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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背景下来华留学生汉语类课程课堂教学改革 

罗　艺
（昆明理工大学 国际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4）

摘要：来华留学生教育虽然有特殊性，但课程思政课堂教学改革也势在必行。汉语类课程作为来华留学生教

育的基础课程，课程思政课堂教学改革要围绕来华留学生人才培养目标，遵循课程思政教育改革的共性要

求，立足来华留学生课程思政教育的特殊性，结合语言课程特点，发掘课程中的德育内涵，育人与育才相统

一，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培养民心相通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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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of Chinese Cours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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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the  educ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has  its  particularity,  the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imperative. The Chinese language
course is the basic cours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education in China. Therefore, i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should focus on the talent training objectives of interna-
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follow the  common requirem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
form, be based on the particular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be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  courses,  explore  the  connot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integrate education with talent cultivation,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quality, and cultivate people-to-people envoys who understand China.
Keywords: educ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hinese courses
 

2017年 12月，《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

工程实施纲要》提出构建课程育人质量提升体

系，大力推动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课堂教学

改革。坚持“立德树人”，实施“课程思政”课

堂教学改革，构建课程育人质量提升体系，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已经成高校课程体系建设、教学改革的重要

方向。

来华留学生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

部分，实施“课程思政”课堂教学改革，构建来

华留学生课程育人质量提升体系，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培养更多知华友华人士，同样是目前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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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教育工作的重点。

汉语类课程是不同学历层次来华留学生的必

修课，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研究成果虽然还不多，

但这是课堂教学改革的发展方向已是共识[1-3]。留

学生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思政教育有

其特殊性，无论是教育内容，还是教学方法，都

与国内学生存在差异，如何开展针对性的课程思

政课堂教学改革还需进一步研究。本文将分析留

学生课程思政教育特点，细化思政教育内容，结

合留学生汉语类课程特性，找出课堂教学改革的

切入点，探索将思政教育内容融入对外汉语课堂

教学，以期让留学生在学习汉语、中国文化知识

的同时，正确认识、理解中国，实现“立德树

人”的教育目标，培养民心相通的使者。 

一、   来华留学生与国内学生课程思政教育的

共性
 

（一）  育人与育才相统一，培养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立德树人”是教育

的根本任务，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牢

记为党育人的初心，坚定为国育才的立场，以树

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4]。

2016年 12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明确提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

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

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

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

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

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提出推动以“课程思政”

为目标的课堂教学改革，让思政教育从原先单课

程育人转向全课程育人，从之前的专人育人转向

全员育人，从传统的特定时空育人转向全时空育

人。这种高校思政教育创新模式，既贯彻了习近

平总书记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也体

现了高校全课程、全员、全时空的育人理念，是

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有效途径[5]。

2018年 5月 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

师生座谈会上讲话指出：“人才培养一定是育人

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而育人是本。人无德不

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这是人才培养的辩证

法。”课堂教学是高校人才培养的主阵地，“课

程思政”课堂教学改革的核心就在于将育人与育

才相统一，不仅要传授专业知识，更要充分发掘

各门课程中的德育内涵，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的灵活方式，将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融入课

堂教学，引导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树立崇高理想和良好品德，立志报效祖国、

服务人民，以实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目标。 

（二）  育人与育才相统一，培养民心相通的

使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对外开放取得显著进

步，来华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2018年各类来华

留学人员达 49.2万人[6]，我国已成为亚洲最大的

留学目的地国。国际中文教育快速发展，截至

2018年年底，已在 15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548
所孔子学院和 1 193个孔子课堂。其中“一带一

路”沿线 65个国家中的 52国，已设立 140所孔

子学院和 135个孔子课堂[7]。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评

价的那样：孔子学院是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

平台[8]。汉语国际推广为传播中国优秀文化，促进

世界各国交流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

来华留学生教育提供了语言保障。

随着来华留学生教育规模扩大，办学层次、

类型多样化，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留学生教

育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也不容回避，人才培养质量

提升的问题日益突出，“提质增效”是目前留学

生教育工作的关键。

来华留学生教育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组

成部分，同样包括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

的问题，古今中外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

要求、道德标准、价值体系来培养人才，这也包

括留学生教育，趋同化培养是各国留学生教育的

共性。来华留学生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习近

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

在于心相通，心相通的深层基础是文化，关键在

教育，依靠教育使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人群族

群达到文化理解和民心相通[9]。总书记的讲话给来

华留学生教育指明了方向，培养民心相通的使者

就是来华留学生教育的目标，这是使命和责任，

不仅要让留学生掌握不同学科专业知识，还要让

留学生正确认识、理解中国，了解中华文明，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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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留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认

识和理解，做民心相通的使者。要实现这一目

标，来华留学生教育同样要坚持“立德树人”，

创新思政教育模式，积极开展课程思政课堂教学

改革，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这是留学生教育

“提质增效”的关键点。

课堂教学同样是来华留学生人才培养的主阵

地，“提质增效”首先要落实在课程教学质量的

提高，留学生“课程思政”课堂教学改革的核心

同样在于将育人与育才相统一，不仅提升学科专

业知识教学质量，更要充分发掘各门课程中的中

华优秀文化因素、道德取向、价值观念，以留学

生易于接受的灵活多样的方式，将中华文化教

育、思想教育、品德教育融入课堂教学，引导留

学生树立良好的思想品德，正确认识、理解中国，

懂得理解、尊重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热爱和平、

维护正义、共同进步，成为民心相通的使者。 

二、   来华留学生课程思政教育的特殊性

来华留学生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

既有语言沟通的困难，又有不同文明的差异和冲

突，来华留学生课程思政教育应充分考虑其特

殊性。 

（一）  来华留学生课程思政教育侧重点不同

教育部《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

行）》（2018）（以下称《质量规范》）是当前

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的指导性文件，要求来华留

学生的专业培养，既要满足相应专业的教育教学

标准和规范的要求，又要符合来华留学生的人才

培养目标，适应来华留学生的学习特点。

《质量规范》规定来华留学生的人才培养目

标包括四个方面：学科专业水平、对中国的认识

和理解、语言能力、跨文化和全球胜任力。其中

“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要求来华留学生应当熟

悉中国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中国国情和文

化基本知识，了解中国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理

解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公共道德观念，形成良

好的法治观念和道德意识。“跨文化和全球胜任

力”要求来华留学生应当具备包容、认知和适应

文化多样性的意识、知识、态度和技能，能够在

不同民族、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尊重、理解和

团结中发挥作用。两个目标的中心就是正确认识

中国、理解中国，懂得理解、尊重不同文化、不

同文明，做民心相通的使者，这既是来华留学生

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也是留学生思政教育的特

性，与国内学生思政教育侧重点有所不同。 

（二）  来华留学生课程思政教育具体内容有

差异

基于来华留学生思政教育的特殊性，留学生

课程思政教育内容需要有所选择，既要坚持“立

德树人”，又要切合留学生实际，侧重于让留学

生熟悉中国国情和文化，了解中国政治制度，理

解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公共道德观念，达到正

确认识和理解中国，懂得理解、尊重不同文化、

不同文明的培养目标。课程思政教育内容具体可

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   中国基本国情

包括地理状况、人口状况、民族分布、政治

制度、经济体制、法制、外交、教育、医疗、科

技进步等。 

2.   中华民族道德价值体系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构建了

一套成熟的道德价值体系，形成了丰富而独具特

色的个人伦理、家庭伦理、国家伦理的道德规范

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具体体现，凝结

了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 

3.   悠久的历史文化

包括朝代沿革、古代文明、文学艺术、戏

剧、书法、国画、中医、太极拳、茶艺、中外交

流史等。中华民族 5 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

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

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   多样的民俗民族文化

包括日常待人接物方式、家庭伦理规则、公

共道德规范、各地饮食居住习惯、婚丧嫁娶习

俗、民族风情文化等。中华民族是由 56个民族组

成的大家庭，具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和价值追求，

同时又具有丰富多彩的民俗民族文化，体现了文

化的多元性、包容性。 

（三）  来华留学生课程思政教育实施方式方

法有差异 

1.   关注文化差异性，教育方式需具有针对性

课程思政教育内容的导入，需要充分考虑不

同国家留学生的文化背景、教育背景，正视文化

差异，避免文化冲突。高校教师要始终秉承人类

命运共同体意识，教学改革要具有世界眼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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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要充分了解留学生国家文化特点，采取具有

针对性的教育方式，一方面又要引导留学生认识

当今世界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

体，要通过对彼此之间文化的了解，理解、尊重

不同文化、不同文明，消除误解，寻求共识，共

同进步。 

2.   根据留学生学习习惯，采用符合留学生

特点的教学方法

不同国家课堂教学方式方法有差异，课程思

政教学需要针对留学生学习习惯和特点，采用符

合留学生实际的灵活多样具有趣味性的教学方

法，切忌说教，更要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让课

程思政教育内容真正得到留学生内心的认可。 

3.   区分留学生汉语水平等级，选择恰当思

政教育内容和教学语言

来华留学学历生一般 HSK考试都达到四级，

但汉语水平和使用能力参差不齐，需要针对留学

生汉语实际水平，选择恰当的思政教育内容和教

学语言，让学生能听懂、能理解，从而正确理

解、接受思政教育内容。 

4.   课堂思政教学与文化体验活动相结合

中国国情和文化体验活动也是来华留学生思

政教育重要途径，《质量规范》要求“高等学校

应当有计划地组织来华留学生参加中国国情和文

化体验等活动，并与群团组织、社区等积极合

作，促进来华留学生与社会的正面良性互动” 。
如在国家留学基金委的支持下，相关高校承办中

国政府奖学金国际学生“感知中国”主题活动，

让留学生走进企业、工厂、乡村，登上动车、高

铁，充分领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来我国取得的一

系列成果，亲身触摸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

脱贫攻坚的丰硕成果。大多数留学生培养高校，

也结合学校、地区特点，积极开展类似的体验活

动，让留学生走出课堂，在活动中去体验、感知

课堂教学讲授的思政内容，课堂教学与课外体验

活动相互促进，发挥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5.   课程思政教育与中国概况类课程相结合

目前高校国内学生思政教育课程主要包括思

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两部分，来华留学生思政教育

课程也可分为中国概况类课程和课程思政两部

分。《质量规范》规定《中国概况》应作为各学历

层次来华留学生的必修课，有的高校还开设《思

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文化概论》《中

国历史纲要》《跨文化交际》《中国书画》《中

国传统剪纸艺术》《中华武术》《茶艺》《中国

民族音乐欣赏》等课程，其目的就是系统介绍中

国历史文化和当代国情，培养留学生适应不同文

化的能力，让留学生认识和理解中国，懂得理

解、尊重不同文化、不同文明。课程思政教育应

注意与“中国概况类”课程教学内容的衔接，形

成一个统一的思政教育体系，既可以以留学生在

“中国概况类”课程所学知识为基础开展课程

思政教育，又可以解决课程思政教育内容零散的

问题。 

三、   来华留学生汉语类课程思政课堂教学改革

《质量规范》规定汉语类课程是各学历层次

来华留学生的必修课，课程思政是留学生思政教

育的新途径，也是汉语类课程课堂教学改革的中

心。汉语类课程思政课堂教学改革必须围绕来华

留学生的人才培养目标，遵循课程思政改革的共

性要求，立足来华留学生课程思政的特殊性，结

合汉语类课程特点，将育人与育才相统一于课程

课堂教学全过程，在讲授汉语基本知识、培养学

生汉语使用能力的同时，融入思政教育内容，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民心相通的使者。 

（一）  正确认识语言教学与文化、思政教育

的关系 

1.   汉语类课程属于语言教学

目前高校来华留学生汉语类课程，实际上就

是狭义的对外汉语教学，与其他外语教学一样，

其学科属性还是语言教学，教学目标主要是学习

汉语基本知识，培养学生汉语使用能力，为不同

学科专业留学生进行专业学习提供语言支持。

但作为国际中文教育的基础部分，汉语教学

不但要促进中外语言互通，而且要承担传播中华

文化，促进留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

文明的认识、理解与包容的责任。 

2.   汉语教学与中国文化传播的关系

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看，语言是文化的载

体，语言教学必须阐明语言中的文化内涵、文化

背景，才能使学习者真正掌握语言、恰当地使用

语言，因而汉语教学不能脱离中华文化。同时，

语言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

语言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而汉语教学也

是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这是语言教学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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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学融合的理论基础，也是汉语类课程思政教

育课堂教学改革的理论基础。目前汉语类课程课

堂教学多采用“结构、功能与文化相结合”的教

学法就体现了这一教学理念，既强调汉语知识学

习和汉语使用能力培养，又重视与中国文化融合，

这为课程思政课堂教学改革奠定了实践基础。 

3.   语言教学、文化教学与思政教育的融合

来华留学生课程思政教育内容与国际中文教

育中的“文化教学”内容大体一致，思政教育正

是以这些文化知识为载体，让留学生在认识和理

解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全面客观地认识和理解中

国，并形成理解、尊重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跨

文化能力。汉语类课程思政课堂教学改革就是要

充分挖掘汉语所蕴含的中华文化，让语言教学、

文化教学与思政教育融合，育人与育才相统一。

教学中要处理好语言教学、文化传播与思政教育

的关系，一方面通过文化的挖掘和导入，让学生

更好地理解语言知识、提高语言使用能力；一方

面以文化知识为载体，潜移默化地开展思政教

育，三者应当相互统一、相互促进。 

（二）  思政教育切入语言要素教学

汉语类课程虽然区分为汉语综合、听说、读

写等不同课型，教学侧重点不一，但学习汉语基

本知识、中国文化知识，培养汉语使用能力是共

同的教学目标，课程思政教育应当围绕语音、词

汇、语法、汉字及语篇、语用各个教学要素来开

展，将思政教育的具体内容落实到课堂教学的各

个环节。

语言要素是汉语教学的基础部分，汉语、汉

字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文化，充分挖掘这些文化因

素，将思政教育与语言文字教学相结合，使课程

兼具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既提高学生汉语

知识水平，又落实思政教育。 

1.   语音

一般认为语音教学切入思政教育较为困难，

实际上汉语语音系统有自身特点，同样反映了中

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价值观念等文化

特征。如汉语音节声韵调统一、以主要元音为中

心的结构特点，与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整体思维

方式一致；双音节为主体的特点，与“一分为二、

合二为一”的传统思想一脉相承；诗词对联讲求

平仄押韵，利用汉语语音特点形成抑扬顿挫的韵

律美，与中华民族和谐中庸的价值观相统一。当

留学生学习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

里船。”工整的对仗、平仄相间的韵律，不仅让

留学生欣赏诗歌优美的意境，也能感受中国古诗

词运用汉语语音特点产生的优美和谐的旋律，在

审美熏陶的同时，了解中国人的审美追求。 

2.   词汇

词是对客观事物的主观反映，由于自然环

境、社会生活不同，民族心理模式、思维方式不

同，总是带来具有民族特色的词汇，体现了不同

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汉语中丰富的文化

词，承载和传递出丰富的文化信息，给思政教育

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长江”“黄河”“泰山”

“黄山”“植物王国”“动物王国”等，反映了中

华秀美的山川和人与自然的和谐；“旗袍”“饺

子”“粽子”“四合院”等，反映了中国社会衣食

住行特殊物质生活方式；“春节”“中秋节”“年

画”“龙”等，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孔

子”“诸葛亮”“围魏救赵”“自相矛盾”等专

有名词、成语、惯用语，与中国历史文化密切相

关；“高铁”“网购”“共享单车”“手机支

付”等，反映了中国科技的发展和中国人生活的

新变化；“绿色生活”“丝路精神”“人类命运

共同体”等，体现了中国对人类命运的担当。

教学中，既可以随文释词，也可以在学习基

本词汇的基础上，扩展到一组文化词，由点到面

给学生系统的文化认识，延伸扩展思政教育内

容。如“舍己为人”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舍己为公”为了公共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

益，“舍生取义”为正义而牺牲生命，“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国家兴衰人人有责，体现了中国

人传统价值取向、对正义的追求和对国家民族的

责任；“肝胆相照”对人忠诚、真心相待，“雪

中送炭”别人急需时给予物质或精神的帮助，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反

映了中国人待人处事的方式和公共伦理；“慈

母”“严父”父母对之女之爱，“寸草春晖”子

女报答不尽父母的养育之恩，体现了中国人的亲

情和家庭伦理；“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坚韧

不拔奋斗到底，“愚公移山”不畏困难终能成

功，体现了中国人顽强奋斗的精神。如此，既扩

大了留学生词汇量，又让留学生了解了中华民族

的价值观、伦理道德和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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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语法

汉语词、词组、句子以及语段乃至篇章的构

造所体现的文化特点，同样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思

想文化精神。如构词以词根+词根复合法为主，形

成了汉语结构重“意合”而非“形合”的特点，

源于中华民族传统整体性思维特点；存在大量并

列结构的词、词组，其中“天地”“长幼”等不

少先后次序不能任意颠倒，词序的选择与中国尊

卑有序的传统文化观念相关；“得失”“利害”“动

静”等偏义复词的构成，是中华民族朴素辩证法

思想和聚合则吉的传统民族心理的体现；语序是

汉语最为重要的语法手段，特殊性的语序反映了

中华民族从小到大、从原因到结果的认知习惯。 

4.   汉字

汉字属于意音文字（有人主张表意文字），

汉字形体结构与音、义密切相关，蕴含着丰富的

思想文化。如汉字构形很难直接看出音或义，需

要间接、曲折的意合，反映了中华民族重意合的

思维特点；汉字结体无论左右结构，还是上下结

构，都强调平衡和谐，也体现中国人中庸、和谐

的文化思维和文化心理。通过个体汉字字形的分

析，则可以推知其造字意图、所蕴含的文化，如

“忠”“孝”“礼”“义”“仁”“德”“恭”“敬”

“信”等字的构形，反映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和伦

理道德；“钟”“镈”“铃”“铎”等从“金”

之字，反映了中国悠久的青铜文明和礼乐文化；

“婆”“媳”“嫁”“娶”“媒”“妙”“姣”“娴”

等从“女”之字，则反映了中国婚姻家庭伦理及

其对女性的尊重与赞美。

通过对汉字构形分析，并利用多媒体等手段

展现汉字字体的变迁，激发留学生学习兴趣，不

仅让留学生从“形”到“义”，正确理解字义，

也能在趣味性的学习中认识中国文化，提升思想

道德水平。 

（三）  思政教育切入语篇、语用教学

目前常用的对外汉语教材，特别是汉语综合

课教材，大多也是按照“结构、功能与文化相结

合”的教学原则来编写，这为思政教育切入课堂

教学提供了便利。 

1.   语篇（课文）

对外汉语教材课文篇幅一般都不长，但都有

一个明确的文化主题，涉及自然环境、日常生活、

社会风俗、历史故事等，大多贴近留学生的学习

和生活，可以激起留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比

其他教学要素容易切入思政教育内容。比如《发

展汉语——中级综合Ⅰ》（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1年第二版）共有 15篇课文，每篇课文有一个

文化主题，教师可以根据课文主题来进行思政内

容的拓展，让留学生在课文的学习过程中自然而

然地了解到不同方面的中华文化知识和中国人的

思想道德、价值观念。如课文《北京的四季》主

要内容是作者对于故乡四季的风土人情的介绍，

由此可以引导出中国人对故土的思念和深深的家

国情怀；《租房只要一个条件》主要内容是对租

房时看到的不同房屋的周边环境的描写，这可以

结合中国人住房的变迁和友好型社区的构建，从

居住环境改变看中国发展的新成就，看人与自然

和谐、邻里和谐的新理念；《我和父亲的“战

争”》主要内容是父女之间因为思想上的一些代

沟而引发的一些有关“爱”的争吵，这可以结合

中国的“孝”文化，让留学生认识中国人的亲情

和家庭伦理观念等等。其他对外汉语教材的课文

情况大致相同，可以同样如此进行拓展。 

2.   语用

对外汉语教学不仅要让留学生掌握汉语基本

知识，更要注重培养留学生汉语使用能力，教学

和教材编写都突出“功能”正是出于此目的。语

用是指语言用于交际中的语用规则和文化规约，

是由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别是习俗文化所决定

的，语言使用必须遵循语用规则。汉语的语用规

则受中华文化制约，正是特殊的文化习俗带来了

很多特殊的语言交际方式，必须从中华民族的思

想文化背景去解释，这是提高留学生汉语使用能

力的一个难点，但同时也是让留学生了解中华民

族思想文化的一个切入点。如亲属称谓语的使

用，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亲属文化，形成自己的

亲属称谓系统和语用规则，汉语中“爷爷”与

“外公”，“奶奶”与“姥姥”，“伯父”与“舅舅”

不能混用，就是受中华民族亲属文化制约。又如

人称代词“你”“您”“您老”也不能混用，是

受中华民族长幼有序、尊老敬老传统文化制约。

留学生常常因为不了解汉语语用规则而出现

语用错误。如有学生用“吃里扒外”造句：“昨

天老师请我们去他家里吃饭，菜很好吃，我们吃

里扒外很快就吃完菜。”学生只理解了字面意

思，没有正确理解词义，也不清楚吃里扒外的行

为违背了中华文化崇尚的忠诚，是一个贬义词，

因而出现语用错误。又如用“眉来眼去”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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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师上课喜欢看着我们，我们眉来眼去很高

兴。”学生没有理解该词多用来指不正当的勾

搭，违背中国人的社会伦理，也是一个贬义词。

教师在给学生进行语用纠错的时候，不仅要辨析

词义，还要介绍语用规则和文化规约，这实际也

就实施了思政教育。由上述举例可见，思政教育

切入汉语教学是可行的。

但在实际教学工作中要注意，从汉语语言要

素中挖掘出来的文化信息多是中华传统文化，即

使是语篇（课文），现阶段的对外汉语教材课文

材料不少选用的是传统经典故事，有的内容显得

陈旧，与留学生学习需求存在差异。传播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国际中文教育一直在努力地工作，

同时也是课程思政教育最基础的部分，既要挖掘

中华文化之底蕴，让学生认识中国悠久的历史、

灿烂的古代文明，更要思考如何融入当代国情、

讲好当今的中国故事，让学生看到当今中国的巨

大变迁，体会到新中国新发展给人民生活带来的

新变化，对中国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更好

地理解中国。同时，课程思政课堂教学改革要始

终坚持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

家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

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的坚定信心。在课程思政课

堂教学改革过程中，教师不仅要坚持文化自信，

还要让留学生切实感受到中国人民的那份深深的

文化自信。

“课程思政”是实施“三全育人”的具体举

措，来华留学生教育虽然有特殊性，但课程思政

课堂教学改革也势在必行。汉语类课程作为来华

留学生教育的基础课程，开展思政课堂教学改革

是必需的，也是可行的。只有将育人与育才相统

一，切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才能全面

提高来华留学生人才培养质量，培养民心相通的

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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