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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教师应该始终牢记“不忘初心，

立德树人”的宗旨贯彻教学全过程。 “立德树人”教育政

策呈现出“纵深推进”的特点，是一种“大思政”发展态势 [1]。

尽管全球素养（ ）这一概念定义不一，

但总体来说，大学生全球素养基本包括知识、技能、态度

和价值观三个维度。为实现立德树人的教学目标，高校外

语教学应该结合课程特点、教学目标，外语教学课程思政

的关键在于融入和潜移默化，从而实现学生全球素养目标

的实现。

目标

课程思政这一概念的提出带来了很多的困惑，其本质

并不是具体的一门课程，而是将思政内容融入高校课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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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凸显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培养 [2]。从课堂教学的角度，

将外语课程思政的含义定义为“以外语教师为主导，通过外

语教学内容、课堂管理、评价制度、教师言行等方面，将立

德树人的理念有机融入外语课堂教学各个环节，致力于为

塑造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挥积极作用”。

全球素养这一概念的提出，与外语课程思政的内涵不谋而合
[3]。首次阐述了学生全球素养的核心要素，从知识、技能以

及态度等维度提出教育国际化的目标是让学生获取知识和

技能以便能在全球环境下就业，发展欣赏文化差异和跨文化

敏感性的能力，认为全球素养应包括知识（Knowledge）、

移情（Empathy）、认可（Approval）、外语能力（

）及任务表现（ ）等

五个主要部分。

在立德树人理念的基础下，新时代中国外语高等教育

的目标要求高校建成高质量和创新性的外语金课适应“互联

网 +”背景下慕课教学的新形势以及互联网原住民的性质的

新时代大学生的学习需求。《中西文化比较》课程是本校优

质金课，立足国际视野和文化比较策略，从语言能力、文化

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四要素对学生进行培养，共同服

务于外语课程教育教学总目标，符合培养学生“知识与理

解”“技能”“态度与价值观”三维要素的全球素养素质的

培养目标。其中，语言能力是基础要素，属于学生知识和技

能层面。文化意识培养体现在中西文化比较中体现文化差异

和文化融合，用英语介绍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思维品

质和学习能力重视学生的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

养，通过问题导向引出中西文化对比，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

辨和文化甄别能力。课程教学目标是培养具有文化自信、文

化甄别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复合型外语人才。

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分析了如何在外语教学中实现

外语课程思政，纵向细分为思政范围、主要任务和关键策略，

横向分别为外语教学内容、教学环境治理、外语教学评价和

师生交往四个小维度组成，形成一个全方位思政教育体系。
[2]《中西文化比较》课程基于这一外语课程思政策略，将思

政元素融入线上线下各个环节。以该课程第六章中西方服饰

对比为例，本章教学目标由培养全球素养四大目标组成：知

识目标、能力目标、思政目标和素养目标。其中，知识目标

在于了解中国服饰从古至今的变化趋势、服饰文化体现的中

华民族个性、西方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服饰变迁以及服饰与西

方主要文化特征相结合的特点等知识点，学生应该掌握中西

方不同历史时期的服饰特点以及服饰所展现的文化特征。能

力目标在于通过对中国和美国代表服饰案例分析，以及服饰

文化所表征的时代文化特征，提高学生对服饰的认知和审美

能力和对中美文化中由服饰文化所衍生的文化特征词，培养

学生审美能力和文化差异理解能力。思政目标从中国传统服

饰的美观性和实用性入手，将思政教育中的美育内化教学之

中，建立学生的中国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如何将思政元素融入大学外语教学，《中西文化比较》

课程进行了初步尝试，通过立足不同国家文化差异，培养学

生的全球素养意识，符合国家大学外语课程思政的要求。将

传统中国元素融入课程教学，学生能更好地了解本国文化，

从而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通过教学师生互动并结合

案例教学等多种教学手段，学生对中国最具代表性服饰特点

以及美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服饰特点掌握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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