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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提

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

期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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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

教育是高职高专公共英语教学中以中西方语言文化、风俗习

惯、历史人文、文字文化等文化形式为主要载体的教育内容。

在高专英语教学活动中开展文化差异教育，能够帮助学生建

立更为广阔的文化视域，使其站在民族、国家的角度上审视

语言文化，传承本土文化。但在英语教学中随着文化差异的

不断表现，学生的思想素质开始发生变化：崇洋媚外和盲目

的文化自信开始表现出来，一些学生甚至依靠诋毁某种文化

来证明自己的“文化品位”，特别是出现极端推崇西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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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融入高专英语教学中文化差异教育的策略研究
周知胜

湘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国·湖南�郴州�������

摘�要

公共英语是各高职高专院校的必修课，其修课主体是全体学生，这也就决定了公共英语学科能成为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的重要阵地。课程思政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学科教学活动中的一种教育理念。在课程思政理念下，教师在学科教学中不仅
注重文化知识的传输，更强调政治素养、思想意识和价值观的培养。在新时代教育背景下，课程思政必将在教育活动中绽放
出耀眼的光芒。文化差异教育是英语教学中的重要内容，贯穿英语教育的全过程，论文以高专公共英语教学中文化差异教育
研究为切入点，论述了课程思政融入公共英语教学中文化差异教育的必要性，思考如何实现课程思政与高专英语教学中文化
差异教育的有机融合。

关键词

公共英语；文化差异教育；课程思政；策略

【作者简介】周知胜（1975-），男，中国湖南桂阳人，硕

士，讲师，从事大学英语教学研究。



���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4 卷·第 13 期·2021 年 7 月

的现象。当学科教学活动出现了学生思想意识形态脱离正轨

现象，思政教育活动的落实刻不容缓，课程思政这一教育理

念必须落地、落实。

2�关于课程思政

课程思政是指以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

式，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

对于高等学校而言，课程思政是高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习近平主席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

论述为根本遵循，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是构

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和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

有效切入，是铸就教育之魂的理念创新和实践创新，也是完

善全员全程全方位“三全育人”的重要抓手。

3�课程思政融入公共英语教学的重要性

公共英语作为一门外语，其教学内容本身就涉及文化的

融合与冲突，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上调控好这个度；另外，

公共英语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的必修课，其受众覆盖面广，因

此公共英语课堂必然会成为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

阵地。当课程思政与公共英语课相互碰撞，必然会摩擦出积

极向上的思想火花。对于公共英语课教育活动来说，课程思

政及其重要价值不容忽视：一方面，公共英语是建立在西方

语言文化体系上的教育课程，是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冲击与革

新。而对于当代大学生，他们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速度更快，

受新文化的影响更为深刻。全面抓好思政教育，让公共英语

课程为人才的培养工作服务，保障人才思想不滑坡、素质有

进步，才能保障新时代人才的根正苗红。另一方面，是对中

国本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是对学生道德观、文化观、民族

观的培养与开发 >��。课程思政坚持走以人为本的教育路线，

强调个体的价值，将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建设与学生的成长

联系起来，使其能够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固守本心。不妄自

菲薄，不轻佻骄傲，积极吸收有益的文化素材，保持中国本

土文化的蓬勃生命力。公共英语课程是面对学生完全开放的

语言教育课程，教育上的疏漏将导致学生思想的滑坡，进而

使学生走上错误的方向，课程思政将为公共英语课开启了一

扇植根中国本土的思想之门。

4�英语教学中文化差异教育的内容

文化差异教育始终是公共英语教学中的重要内容。文化

差异教育以中国与西方、汉语与英语中的文化差异为教学切

入点，其教学内容非常丰富，涵盖社交礼仪、日常行为、价

值观与道德标准、民族风俗习惯、地方俚语方言、宗教信仰

等多方面。文化差异教育的内容复杂、生动，且富有趣味性，

有利于拓展学生的文化视野和英语思维能力，但我们不能忽

视的是这些文化差异能对学生的思想意识产生重要影响。

5�课程思政融入英语教学中文化差异教育的必

要性分析

5.1�是悬崖勒马，促使青年学生思想不歪邪的有力保障

文化差异教育是高职高专公共英语教学的重要内容，并

且贯穿英语教学的全过程。一方面，通过教师在英语教学中

开展文化差异教育，使学生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让学生

学会在比较中加深中西方文化的认识，学会相互取长补短、

去粗取精，从而促使文化融合与共同繁荣。另一方面，有部

分学生在学习中西方文化差异后，盲目追崇西方文化，甚至

出现贬低祖国文化的现象。鉴于此，在高专公共英语教学中

将思政内容融入文化差异教育内容刻不容缓。

5.2�是坚守文化底线，完成思想教育的助推剂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差异教育实际上就是帮助学生了

解不同语言文化体系的教育。在英语文化差异教育活动中，

中西、新旧文化相互融合，面对层出不穷的文化结构，对于

正在接受教育的青年学生来说，很难保障他们思想不动摇、

文化意识不偏移。他们可能产生消极的民族主义思想，过度

追捧、吹嘘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化模式，否定中国本土文化体

系的教育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差异教育反而成了破坏

学生思想的罪魁祸首 >��。而在课程思政理念的推动下，忠党

爱国、忠于民族的思想始终不断加强，学生的学习关注点放

在民族文化、民族情感的高度上。借助课程思政，学生在了

解文化差异的同时形成良好的文化素养，意识到“世界文化

和而不同”的真正内涵，从而形成文化自信、文化尊重和文

化认同等良好的意识。公共英语教学中，课程思政之下的文

化差异教育，既是对外来文化的全面解读，更是对本土文化

的坚守。承认西方语言文化的价值，正视本土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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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教师的引导转化为学生的自我教育，这才是文化差异教育

的真正意义 >��。

5.3�是完善育人模式，提高教育质量好抓手

高职高专公共英语教学不仅是培养具有一定英语应用能

力的学生，更要通过教学中的文化差异教育，并将课程思政融

入文化差异教育中，以达成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目标。在课

程思政理念下，英语的“课程价值”被重新定位，英语课不再

单单是一门语言课，而是教师立德树人的重要阵地，我们培养

的将是有扎实英语基本功、有家国情怀的高素质人才。课程思

政补充着教学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着学生成长。

6�如何将课程思政融入到文化差异教育活动当中

6.1�坚守文化底线，理解社交文化的差异，形成文化

自信意识

面对外来思想文化的冲击，部分学生在坚持一段时间之

后便会“缴械投降”，被外来文化中所推崇的文化体系所征服，

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模式百般诋毁。学生缺乏文化学习经验，

容易被新鲜事物所吸引，这是人之常情，但当学生在文化差

异教育活动中“站错队”时，教师必须对自己的教育方法、

教育理念进行反思，对教育素材进行重新整理，让课程思政

在教育活动中发光发热，确保学生能够固守民族的文化底线，

形成出色的文化自信意识 >��。

在文化差异教育活动中，可结合日常生活对学生落实课

程思政，让学生在思想上、文化上感受中西方文化的魅力，

纠正学生“西方文化高于东方文化”的错误观点。以英语中

的“日常问候”为例，在汉语中，“你吃了吗”“去哪啊”

等句子较为常见，这是一种表示日常问候的手段，但在英语中，

+DYH��RX�KDG�OXQFK��:KHUH�DUH��RX�JRLQJ�则属于不礼貌的句

子，因为这些句子“侵犯了别人的隐私”。学生站在主观的

意识上思考问题，认为西方英语更加尊重“人权”，是较为

优秀的语言文化体系。教师必须结合课程思政纠正学生的这

种错误思想，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风俗带入到课堂当中，

让学生站在“文化”的高度上正视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差异。

在西方，“你吃了吗”“去哪啊”等日常问候语属于“过度问候”，

但在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你吃了吗”“去哪啊”表达的是

对丰衣足食的满足、对友人离去的不舍，这些潜藏在生活细

节中的问候，更能体现中国人儒雅温和的本质。在文化差异

教育活动中，不能只让学生看见西方文化的“出色点”，更

要帮助学生看见中国本土文化的闪光点，借助语言交流活动

感受文化差异，尊重传统文化意识，让课程思政在英语文化

差异教育中发光发热。

6.2�主动交流文化，理解传统观念中的差异，形成平

等包容意识

经过长期的英语学习，学生对于英语知识的抽象性、全

面性特点已经形成了一个清楚的认识，认为英语在表达上相较

于汉语更具有优势。这并非是学生不爱国的表现，而是对本土

文化、民族文明的不自信 >��，对国家文化产物的不自信。通过

课程思政融入新的文化元素，让学生对文化载体与文化素材进

行主动分析加工，则能够更好地调动学生的文化热情，使其形

成对祖国、对民族的美好感情，将思政教育活动与课堂教学工

作紧密结合起来。

对于传统观念中的差异，教师应该通过文化与文化之间

的交流活动来帮助学生理解相关英语知识，在文化差异教育中

感受中国本土文化的魅力，学习其他文化的长处，落实思政教

育工作。以“ROG”“GLH”等概念的表述为例，在英语中，“ROG”

带有“年老”“无法创造价值”的含义，因此，英语国家不推

崇“ROG”在句子当中的利用，如“+H�LV�D�ROG�PDQ”，其含义与“他

这个老不死的”相近，带有鄙视的味道。而在汉语中，“老”

代表的是“年长”，是“创造价值”之后的奉献，对于社会来说，

老年人的经验、经历与技能同样值得后人学习，“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是尊老的传统美德的体现；“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更是对老年人的尊重。英语中认为，个体是为了创造价值而存

在的，故此抵触“ROG”，但在汉语中，人老了就应该“安享晚年”，

因而推崇“尊老”，这是中西方民族传统观念的差异。在英语

文化差异教育活动中，教师要从中国的社会文化体系入手，培

养学生优秀的传统道德意识，在让学生接受文化差异教育的同

时，固守中国本土文化中的精神内涵，形成热爱祖国、热爱文

化的良好意识。对于经典的古诗词、对联等材料，也可与英语

进行对比，感受翻译之前、翻译之后的差别。在文化中体验民

族智慧，让学生形成更为全面的文化意识。

6.3�体验教学情感，理解民族文化中的差异，形成远

大人生志向

在文化差异教育活动中，教师不能只以“帮助学生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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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间的不同点”为唯一的教育目标，更要帮助学生树立

远大的理想，培养其敢于为祖国奉献、乐于实现自我价值的

良好意识，在落实立德树人的基本教育任务的同时，全面提

升人才的培养与教育质量，把握未来的育人取向 >��。从个体

角度，要有志气，有骨气，有能力，从民族角度，要有抱负，

有思想，有目标，将个体的命运与民族的发展大业联系起来，

实现学生的再教育。

教师应该围绕文化差异教育活动建立全新的教育格局，

以课程思政为手段，将中国传统文化、地方民族文化、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重要元素带入到课程当中，增强学生的责

任感与使命感，使其形成“舍我其谁”的伟大志向，奔赴祖

国的建设一线。在英语文化差异教育活动中，应该着重培养

学生的文化意识，在传统文化中看见民族文化、民族智慧的

身影。以英语文化差异教育中的“俗语”为例，在英语中，

带有抽象性特点的俗语较为常见如“2YHU�P��GHDG�ERG�”，

直译过来，意为“跨过我的死尸”，可理解为“除非我死了，

否则想都别想”，这是英语中抽象表达的一般特点，更是表

示“绝对不可能”的常见句子。在英语文化差异教育中，教

师可将汉语中的传统文化带入到课堂，让学生在感受传统文

化、解读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本土的文化魅力，固守文化本心。

例如，在“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中感受传统文化

的浪漫主义色彩。在文化差异教育中，不仅要看见文化的表

现，更要看见社会现实如英语中的“3ROLVK�WKH�DSSOH”，直译

为“擦苹果”，但这实际代表着用擦干净的苹果来讨好老师

的行为，是阿谀奉承、拍马屁的表现。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有关讽刺的诗也较为常见，如讽刺昏丞的经典《麻雀诗》“食

进皇粮千万石，凤凰何少尔何多”；讽刺贪官污吏的《官仓

鼠》“健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君口”。在高职高专英

语实际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族优

秀传统带入课堂，培养学生脚踏实地、爱岗敬业的良好意识，

树立远大理想。

7�结语

高职高专公共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差异教育内容丰富，对

学生思想意识、价值观影响大。教师不仅是将文化差异教育

作为英语教学的知识点，更应利用对学生开展文化差异教育

的时机，结合相关内容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引领。踏实践行课

程思政理念，真正做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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