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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在高校外语教学中的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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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教育不仅要将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学生，更重要的是以立德、树人为目标，培养好学生的内

在德行和素养。当前的高校教学中，尤其在高校外语教学过程中，重知识、轻思想，重外来文化，轻母语文

化的现象不容忽视。在高校外语教学中，如何充分利用课程思政这一武器，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是当

前高校教育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结合具体案例，提出通过在外语教材中寻找思政切入点、加强教师的

思政修养、加强思辨训练等行之有效的方法和途径，从而有效提高外语教学课堂思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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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的教育目标不仅是要培养学生具有较

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更为重要的是要把学

生培养成为具有较高思想政治修养的社会中坚。
然而，在当前日益频繁的国际文化交流中，高校

学生不可避免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不利于其正

确的三观的塑造和培养，这一点在高校外语教学

中尤为突出。学生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往往会对

西方文化产生盲目接受、向往，从而削弱了对本

民族文化的坚持，思想上迷茫，政治上不成熟、不
坚定的现象并不鲜见。因此，在高校外语教学中

如何充分利用课程思政的途径，提升学生的思想

政治修养，业已成为外语教育工作者必须面对的

一个重大现实问题。笔者结合自身经验，通过对

高校外语教学中课程思政的理论思考与教育实

践，提出既结合当代大学生的特点，又结合教材内

容的实施课程思政的策略与方法。

一、高教实施课堂思政的必要性

“大 学 者，囊 括 大 典，网 罗 众 家 之 学 府

也。”［1］也就是说，大学应当是整个社会中的先

进思想的集中地、优秀文化的发源地。探求知

识、追求真理是大学的基本功能。然而，知识不

能脱离思想政治文化而存在，在探索知识、传播

知识的过程中，推动优秀文化的发展、培养大学

生的思想文化修养、向全社会传播优秀思想文化

更是高校的核心任务。可以说，大学的课堂绝不

是单纯传播知识的场所，更是通过思想政治文化

的建设和传播，成为人类思想文化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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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和政治财富的精神高地。
大学生思想活跃，求知欲强，正处于人生中

最具生气和活力的阶段。当代大学生在精神层

面总体上是积极向上的，在思想意识上是基本健

康的。然而，当代大学生所处的精神环境已经有

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

以影视、书籍、网络信息为载体的各种多元文化、
观念、思想，不可避免地对大学生的思想和观念产

生冲击。一项调查显示: 当代大学生中仅 23%对

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状持乐观的态度，而持负面

态度或不确定的则高达 77%［2］。这些冰冷的数字

背后所暴露出来的当代大学生在思想政治上存在

的问题着实堪忧。
这种现象的产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

高校教育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重知识教育、轻

政治教育，重技术传授、轻思想引领的现象。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指出，在大学教育中，

思想政治理论应与各类课程有机地结合起来，形

成协同效应。而课程思政无疑是将思想政治渗

透到各种专业课程中的最佳途径和手段。

二、高校外语教学中实施课程思政
的迫切性

语言和文化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外化表象，而文化是语言的核心和

根本。而另一方面，语言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文

化，而文 化 更 是 一 种 人 际 交 流 中 最 重 要 的 语

言［3］。外语学习者在学习外语的过程中，在表面

上看是学习目的语的知识和技能，但同时，必须

面临一个如何正确对待目的语文化和母语文化

的重大问题。而目前大学外语教学作为培养大

学生人文素养和文化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如果在

教学过程中过多地强调学习目的语文化，而不注

意在学习过程中对如何辩证地批判地对待目的

语文化，容易导致外语学习中出现方向性的问

题。而在高校外语教学中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语

言教学中产生的文化问题，必须通过文化手段才

能从根本上纠正过来，包括如何做好对本民族文

化的传承和发扬，如何通过多种文化的学习比

较，帮助学生牢固树立正确的思想政治观念。
在外语教学中，学生和教师如果就事论事地

为了学语言而学语言，极容易在学习外语的过程

中受到语言背后的思想文化政治的渗透和影响，

而学生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之下，崇洋思想就

会日益严重。与西方文化受到的特殊待遇不同，

在外语课堂中，汉语文化却备受冷落，优秀的母

语政治思想文化在外语教学中显得单薄与苍白。
在这种外语教学背景下的国际交流中，带来的负

面影响则更为严重。比如不少英语专业学生不

知道如何用英文表达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

家孔子，更谈不上用外语向国际社会介绍儒家思

想了。如此基本的传统文化都无法准确表达或

缺失，那么，弘扬中国文化、推广中国文化的任务

就更无从谈起。这种现象必须引起每一位外语

教育工作者的关注。

三、高校外语教学中课程思政的探
索与实践

( 一) 深化教改，因势利导发掘切入点

高校外语教学的教材不仅要成为中国大学

生了解外国文化的途径，也应该成为中国大学生

向世界宣传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题

材。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题材是值得编入高校

外语教材的。孔子、孟子的哲学思想是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瑰宝，理应成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当

今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更是全世界热议的话题。一本优秀的教

材能为良好的课程思政的推进奠定坚实的基础。
有了好的教材，还需要在教材中找到课程思

政最精准的落脚点，这样才能使课程思政发挥出

真正的效果。英语专业教材《综合教程 4》中的

第一篇课文是 Never Give in，Never，Never，Nev-
er，这是二战时期，英国首相丘吉尔鼓励人民永

不放弃斗争，直到最后胜利的一篇演讲稿。2020
年 3 月，正是全国抗战疫情形势最为严峻的时

候，我们通过网课的形式，上了这篇课文。在网

络课堂上，我们充分结合事实比较了战争和疫情

带给社会和人民的灾难、讨论了严峻( stern) 和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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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 dark) 两个词的内涵差异。在讲到课文中的

核心观点“永不放弃”时，笔者把这一表述作为

课程思政的切入点，结合当前的抗疫形势，引导

学生找寻这种精神的现实体现。通过网络上热

烈的讨论，二战时同盟国“永不言弃”的斗争精

神在抗疫战线上找到了诸多完美的诠释，政府的

有力组织，医护人员的千里驰援，志愿者的无私

奉献。同时，笔者利用其作为新学期第一课，鼓

励学生新学期学习榜样精神，不畏艰险，勇于担

当。通过发掘，最真实的思政材料在教材中找到

了最合适的切入点和落脚点。
( 二) 加强教师自身修养，多管齐下提升效果

一名优秀的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也是

课程思政的推行者和引领者。教师要提高自身

的思想政治修养，方能在课程思政过程中游刃有

余，有正气，有底气。而一名合格的教师，要能在

课程思政中担负起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大任，

其基本要求就在于“身正、心定、博学”的六字

诀［4］。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人民教师的育人的

重任时指出，在“传道、授业、解惑”等几项教师

的基本职能中，首要的是“传道”［5］。这是高于

其他职能的，是教师的第一位职责，更彰显了教

师这一伟大职业的初心和使命。而所谓“道”，

就是价值、思想、道理，就是中国智慧、中国精神、
中国文化的精髓。落实到课堂上，授业、解惑是

指传播知识和技能，“传道”就是指超越于具体

知识技能层面上的思想的光芒，这也就是课程思

政的核心要义之所在。
英语专业教材《综合教程 4》的第六单元有

一篇课文 The French Fourth，讲述了一对长年移

居在法国巴黎的外国夫妇，每当自己祖国国庆

日，就在巴黎寓所的阳台上悬挂祖国的国旗，并

重点探讨了对第二代侨民进行文化归属的教育

问题。在课堂教学中，“爱国”很容易地被选为

思政的关键词，但如何讲好爱国的课程思政却并

不容易。简单地讲一些大道理，学生很难接受，

甚至会引起反感。
为了达到较好的效果，使学生更加深切感受

移居国外的人在异国的感受，笔者结合自己在海

外学习生活的经历，通过照片展示的形式，讲述

自己身处异国时对祖国对家乡的感情，以及对孩

子文化归属的教育问题的纠结，起到了很好的点

题的作用。同时笔者又邀请了两位来自刚果的

留学生参与我们的课堂。留学生进入课堂后，笔

者安排了中国学生和留学生之间的互动。中国

学生向留学生介绍中国的一些情况，包括中国国

旗的由来和组成，国旗上 5 颗星分别代表了什

么、国旗颜色代表了什么，还介绍了中国一些传

统节日以及庆祝方式和名胜古迹等等。留学生

朋友也准备得非常充分，用英语给大家讲解了刚

果的基本情况、刚果传统节日及庆祝方式，以及

在中国生活学习的体会等等。留学生特意展示

刚果的一些由中国援建的建筑，在当地显得特别

的宏伟高大。留学生对于中国的友好援助表示

了感恩。同学们在听的过程中不但对移居国外

的人在异国感受有了真切的了解，也为祖国的强

大和友善感到由衷的自豪。
( 三) 加强思辨训练，提高学生思想定力

高校外语教师的基本职责除了完成外语教

学工作，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外语教学过程中利用

课程思政，继承、发扬和传播优秀的中华文化。
外语教师应该加强对自身母语思想政治文化的

了解，使用外语来传承、传播中国文化。课堂教

学中老师的引导作用很明显，教师在进行外语教

学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向学生介绍目的语背

后相关的文化背景，但绝不能因此而忽视了中国

思想政治文化的传承和传播。这里需要教师帮

助学生建立两种相对的文化视角，一种是站在中

国文化的角度审视西方文化，一种是站在西方文

化的角度观照中国文化。前一种视角能帮助学

生理性地看待西方文化，帮助学生在西方文化的

大潮中不会迷失; 后一种视角帮助学生更好地学

习和传承中国文化，更全面、更透彻地看到中国

文化的先进性和独特性，更有利于学生向世界介

绍和传播中国文化。在外语课程思政中，应充

分、合理而科学地利用好这两种不同的视角，以

“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培养提升学

生的思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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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语专业学生而言，听力是一门非常重要

的必修课。通过这一输入性技能，学生可以直接

聆听世界的声音、了解世界动态。笔者在执教听

力课的时候，除了引导学生练习听力技能和策略

训练外，时常以“明辨善思”作为课程思政的主

要目标。比如，2015 年埃博拉病毒在西非爆发，

全球谈埃博拉色变。当时的美国总统发表了一

次演讲，详 述 了 有 关 埃 博 拉 的 一 些 基 本 事 实

( basic facts) 。笔者把这份听力材料作为听力课

堂补充教学内容。在播放演讲前，笔者首先启发

学生展开讨论: 你认为总统发表该演讲的主要目

的是什么? 如果你身为总统，会如何发表此演

讲? 怎样的论据能够更加让人信服? ( 笔者之前

已经做过铺垫，让学生学习了七大类最有效的证

据) 。同学们议论纷纷，各抒己见，也迫不及待希

望听总统如何演绎。听完总统的英语演讲后，各

小组又对演讲中的论证过程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甄别了演讲中“事实”和“观点”，最后派代表对

演讲进行了复述。由此帮助学生内化了知识、训
练了技能、更是启发了学生学会做一个明辨的学

生，从而在生活和学习过程中做到不盲从、善思

考，也不容易被社会上、网络上形形色色似是而

非的观点所误导。
最新出台的《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

标准》对外语类专业学生的素质提出了全新的要

求，“应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良

好的道德品质，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社会责任

感”［6］。但在当今的外语教学中，重知识轻思政

的问题不容忽视，难以真正培养出合格的外语人

才。所以，必须在外语教学中充分利用好课程思

政的手段，找准教材中思政切入点、提高教师思

政素养、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真正发挥好外语

教学中课程思政的作用，让外语教学真正走向外

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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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Thinking of“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in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XIE Xiaowei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oxing University，Shaoxing，Zhejiang 312000)

Abstract : College education should be aimed at not only imparting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students，but also cul-
tivating students’good moral integrity and attainments．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in the process of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current college students attach much importance to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and target language cul-
ture while neglecting moral character development and native culture． Thus，it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issue on
how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courses to condu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improv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quality of students in college educ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some effective strategies including seeking
for the penetration poi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eaching materials，strengthen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ltivation of teachers，and developing students’critical thinking awareness．
Key words: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native culture; target 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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