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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humanities disciplines, foreign language has certain advantages in moral education in terms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form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college English major courses should grasp the new direction, implement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casting the teacher, casting the person, casting the soul”, and guide the students’ value thinking in teaching.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explores a new path of moral education penetration from four dimensions, namely, exploring moral 
education elements in teaching materials, innovating teaching methods, organizing multiple practical activities and building an 
environment	for	moral	education	infiltration,	so	as	to	enhance	the	moral	education	function	of	English	major	courses	and	enable	
students to improve their foreign language ability and receive profou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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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专业课程教学中的德育渗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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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外语作为人文学科之一，无论是在授课内容或是在授课形式等方面进行德育渗透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在新时代背景下，高
校英语专业课程应把握新方向，落实“铸教、铸人、铸魂”的新要求，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价值思辨引领。基于此，论文
从挖掘教材德育元素、创新教学方法、组织多元实践活动及构建德育渗透育人环境四个维度出发，探索德育渗透新路径，
以增强英语专业课程的德育功能，使学生提高外语能力的同时，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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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英语专业课程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德育价值，覆盖

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各方面内容。然而，课程内

容以反映西方国家的人物或事件为主，教师作为跨文化知识

的传授者和学生思想品德的塑造者，除了完成必要的语言工

具性教学任务之外，还需根据教材内容实施德育渗透，完成

“课程育人”的根本目标。在教学中，应坚持以成效为导向，

以学习者为中心，从德育元素的挖掘出发，根据教材中蕴含

的德育元素进行补充及拓展，融入“中国文化”的德育元素，

促使学生在对比中西方文化过程中，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1]。在德育渗透方式方面，积极推进多元化的教学

新模式，提升学生视、听、说等语言能力的同时增强学生跨

文化交际意识，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

2 英语专业课程教学中德育渗透的意义

外语作为文化载体有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德育内容，

在英语专业教学中，恰当、合理地进行德育渗透对学生、专

业及学科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2.1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高等教育中最为关键的就是人才培养，在英语专业课

程教学中，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道德修养

等内容展开德育渗透，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认知。同时，借

助启发式、情景式、探究式等多种教学方法，展开差异化教

学，有效提升学生的思辨能力、创造能力和表达能力 [2-4]。

例如，在中西文化对比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学

生文化自信；在历史人物传记类文章的学习中，融入学生们

熟知的英雄人物，透过理解人物的经历，不知不觉中筑牢学

生的信念之基。可见，在教学过程中适时、恰当地进行德育

渗透，可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从而

达到德育的渗透目标，健全学生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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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推动高等教育发展
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

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

这不仅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目标，也是高校各专业改

革与创新的迫切任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将德育元素渗透

到专业教学中对高校创新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英

语专业德育渗透不仅可以提升专业内涵，而且使专业、学科

等方面更加细化，推动英语学科建设，最终推动双一流大学

建设。另一方面，英语专业课程教学中德育渗透，更好地落

实课程育人的目标，助力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

3 英语专业课程教学中德育渗透的问题

为进一步深入了解英语专业课程教学中德育渗透的问

题，笔者以自己所在地方本科院校英语专业学生为对象，采

取线上、线下结合调研方式随机发放了问卷，共发放问卷

3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89 份，有效率为 96.3%。具体调研

情况如下。

3.1 问卷调研基本情况
首先，在对英语教材中蕴含的德育内容的了解程度方

面，调查显示 10.9% 的同学表示非常了解；56.5% 的同学表

示比较了解，20.9% 的同学表示有一定的了解，还有 11.7%

的同学表示不了解（如图 1 所示）。可见，大部分同学对英

语教材中的德育内容只是大概了解，学生的学习仍然停留在

浅层次，缺乏对文章内涵、价值等方面的深入探究。

10.90%

56.50%

20.90%

11.70%

非常了解 比较了解 有一定的了解 不了解

图1 学生对英语教材中每个单元蕴含的德育内容的了解程度

其次，在英语课堂教师德育渗透的具体实施情况方面，

调查结果显示 27% 的同学认为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经常渗透

德育内容，63% 的同学认为教师偶尔在教学过程中渗透德

育内容，仍然有 10% 的同学认为，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基

本不渗透德育内容（如图 2 所示）。由此可见，在英语专业

教学中，教师已经开始重视英语学科与德育教育的融合，但

是德育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此外，在对教师采用的教学方

法进行调查时发现（如图 3 所示），58.5% 的学生倾向讲授

式教学法，34.5% 的学生倾向讨论式教学法，7% 的学生选

择其他方式。可见，在德育渗透的方法上还有待改善。

图 2 英语课堂德育渗透情况

图 3 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

此外，在课外活动中德育渗透的情况分析中发现，在“教师是否经常组织英

语辩论赛、校园英语角等课外活动或实践任务？”的问题中，17.4%的同学认为老

师经常开展类似活动，70.1%的同学认为教师偶尔开展课外实践活动，12.5%的

同学认为教师几乎没有开展过类似活动（如图 4所示）。可见，外语教学仍然需

要进一步丰富课外组织形式，进而实现德育教育的全方位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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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课外活动中德育渗透的情况分析中发现，在“教

师是否经常组织英语辩论赛、校园英语角等课外活动或实践

任务？”的问题中，17.4% 的同学认为老师经常开展类似活

动，70.1% 的同学认为教师偶尔开展课外实践活动，12.5%

的同学认为教师几乎没有开展过类似活动（如图 4 所示）。

可见，外语教学仍然需要进一步丰富课外组织形式，进而实

现德育教育的全方位渗透。

图 2 英语课堂德育渗透情况

图 3 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

此外，在课外活动中德育渗透的情况分析中发现，在“教师是否经常组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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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经常开展类似活动，70.1%的同学认为教师偶尔开展课外实践活动，12.5%的

同学认为教师几乎没有开展过类似活动（如图 4所示）。可见，外语教学仍然需

要进一步丰富课外组织形式，进而实现德育教育的全方位渗透。

图 4 课外活动中德育渗透的情况分析

最后，在对英语课堂中德育学习效果的总体评价方面，

23.2% 的学生认为自己只学习到了英语学科的相关知识，

50.9% 的同学认为从中了解了某些德育内容，25.9% 的同学

表示希望在英语课堂中多融入德育元素（如图 5 所示）。从

学生的总体评价结果看，德育渗透的结果有待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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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学习英语学科 了解了某些德育内容 希望多融入德育元素

图 5 学生对英语课堂中德育学习成果的总体评价情况。

3.2 问卷调研结果分析
从问卷调查的结果看，英语专业课程教学德育渗透仍

然存在着诸多问题：①对教材中元素的挖掘不充分，德育元

素不鲜明，导致学生的兴趣较低。②教师德育渗透的方法比

较传统，缺少灵活的、先进的教学方法的运用。③英语专业

课程德育渗透过程中，实践活动、课外活动的组织频率较低、

形式局限，有待进一步加强。④英语专业课程教学德育教育

对学生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高校应逐步完善各项机

制，促进英语专业与德育教育的融合。

4 英语专业课程教学中德育渗透的策略

基于英语专业课程教学中德育渗透存在的问题，从凝

练德育元素、革新教学模式、丰富实践活动，重视环境建设

几个维度着手，探索德育渗透策略，在增强英语课堂教学

多元性和丰富性的基础之上，着重加强对学生思想、认知等

方面的引导和教育，以培养具有良好英语核心素养的专业

人才。

4.1 科学凝练德育元素，发挥英语教材隐性德育功能
教材是德育渗透的立足点，在英语专业教材中，除了培

养学生的语言技能和知识水平外，还隐含了许多德育元素 [5]。

这些元素涉及文化价值观、人文精神、道德意识、团队合作、

社会责任感、判断力与道德决策、道德情感、法律与道德规

范以及道德理论等方面 [6]。通过深入挖掘英语专业教材中蕴

含的德育元素，不仅可以打开英语教学的思路，丰富教学

素材，而且能够有效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与品质素养。

为此，教师要以专业教材为基础，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德育

元素。

4.1.1 文化价值观
英语专业教材中涵盖了许多文化价值观，如自由、平

等和公正等。这些价值观的传播有助于学生了解不同文化背

景下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通过课文、词汇和人物形象等，

教材可以引导学生尊重他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进而培

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4.1.2 人文精神
英语专业教材中的人文精神体现在对人的尊严、价值

和信仰等方面的关注。教材中的许多内容都强调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人对社会的责任以及人的内心世界等。这有助于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和使命，并积极关注和解

决社会问题 [7]。

4.1.3 道德意识
教材中的道德意识表现为良心、仁慈和感激等方面。

许多课文都强调了道德准则的重要性，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做

一个有道德的人。此外，教材还通过反映社会现实和揭示人

性弱点的内容，鼓励学生反思自己的道德观念和行为。

4.1.4 团队合作
英语专业教材中的团队合作元素体现在互相帮助和共

同协作等方面。许多课文强调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展示了

团队成员之间互相支持、共同成长的关系。这有助于培养学

生的合作精神和团队协调能力。

4.1.5 社会责任感
教材中的社会责任感体现在对他人负责、对集体负责

等方面。许多内容强调了个体对社会的责任，引导学生关注

社会问题并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通过课文和角色扮演等

形式，教材鼓励学生成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有为青年。

4.1.6 判断力与道德决策
英语专业教材中强调了判断力和道德决策的重要性。

教材通过设置情境问题让学生面临道德困境，并鼓励学生理

性思考、权衡利弊并做出正确的道德决策。这有助于培养学

生的道德分析能力和批判思维技巧，使学生在面对现实生活

中的道德问题时能够做出合理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

4.1.7 道德情感
英语专业教材中包含了丰富的道德情感元素，如爱、

友情和家庭等。这些情感元素在教材的人物关系和社会情境

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通过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教材鼓励学

生珍惜亲情、友情和爱情，并关注他人的需要和幸福。

4.1.8 法律与道德规范
英语专业教材中涵盖了许多法律与道德规范的内容，

如遵守法律和维护道德伦理等。教材通过介绍不同国家和地

区的法律制度以及社会规范，帮助学生了解并尊重不同文化

背景下的法律和道德准则。同时，教材还通过案例分析和角

色扮演等形式，让学生意识到违法行为的后果，培养其良好

的法治观念和道德规范。

4.1.9 道德理论
英语专业教材中涉及了许多道德理论，如孔子、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等人的道德思想。这些理论对于帮助学生了解不

同文化背景下的道德观念和思想体系有很大帮助。同时，教

材还通过引导学生对这些理论的思考和分析，培养学生的批

判思维能力和独立价值观。

可见，英语专业教材中蕴含着丰富的隐性德育元素，

这些元素对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道德观念具有重要意

义。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充分挖掘并利用这些德育元素，

将德育教育贯穿于语言技能培养的全过程，使学生在提高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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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能力的同时，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和文化素质。教材

中隐性德育元素的挖掘，使英语教学的科学性与思想性水乳

交融，让学生在不经意间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

4.2 改革英语专业教学模式，探索课堂德育渗透路径
根据调查显示，外语教学中德育渗透教师多采用讲授

法、讨论法等较为传统的教学方式，导致学生参与学习的兴

趣较低，英语教学和德育教学成果不明显。为进一步提升英

语课堂的德育水平、助力学生成长成才，教师需要不断更新

教学理念、创新教学方法，增强学生课堂体验，从而更好地

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以新世纪高校英专本科生系列教材《综合教程》第三

册的“Unit1: Fresh Start”一课为例，在教学中教师以任务

为驱动展开教学，引导学生通过材料的选择和加工，获取完

成任务的语言、内容等信息，并在任务完成的过程中逐步形

成正确的价值观。在本节课教学中教师为学生设计两项任

务，任务一：学习曾子在《礼记·大学》中提及大学的意义，

并思考问题“As freshmen and a new generation of youth, what 

should we do?”任务二：赏析短文第二自然段，思考问题 

“How do you understand the ‘clock’ in paragraph?”在思考问

题的基础上，设计制作日程表的任务，让学生明白自己的时

间都花在什么地方，并以此引导学生珍惜时间，不负韶华。

通过任务驱动不仅实现了知识目标，而且更好地实现了德育

渗透。除此之外，在英语专业课程教学德育渗透的过程中，

教师还可以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采用多元教学方法，如角色

扮演、英语短剧、英语辩论等多种活动，或者为中国文化宣

传短片进行英文配音或解说，并及时针对学生作品进行多元

化和全方位的教学评价，让学生能够通过评价有所收获，主

动总结与反思，从而实现德育沉浸于课堂并得到升华。

4.3 组织多元实践活动，促进价值引领与能力培养

融合
“知行合一”是中国哲学和教育中非常重要的理念，

它强调将知识转化为实践的重要性，可以让学生的学习变得

更加系统化、实用化、动态化。然而，目前英语专业教学中

德育渗透的聚焦点在第一课堂，对于第二课堂、第三课堂的

运用不足，学生在接受教育之后难以付诸实践。基于此，教

师应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魅力，为德育教育的渗透打造更宽

广的平台 [8,9]。

为进一步提升英语课程的育人功效，教师应组织具有

特色的社会实践活动，例如，利用校园英语周活动提升学生

的文化自信；利用英语话剧大赛活动增强学生的个人修养；

利用“外研社杯”英语演讲大赛，在提升学生英语表达能力

的基础之上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除丰富的校园活动之外，

教师还应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到社会实践当中，以培养学生的

社会责任意识。例如，为响应“弘扬中国精神，展现时代风貌”

的号召，英语专业利用假期实践开展“云支教”社会实践活

动。在支教活动中，学生将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文化融入教

学中。有的小组以“二十四节气”作为素材展开，通过连一连、

猜一猜的英语趣味游戏，带领小学生了解清明、谷雨、芒种

等不同的节气，在调动小朋友英语学习氛围的前提之下，大

学生再一次接受传统文化的洗礼；有的小组以我国不同省份

的名胜古迹展开，通过选词配对、对话练习，带领小学生一

起云游名胜，并掌握省份、城市等词汇的表达。在丰富的校

园实践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中，不仅丰富了英语学习形式，

增强了英语学习兴趣，而且不知不觉间提高了学生的思想道

德品质。

5 结论

英语专业课程教学德育渗透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

将德育元素渗透到英语课堂教学、实践各环节中，已经成为

英语专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为更好地实现英语专业课程教学

目标，培养有理想、有担当、有素养的新时代高素质综合外

语人才，需要每一位教师充分挖掘教材中蕴含的德育元素，

并不断探索更优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将育人目标和学生个体

经历建立联系，再由各项活动的参与实现内化，最终实现立

德树人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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