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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 ����年中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召开，“课程

思政”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向和研究热点。无论是

����年颁布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还

是 ����版修订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以下称《指南》�都

明确提出：“……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

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有机融入大学英语教学内容”。

2�外语课程思政

“课程思政”以学科课程为载体，融入思想政治元素，

将学科知识转化为育人源泉，有机统一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

高校外语课程思政研究成果百花齐放，涵盖宏观、中观、微

观三个层面上，宏观研究关注教育体制系统总体设计改革；

中观设计关注学科课程开发、建设或实施；微观设计关注教

学内容和教材资源以及教学片段设计等。《指南》明确阐述

在大思政背景下对教学要求、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师发展等提出的新要求。在外语课程思政建设方面，提出

了“重构教学内容、转变教学理念”实现外语课程思政的思

路 >��，还有更具体的如思路、目标、师资、教材、课堂、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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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中华优秀文化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以《新
标准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2》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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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思政格局下，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要实现“价值、知识与能力三位一体”的育人目标。教师、教材与教法是实现该目标
的三个关键。在目前教材普遍具有中华文化失语现象的情况下，在教学中融入中华优秀文化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就此，论
文提出了三位一体教学目标设计、挖掘中华文化以及实施有效教学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实践路径，以实现培养中国优秀
文化的传承人和传播者的育才育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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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个方面的实施路径 >��，并且在实现路径上要注也有多维

度的融入。在外语课程思政元素的发掘上，大部分学者提出

要在正确理解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同时要坚持中国立场和文化

自信，育才要道德品质、专业技能、思想认识全面发展 >��。

“课程思政”课堂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师、教材与教法

是“价值、知识与能力三位一体”育人过程的关键因素，三者

相互依赖，相互补充。教师充当课堂引领者，是实施“课程思政”�

的推手，教材是立德树人的载体，教法则是课程思政的保障。

但是，目前市场上的主流大学英语教材及教学资源大多

出自西方国家，中国文化失语严重；同时，从每年的四六级

考试后的各媒体对文化翻译的调侃报道中可见中国学生用英

语表达、弘扬中国传统母语文化失语不容忽视。在“大思政”

格局下，这种现象肯定不利于协同效应的发挥。对此，目前

已有出版社正在建设课程思政视域下大学英语教材体系，也

有出版社为正在使用的教材提供思政元素的补充。在此背景

下，论文提出将微观课堂中母语文化融入基于课程思政理念

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以期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3�基于课程思政理念的大学英语教学中中华优

秀文化的融入路径
3.1�价值、知识与能力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设计

教学的灵魂是教学目标，支配着教学全过程。《指南》

指出“通用英语课程的目的是……增加学生在社会、文化、

科学等领域的知识储备，拓宽国际视野，提升综合文化素养，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所以，在教学目标

设计时既要考虑传统的语言层面，还有跨文化交际和思维能

力层面以及素养提升层面；既要注重语言知识，又要培养明

辨是非，具备核心价值观。

3.2�精选教学内容，融入中华优秀文化思政元素

如果教材中只有单方面的文化输入，学生可能受到文化

侵入而忽视甚至摒弃自己的文化，但是目前中国“大学英语”

课程中所采用的教材，中国文化所占的比重确实有点低，因

此适量补充“大学英语”教材上的“中国故事”，有助于学

生在两种语言和文化的比较与对比中辩证地看待文化现象，

培养文化自信和正确的价值观念。

中国文化元素的挖掘应围绕单元教学主题切入，体现中

华传统的艰苦奋斗精神、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历史观、民族观、

国家观和文化观，更要与时俱进，联系当今时局，及时了解

中国的发展，有助于学生产生民族自豪、国家自豪和文化自信。

下面以《新标准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为例，来看看主题蕴

含的价值目标。全书共八个单元，主题包括校园文化、情感、

运动、犯罪、休闲、战争、科技和职业，所涉及的人生观包

括人生态度，个人品德修养，遵纪守法，顽强、拼搏、不放弃，

积极健康的生活状态，价值观可以体现求实创新、热爱和平

的中国精神、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等。

中国文化思政元素融入，可以根据课程实施阶段和学生

不同阶段的成长需求，有针对性和科学性地进行。大一新生大

部分都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独立生活，这时候的思政教育主要围

绕人生观的形成，学习做人做事；之后逐渐过渡到独立人格及

奋斗精神、奉献精神，思辨能力培养及核心价值观培养，再到

后续课程对中国文化自信、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的培养等。

3.3�落实有效教学

基于价值塑造的外语课程思政教学实施必须始终遵循以

“学生”为中心。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教引领学、教

促成学、教与学互动。因为个人素养的发展是在人与情境的

互动中产生的，所以“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法才能为使

思政元素切实落实到学生身上，促进“以人为本”的教育目标。

因此在教学中积极创设情境，充分利用好教材提供的丰富的

语言输入，以问题为驱动，以语言输出为目的，充分发挥学

生的自主学习潜能，引导学生对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进行解

释、比较、评价和归纳，或认同或鉴别，形成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促使语言的认知和理解，分析评价和运用的产生。

以第二单元“情感”为例，课前以西方的八个 EDVLF�

HPRWLRQV和中国文化中的“七情六欲”为话题讨论，调动学

生的图示准备，积累必备语汇，接着在学完“婴儿同理心的

产生”课文之后，可以播放一段中国人民团结抗疫的视频，

让学生描述体会一下那种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大爱之心，

还可以跟西方抗疫视频对比，更好理解所谓“西方民主自由的”

虚伪。

4�结语

当今中国在世界舞台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能否讲好

中国故事，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大学英语课程

是关键。其中，首要解决的就是母语失语问题，增加母语文

化教学，提升中国优秀文化的目的语表达能力，通过课程思

政理念引导学生辩证地学习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做中国优秀

文化的传承人和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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