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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作为中国高校的必修课程之一，具有课时多、周

期长的特点。许多专业都会开设与英语相关的专业课程，以

拓展大学生国际化视野，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学

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和文化，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养，促进其

成长成才。将思政教育融入英语课程教育，落实高校“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

设者和接班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说：“青

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 [1]”。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应该志存高远、信念坚

定。只有少年智，少年强，一个国家才有无坚不摧的前进动

力。思政教育就是要引导大学生将个人的成长成才与国家的

发展同呼吸、共命运。

目前看来，中国大学生的文化价值主流是积极健康向

上的。经过小学、中学、大学不同阶段的教育，学生们能够

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守宪法、法律和学校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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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章制度，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

政策。但是，不可否认一些错误的西方价值观也在逐渐渗透

到这个的青年一代身上。以当下中国盛行的“粉圈文化”为

例，近期娱乐圈屡屡发生偶像“翻车”事件，部分极端粉丝

频频发出无脑言论，为自家“塌房”的偶像找理由企图为之

洗白，更有甚者扬言要去为自己的偶像“劫狱”，这便是典

型的受到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的影响，粉丝被错误的价值观洗

脑，背离群众，否定集体的智慧，脱离实际，异想天开。再

比如西方节日日盛而中国传统节日日衰。中华悠久的历史和

深厚的文化，有许多值得纪念和传承的精神。端午节，不仅

祈祷安康，更是对屈原爱国情怀的纪念；中秋节，是庆贺团

圆，弘扬敬老孝亲、感恩父母的美德；春节，寓意周而复始、

万象更新。曾几何时起，圣诞节在国内青年人中非常流行，

平安夜大家互赠苹果保“平安”；“情人节”的玫瑰坐地起价。

再比如还有部分公知成天鼓吹美国的民主自由。可我们也很

清楚的知道，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只有中国政府

始终将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举国上下万众一心，共

同战胜病毒，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

个国家可以成功复制中国抗疫成功的经验，因为我们的制度

优势是西方发达国家无法超越的，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指

导下的社会主义道路。

为什么西方国家要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根本原因还

是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中国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社会

主义国家，在经历了近代百年屈辱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国家的发展进步日新月异。

1979年，中国打开大门开始改革开放，短短 40多年的时间，

经济飞速发展，科技不断创新，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

高，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不断增强。西方资本主义看到中国

的发展，危机感油然而生。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

不再仅仅存在于有硝烟的战场，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更为

激烈。

我们不会忘记一张照片，1980年，“中国航母之父”

刘华清将军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之一，远渡太平洋去参

观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美国时，被美方要求“保持

距离”，那就是当时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差距最直接的体现。

西方发达国家在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累积后，经历三次科技革

命，在综合国力上对落后国家具备了降维打击的能力。差距

是巨大的，但是这更加坚定了不屈不挠的中国人奋斗赶超的

决心。

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提出“科教兴国”战略，

并将其作为一条重要指导方针和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意志。

“科教兴国”坚持教育为本，致力提高国民的科技文化素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与世界接轨，既要“走出去”，又

要“引进来”。无论“走出去”还是“引进来”，都要通过

与外界交流得以实现，是以英语这一沟通工具在这个过程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语言，是一种传播媒介，无论好坏，都

能通过语言被传播。随着西方先进的科技和文化涌入中国，

西方的意识形态也逐渐渗透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生活的各个方面。

面对西方文化的渗透，如何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个人认为应该在英语学习的课程设计上融入思政元素，引导

学生正确认识西方文化，学习其“精华”的内容为己所用，

拒绝其“糟粕”的观念误导自身。

第一，英语教师思政意识有待提高。目前，中国高校

大部分英语教师在实际教学中更倾向于英语专业知识的传

授和对西方文化的输入，导致部分学生盲目推崇西方文化，

对西方文化的认同甚至超越本国文化 [2]。

第二，英语教师思政水平有待提高。目前中国的现状

是大多数专业教师认为思政教育是思政课老师的责任，作为

专业老师只需要做好专业教学即可，因此只重视专业教学和

科研能力的提升而忽视思政教学研究，导致将思政元素融入

专业教育的感染力不强、渗透性不足。

第三，忽略“00后”大学生的普遍特点。“00后”大

学生具有网络化、娱乐化和注重仪式感的特点。这一代的大

学生，伴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兴盛成长，他们拒绝被贴“标

签”，崇尚娱乐，喜欢自嘲，同时又极具个性，重视自我感

觉 [3]。专业教师如果在课堂教学中忽略这些特点，照本宣科

地讲大道理，很容易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老师说东，学生

往西。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印发的《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

行为十项准则》是高校教师职业行为的基本规范。准则要求

高校教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潜心教书育人，带头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优秀文化。因此，专业教师不仅

要不断提升专业教研水平，更要重视思政教学研究，提高思

想水平和政治站位，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执行中国

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

大势，不断与时俱进，摒弃落后观念，言传身教，成为学生

成长成才的引路人。

有机结合

一方面，要认真梳理课程所包含的知识点，根据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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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体系与授课对象的特点，将政治引领、价值塑造、知识

传授、能力培养融为一体，设计生动形象的思政元素融入课

堂教学之中，在讲授知识点的过程中适当引入时事热点、国

家政策方针、社会民生新闻，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

国际比较，思考探讨自身肩负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进而

更好地学习专业知识，掌握专业技能，提升思想境界，服务

国家，到基层、到西部、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 [4]。

另一方面，在英语课堂培养当代大学生对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文化自信。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

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指出，要传承和弘扬优秀

中华传统文化，对祖国悠久历史、深厚文化的理解和接受，

是爱国主义情感培育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教师在英语教学的

过程中不断融入思政元素，对比中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引

导大学生们了解华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从历史

中汲取营养和智慧，自觉延续文化基因，增强民族自尊心、

自信心和自豪感 [5]。引导大学生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

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

同感、尊严感、荣誉感，对西方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自觉抵制“糖衣炮弹”的侵蚀，真正做到“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文化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语言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也是意识形态传播的重

要载体。外语的学习与意识形态的传播密不可分，学习一门

语言势必会学习这门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意识形态传

播过程。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社会迅速发展，西方文

化在一定程度上有被神圣化的倾向。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和稳固的时期，很容易受到资本主义

“糖衣炮弹”的侵蚀，对西方文化缺少辨别，甚至小部分人

盲目崇洋媚外。因此，在外语课程教学中“课程思政”的融

入尤其重要。高校教师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

育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挖掘思政元素，融入课堂教学环节，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目标，引导青年学子批判地学习

西方文化，认清哪些是西方文化中有利于我们发展和进步的

东西，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去其糟粕，坚决抵制那些阻碍我

们前进甚至把我们引入歧途的东西；取其精华，将西方文化

中积极的、进步的、文明的、科学的东西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助推自身的发展和进步。

思政课应该起到强基固本的作用，并且逐步向专业课

渗透，真正发挥思政课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育人功能，激

励当代大学生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志存高远、热爱祖国。

爱国主义教育是高校教师一项永恒的研究课题，是思想的洗

礼、精神的熏陶。英语课堂要坚持目标导向、效果导向，引

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批判性地学习西方文化，传承和弘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追

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成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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