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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英语》实施课程思政的背景和意义
(一）背景
2016 年 12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
德树人。 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
世界一流大学。办好我国高校，办出世界一流大学，
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
并以此来带动高校其他工作。 ”习总书记进一步指
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其他各门课
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
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总之，只有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教育教学的整个过程之中，
才能开创出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全新
局面。

作为全国高校普遍开设的公共基础课，《大学
英语》课程是普通高等学校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学生覆盖面最广、持续时间较长的课
程之一，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双重性质。 就工具性
而言，《大学英语》课程是基础教育阶段英语教学的
提升和拓展。在遵循通用英语阶段语言学习规律的
基础上，英语教师要通过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和教
学活动，全面提升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 就人文性
而言，《大学英语》课程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进行跨文
化教育，要让学生在学习英语语言的同时，了解国
外的社会、文化、历史和风俗，增进对不同文化的理
解，加强对中外文化异同的认识，逐步培养跨文化

交际能力。 同时，《大学英语》课程还要帮助进一步
培养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阐释能力，服务中国
文化对外的传播[2]。

（二）意义
就《大学英语》课程而言，教师在教授学生语言

知识、培养其语言技能的过程中融入课程思政具有
多重意义。

1.培养学生的高贵品格
唯有精神的富有，而非物质的丰富，才能真正

成就气度涵养和高贵品格。 因此，《大学英语》课程
的教学，应当以现代文明的素养为品，中华文化的
精髓为格，通过课程思政这座隐形的桥梁，让学生
的血脉里始终流淌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
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1]，成为既有家国情
怀，又有人类关怀的新一代。 “行于所当行，止于所
当止”，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宽敞、越来越广阔。 正
如荀子所说，“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 ”
唯有经历长期的磨砺，高尚的品德和卓越的能力才
能逐步形成并得以显现。 将课程思政贯穿于《大学
英语》课程教学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2.培养学生的赤子情怀
对祖国的高度忠诚和诚挚热爱是中华民族根

植最深远、影响最久远的精神，体现在“国破山河
在，城春草木深”的忧伤，“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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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照汗青”的赤诚，“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的壮志，“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信
念，“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前锋”的豪迈，“国耻未雪，
何由成名？”的气概，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的己任担当。只有通过课程思政，学生才
能在学习语言的同时， 不被消极思想蒙蔽心智，坚
定树立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理想而奋斗终身的信念和决心，肩负时代责任
和历史使命，用中国梦点亮自己的理想之灯、照亮
自己的前行之路，自觉把个人的追求融入到国家和
民族的伟大事业之中，把远大抱负落实到脚踏实地
的、点点滴滴的实际行动之中，志存高远、心无旁
骛、不负韶华、砥砺前行，努力成为德才兼备的社会
主义事业的新一代建设者和接班人。

3.培养学生的未来视野
全球 3.0 时代，竞争不再局限于一时，合作不

再受限于一地。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教育
与技能司 Andreas Schleicher 在《教育孩子，不为过
去，只为将来》（Educating students for their future,
rather than our past）的主题演讲中指出，新一代要
具有“全球胜任力”[3]，这样才能全面分析问题、接纳
不同的观点、与不同文化的人得体地相处，并能为
集体的福祉和可持续性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通过
课程思政，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才能够全方位
地了解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进而
逐步培养自己全情构筑未来视野。 只有这样的学
生，才能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合格的接班
人和建设者。

二、《大学英语》实施课程思政存在的问题与可
能的对策

由于受固有的传统思维的影响，在《大学英语》
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实施课程思政时，各种各样的问
题不可避免。这就要求教师不断摸索、逐步改进，以
达到《大学英语》的课程要求与课程思政较为完美
的契合。

（一）部分英语教师思政意识欠佳
不少老师一贯认为， 思政教育是思政课程教

师、班主任或辅导员的职责。 这就导致很多教师的
教学多半重视《大学英语》课程的工具性，即理论知
识的传授和语言能力的培养，而忽视了课程的人文
性，未能很好地彰显《大学英语》课程与思政课程的
有效协同，以及将显性的语言和文化的教学与隐性
的思政教育的有效结合。这样既不利于帮助塑造学
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更不利于培养他们
树立起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和充

分的文化自信。
为了改善这一状况， 大学英语教师应该认识

到，《大学英语》课程其实是语言知识和人生价值的
统一体。一方面要通过人生价值引领语言知识的学
习，同时也要通过语言知识的学习成就人生价值的
塑造。因此，教师应当以立德树人为目标，充分挖掘
《大学英语》课程的语言功能、话语价值、人文关怀、
文化使命、中国立场、中国元素、地域文化等诸多思
政元素，将学科知识、语言技能、文化价值和历史使
命等逐步融合，以提升大学英语教育教学的亲和力
与针对性[4]。

（二）育人和育才尚未得到最为有效的融会
教师为了完成《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大纲和课

程要求所规定的教学内容，同时为了帮助学生通过
各级各类考试， 往往将教学重点放在知识的传授
上。这必然导致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得不到充分的发
挥，知识的传授和价值观的培养也被割离开来，《大
学英语》 课程应有的育人价值未能得到较好的体
现，呈现出“见树不见林”的状态。

新一代大学生思维更加活跃，个人需求和期待
更高，这就对要在语言教学过程中实施课程思政的
大学英语教师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教师只有牢
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坚持育人
与育才的和谐统一， 坚持言传与身教的融洽一致，
做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才
能在潜移暗化中引领学生，同时通过积极的话语和
肯定的态度，努力培养学生的思辨意识和辨别正误
的能力，逐步实现在育人的过程中，达成育才的目
标。

三、《大学英语》实施课程思政的路径
（一）教学内容是载体
《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内容是思政教育得以

实现的载体[5]。以《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第三
版）为例，各级别教材的单元主题选材多样，内容涵
盖历史、哲学、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科学和技术
等不同领域，既充满时代元素，又极富时代气息；既
聚焦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进步，又密切关注当代大学
生的个体特征和需求。 虽然各单元的主题不尽相
同，但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帮助培养学生从各自不同
的视角看待多元文化的能力，使他们对个人、民族、
历史、传统、文化、社会、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
自己独到的理解和体会。 因此，这样的内容设置既
能开拓学生的视野，又能激发并增强他们的思辨能
力和创新精神，并有助于培养出具有高度的社会责
任感和广阔的国际视野，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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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高素质人才。
以《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第三版）第一

册第四单元“Heroes of Our Time”为例。 在进一步
培养和发展学生基本的英语语言能力的同时，结合
本单元的主题，教师可以将爱国主义情感作为教学
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启发学生从新时代的诸多英雄
事例中获得启示。 结合全球突发的新冠疫情，可以
激发、延展和升华学生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中华民族的挚爱之情，培养学生的赤子情
怀，帮助他们逐步树立起坚不可摧的共产主义的远
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牢扎下
爱国主义的思想根基，立志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
重任。帮助学生树立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自豪感，并
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新时代的大学生不仅要有家
国情怀，更要有人类关怀。在拓展国际视野的同时，
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推动和共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在语言学习的过程
中，通过“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入，将学生知识的学
习、能力的培养和人格的塑造结合起来，使之成为
不可分割、相互关联的整体。

（二）教学过程是路径
《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过程是思政教育得以

实现的路径。就英语教学中的词汇学习而言，《大学
英语》篇章中的很多重点词汇和短语都可以在中国
的古诗词、中华传统文化经典作品、各级党政会议
或文件，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各类著作、报告和讲话
的英文版中找到。 无论在课上还是课下，当教师引
导学生通过汉英互译或填空等不同方式学习包含
这些重点词汇和短语的句子或段落，课程思政亦如
涓涓细流， 不断融入到学生词汇学习的过程之中。
另一方面，当教师带领学生领略篇章所呈现的西方
文化的同时， 也可以通过汉英互译、 分组讨论、写
作、口头汇报或角色扮演等方式，让学生深入了解
中西方文化的异同，引导他们对不同文化进行客观
的思考和评价，进而培养并树立文化自信，形成费
孝通先生 1997年提出的“文化自觉”[6]。 也就是说，
学生“首先要清晰地认识自己的文化，全面并辩证
地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
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
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的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
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
化都能和平共处、 各抒所长、 联手发展的共处守
则。 ”[7]

除了词汇学习，课程思政也可以融入到学生听
力和阅读能力培养的过程之中。大学英语教师可以

结合国内外近期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或演
讲报告等，通过官方媒体发布的与篇章主题相关的
音频、视频和文章的推送，帮助学生在了解最新时
事的同时，巩固相关领域的重点词汇，学习具有新
时代特色的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英语表达，了
解中英文表达方式的异同，思考其中隐含的文化因
素和思想背景。 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之下，就能够逐
步正确认识对于相同事件或文化的不同理解，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提升中国文化的
英语表达能力， 并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和人文素
养。 在这个过程中，大学英语教师对学生的思想教
育和品德塑造也就在潜移默化中得以逐步实现，并
为他们传播中华文明打下坚实的基础[8]。

仍以 《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第三版）第
一册第四单元“Heroes of Our Time”为例。 教师除
了挖掘“课程思政”元素，还可以进一步挖掘篇章中
的 “人文元素”， 帮助学生了解不同时代的人们对
“英雄” 一词的不同理解。 结合全球突发的新冠疫
情，让学生进一步理解新时代“英雄”的真正含义。
透过篇章文字， 帮助学生发掘其中蕴含的人文内
涵、渗透的价值取向、饱含的作者感悟，以及体现的
时代精神。这些无一不在向学生传递着人性之真善
美，激发着他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教师从文字中
提炼出的人文智慧，能够帮助学生在情感的共鸣和
道德的感召之下，逐步培养人文素养，构建健全的
价值导向，肩负起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重任。

与此同时，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用英语讲好
中国故事”， 借此提升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或者书
面写作能力。 首先，在进一步培养和发展学生基本
的英语语言能力的同时，结合篇章的主题和中国的
战“疫”故事，鼓励学生以口头或者书面的形式，讲
述自己身边的、或从各类官方媒体了解到的新时代
英雄们平凡却伟大的事迹，让学生在“润物细无声”
中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进一步培养其强大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
心，同时帮助激发和提升其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和思
辨能力。其次，不同的社会制度和背景下，人们不同
的生活方式或不同的思维方式都可能会导致来自
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们彼此之间的不理解乃至不
同程度的误解。“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
相通”。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民心相通”[9]，其实
就是文化的相通、交流和互鉴。“用英语讲好中国故
事”，能让学生从优秀的中华文化中汲取中国智慧、
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让世界了解中国的
魅力所在，真正获得与世界沟通和对话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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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大学英语》课程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通过课内

外不同活动的设计和实施， 引导学生在学习听力、
口语、阅读、写作和翻译等各类材料的过程中，实现
个体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的进一步提升，使学生
在认识世界、发现自我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增进对多元文化的感知力和
理解力，进而逐步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由此可
见，《大学英语》的课程性质和培养目标与思政课程
具有非常高的契合度。 因此，大学英语教师要不断
提高个人的思想修养和政治素养，为学生树立良好
的榜样， 做学生健康成长道路上的指导者和领路
人。同时，大学英语教师还要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弘
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为实现自己的青春
梦和中国梦奋发图强。 总之，大学英语教师不仅要
注重知识的传授， 更应该关注学生的价值塑造，帮
助培养既有国际视野又有家国情怀的新一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国家发展战略
服务。

另一方面，对于实施课程思政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诸多问题，则有待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摸索
和改进，尽可能达到《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和课程思
政更好的融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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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ducating People to Training Talents: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College English Course
JIANG Ting-yi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Kunming 650504，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 eneral secretary of CPC,stressed at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
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at the essence of a university lies in building morality and training
talents.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make the best of the main channel of classroom teaching,making
all courses go hand in hand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and forming a synergistic effect.
The course nature and training objectives of College English are highly consistent with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which provides convenience for it to integrate into and implemen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
ical education.Simultaneously,however,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to be explored and improved by teach-
er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so as to achieve a better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classroom teaching.
Keywords：College English；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Application；Ref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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