时还培养了

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增强了测绘地理信息的保密意识，为学生今后参加测绘地

理信息相关工作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