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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0 年 5 月教育部发布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全面推进高

校课程思政建设。外语学人积极探索专业英语和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思路与路径，致

力于教学创新，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本期两篇文章分别聚焦大学外语课程思政实践探索

中的问题与对策、外语思政课程的实现途径之一—中华文化融入外语课堂相关研究的回

顾与展望，对实践问题和研究方向进行了全面阐述和梳理，有助于外语教师提升课程思政

建设的意识和能力，同时，对于进一步明晰课程思政建设目标要求和构建外语课程思政体

系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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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兼具工具性、人文性和国际性的高校通识大类课程，大学外语课程思政实践在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中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问卷和半结构化访谈，调查 45 位大学外语教师课程思政实践

情况，揭示目前大学外语教师在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探索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据此提出大学外语课程思

政实践的改进对策: 提升思政教学素养、明确思政教学目标、建设思政评价体系、拓展外语学习维度。本

研究可为进一步推进大学外语课程思政建设提供参考和建设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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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nstrumental，humani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urse of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the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fulfill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s through educat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ractice of 45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semi-struc-

tured interviews，reveals the main problems faced by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in the explo-

ration of teaching cours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and puts forward strategies to pro-

mo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It is suggested to

improve teachers’teaching literacy，set clear teaching objectives，build detailed evaluation system

and exp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dimension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urther promo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Key words: cours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prac-

tice; problems; solutions

1． 0 引言

2020 年 5 月，教育部正式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后文简称《纲

要》) ，要求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并明确课程思政建设的目标和内容。不同于思想政

治理论课程，课程思政强调在非思政课程中引入思政教育，挖掘课程蕴含的家国情怀、社
会责任、文化文明、法治道德等思政内容，以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三观，从而实现知识传

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的统一。作为一种全新改革化的教育观、课程观、知识观( 王卓，

2020) ，课程思政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各学科的课程建设。在课程思政的视角下，外语课程

更应在对比中西方语言和文化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辩证、客观地看待西方语言及文化，

增强学生的思辨能力和国际视野，帮助学生保持对外国文化的尊重和对本国文化的自信，

从而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外语课程思政建设涉及对外语专业类课程思政的

探索( 杨金才，2020; 司显柱，2021; 余睿、朱晓映，2021; 郑峻，2021 ) 以及对大学外语课程

思政的探索( 杨婧，2020; 叶俊、盘华，2020) 。前者包括对外语在文学、翻译、语言学等某

一方向所涉课程的探究，课堂受众群体通常为外语专业学生; 而后者作为大多数学生必修

的公共基础课程，其思政效果覆盖面更加广泛，其课程思政功能也更具独特价值。本文将

从教师近年来课程思政实践现状和问题入手，探讨大学外语课程思政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并提出解决问题的路径。

2． 0 文献综述

目前对大学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的研究主要在宏观层面上提出课程思政实施路径，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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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对教材编写、教学评价、教学体系建设与教师发展等理论视角的探索。教材是对教学大

纲中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的直接呈现，也是指导教师教学的重要支撑及辅助学生学习的

有效媒介( Cunningsworth，1995: 7 ) 。教材内容不仅包含知识和技能，而且隐含核心价值

观，因此，教材能在多方面最大化地激发学习者的潜力( Tomlinson，2011: 21) ，对课程思政

功能的实现具有引领作用。孙有中( 2020 ) 从跨文化对比、价值观思辨、以外语表达中国

文化和体验式语言学习四个角度提出了外语教材内容的思政融入路径，认为能够以此提

升学生的文化自信、道德素养、人文精神和跨文化能力等。同时当大学英语教材内容中没

有明显的思政论题时，应挖掘其中的思政元素，因为话语、语篇等都可以反映一定的价值

观和思政成分( 黄国文，2020) 。据此，目前大学外语教学还需教师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挖

掘话语或语篇的内涵，从而实现富有成效的思政教学。

在建设教材的同时，构建大学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同样重要。评价机制对教

学具有监管、督促功能。在课程思政的背景下，应以检验课程思政效果为目标创新评价标

准，兼顾语言与思想( 张敬源、王娜，2020: 20) ，两全认知与情感( 李志英，2020: 25 ) ，从而

完善课程思政背景下的大学外语教学评价体系。课堂评价通常以教学需求和教学效果为

导向( 肖琼、黄国文，2020: 12 ) ，并综合应用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 ( 姜钢、何莲珍，

2019) ，而课程思政的外语教学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价值观养成，因此更加偏重以形

成性评价为理念( 刘建达，2020) 。除了对学生学习效果的测评，《纲要》也强调了健全对

教师思政教学能力评价及院校思政教学效果评估的重要性，归根结底，人才培养效果是大

学外语课程思政建设评价的重要标准。由于课程思政对大学外语教育的人才培养提出了

新的目标和要求，转变教学理念，重构教学内容，势在必行( 刘正光、岳曼曼，2020) 。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作为课堂教学的推动者，教师是实施课程思

政的关键要素。一方面，外语教师应提高自身的政治理论素养、中国历史文化素养和对社

会议题的敏感度( 陈法春，2020) ，以提升个人思政素养; 另一方面，学校也应重视外语教

师思政理论培训，通过定期示范学习和专家研讨等活动，帮助教师提高课程思政教学能力

( 肖玥瑢，2020) 。除了课堂教学，文秋芳( 2021) 还强调教师言行对思政效果的影响，即要

求教师在外在表现、精神世界和对学生的态度三个维度自我约束，以达到言传身教的思政

教育效果。

综上所述，目前对大学外语课程思政的探索仍侧重于较为宏观的角度，且多为理论性

探讨，鲜有基于微观视角的实践性探索。思政视角下的教材活用、教学评价合理化与教学

体系实践都离不开教师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但当前研究对教师维度的探索少有结合

教学实践的层面。基于此，本研究从教学实践出发，以大学外语教师课程思政实践现状为

切入点，探究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知情况、践行课程思政理念的教学现状、面临的困境以

及发展的需求，并据此提出对大学外语课程思政教学的改进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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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研究设计

课程思政要落地，须了解教师真正的需求和其教学实践现状。本研究通过问卷和半

结构化访谈对某高校 45 名大学外语教师的课程思政理论认知与教学现状进行调查，以探

索教师在大学外语课程思政实践中面临的问题与需求。表 1 为参与调查教师的年龄与职

称分布情况。

表 1 教师的基本信息情况表

年龄 人数 占比 职称 人数 占比

25 － 35 岁 2 人 4． 44% 助教 1 人 2． 22%

36 － 45 岁 31 人 68． 89% 讲师 21 人 46． 67%

46 － 55 岁 11 人 24． 44% 副教授 13 人 28． 89%

55 岁以上 1 人 2． 22% 教授 10 人 22． 22%

总计 45 人 100% 总计 45 人 100%

问卷调查以单项选择、多项选择及简答的形式，关注三个方面的信息: 教师的课程思

政认知( 如“认为课程思政的概念是什么?”) 、教师的课程思政实践情况( 如“是否融入课

程思政环节?”) 及教师面临的困境与需求 ( 如“在课程思政方面 希 望 获 得 怎 样 的 帮

助?”) 。访谈是对问卷的补充，其问题提纲也基于教师课程思政认知( 如“课程思政应包

含哪些内容?”) 、教师课程思政实践( 如“在教学中如何融入思政内容?”) 及教师面临的

困境与需求( 如“对目前大学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三个方面，侧重获取教师

的开放性答案。

在对问卷数据进行描述和统计方面，我们利用 Excel 计算相关题目的选项比例，针对

开放式问题和半结构化访谈结果，使用 AntConc3． 5． 7 统计关键词，并对之进行内容分析

和观点提炼。除了问卷和访谈，我们还收集了 45 位教师的教学案例，旨在对调查结果进

行客观辅助说明。

4． 0 研究发现

4． 1 大学外语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知情况

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发现，大学外语教师获取“课程思政”信息的来源主要包括相关文

件与会议( 80% ) 、网络与新闻媒体( 75． 56% ) 及单位领导传达( 77． 78% ) 等，且大部分教

师( 86． 7% ) 参与过省级、校级、院级或是教研室级别的课程思政会议与培训，由此可见，

院校较为注重课程思政概念的贯彻与学习。然而，当教师群体对“课程思政”概念进行解

释时，尽管绝大多数教师( 95． 6% ) 能够对“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两个概念加以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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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即基本清楚课程思政是一种在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的教学理念，而思政课程为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肖琼、黄国文，2020: 10 ) ，但当需要教师们进一步描述课程思政的

概念时，大多数教师很难对之进行全面的解释。在被问及“课程思政”应包含的内容时，

教师们给出了多样化的答案。笔者通过对教师们的回答内容进行同类或同义词分类整

理，按照频数分布高低对答案关键词进行了排列( 见表 2) 。

表 2 教师认为课程思政包含的主要内容

序号 关键词 频数

1 家国情怀 /爱国主义 18

2 三观( 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15

3 立德 /道德 /品质 /品格 10

4 时事 /时政 7

5 树人 /为人 6

6 中国文化 5

7 能力养成( 思辨 /学术 /交际) 5

由表 2 可见，45 位教师具有非常高的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三

观的意识，且基本能够把思政与了解时事、时政建立联系。并且，教师们多次提及对学生

进行道德和树人方面的培养，这表明教师比较清楚课程思政“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此

外，部分教师认为大学外语课程思政教育应涉及中国文化相关内容，并提及能力养成的维

度，指出学生应掌握思辨能力、学术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等，这些能力维度契合了《大学

英语教学指南》( 2020 版) ( 后文简称《指南》) 对外语学习者的要求。《纲要》中把政治认

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识、职业道德修养等作为课程思政的重点内容，但参

与问卷与访谈的教师少有提及法治教育、职业理想等维度，可见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知与

《纲要》所指还有一定距离，对思政内容的认知不够完整。有的教师甚至在访谈中直言:

“其实并不是十分确定课程思政的内涵，有时候觉得自己很难对思政元素有准确和科学

的把握。”

4． 2 大学外语教师课程思政实践现状

问卷调查显示，尽管所有教师( 100% ) 都认为自己在教学实践中融入了课程思政，但

仅有 26． 7%的教师认为自己做到了全部或大部分融入。教师提供的教学案例也显示，教

师在教学设计中依然更多关注语言与能力的学习目标，而少有思政维度学习目标的设置。

由此可见，在实际授课中，大学外语教师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课程思政教育，但其具

体目标尚不清晰，融入内容也具有主观随意性。当教师被问及如何融入课程思政内容时，

教师最多提及以文化为切入点，即对比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外语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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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乎西方语言及文化，因此以文化视角切入思政教育是外语教师易联想并使用到的融入

方式。通过对教学案例进行分析，我们也发现教师在教学中对思政内容的设计较为单一，

且多围绕文化视角进行。以“友谊”主题的单元教学为例，多数教师设置了“对比中西方

文学作品中的友谊”“对比中西方友情故事”等此类任务，而没有深度挖掘单元内容，尝试

结合法律、职业、时事等方面对友谊进行更深程度的探索，如探讨国际友谊、职场中的友谊

等。教师对教学思政融入的局限性，源于教师对课程思政概念的认知不清。

就融入思政时使用的教学方式而言，教师们更倾向于使用讨论式教学( 82． 22% ) 和

情境式教学( 77． 78% ) ，而较少尝试讲授式教学( 44． 44% ) 和主题式教学( 42． 22% ) 。由

此可见，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教师的倾向性与《指南》中提出的“合作式、探究式、任务

式”等教学方法理念不谋而合。与此同时，许多教师依然认为自己迫切需要在思政教学

的途径和手段、方式和方法方面得到更多的指导，并反思自己“无法做到讲授内容与思政

话题无缝衔接”，同时希望能够“更加懂得如何将授课内容与思政教育自然而非生硬地结

合”，并关注学生对课程思政的接受度，以期实现既有效又有趣的大学外语课程思政教

学。

在教学实践的所有环节中，教学评价是教师们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结果显示，有半

数教师( 51． 11% ) 没有在任何课程考核中设置思政维度; 而在另一半教师中，绝大多数

( 44． 45% ) 也只针对部分课程的学生成绩设置了思政维度考核。由此可见，在大学外语

课程思政实践中，教师对如何在教学评价中融入思政维度考核，仍不甚了解，这一点在教

师提供的教学案例中也有所体现。针对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有教师在访谈中表达说“感

觉自己已经将教材内容充分讲解，但不确定是否达到了思政教学的标准”; 也有教师认为

自己在课程思政教学中“缺乏统一的纲领和指南，不清楚对课程主题挖掘的程度和方

向”。这些都是目前教师在融入课程思政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确立课程思政

教学评价标准，以及建设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亦是关键任务。

4． 3 大学外语教师实践课程思政面临的困境与需求

研究结果也呈现了教师在大学外语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遇到的困难和希望获取的帮

助( 见表 3) 。由表 3 可知，教师在进行大学外语课程思政教学时，主要面临无法把握思政

元素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35． 56% ) 及教学效果不够理想( 33． 33% ) 等困难。基于这些困

难，大学外语教师也提出了一些诉求，如希望获得思政元素挖掘( 35． 56% ) 和思政教学方

法( 35． 56% ) 两个方面的指导，也有教师( 24． 44% ) 希望有更多优秀课程作为示范，从而

提升自身的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在访谈中，有教师提出了“建立大学英语思政素材库、共

享资源库”的建议，并期望建立“优秀示范课，树立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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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教师融入课程思政的困难与诉求

具体条目 人数占比

教师融入课程思政的困难

教学时间有限 26． 67%

教师精力有限 2． 22%

不太能把握思政元素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35． 56%

教学效果不理想 33． 33%

其他( 怕学生反感) 2． 22%

教师融入课程思政的诉求

思政元素的挖掘与指导 35． 56%

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学习与指导 35． 56%

优秀课程示范 24． 44%

课程思政相关会议与培训 4． 44%

其他 0%

此外，教师还提出了对课程建设的思考，如有教师反馈说“确实感到应提高自身的文

化素养，但有些力不从心”，还有教师困惑于“如何发挥作业的育人功能”及“如何进行课

堂之外的思政教育”等。实际上，教师在融入思政内容时具有很强的随机性，且无系统性

( 崔戈，2019: 139) ，这便要求教师应当获得更加具化和细化的大学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的

指导。

5． 0 讨论与启示

5． 1 重视培养教师思政素质，增强大学外语教师课程思政意识与能力

问卷与访谈的结果揭示了大学外语教师目前对课程思政概念理解上的不足。因此，

应重视培养大学外语教师思政素质，提高其课程思政意识与思政教学能力。
针对课时有限、任务重的问题，教师应该认识到课程思政的知识能力传授与道德价值

引领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张正光等，2020 ) ，当学生在课程中得到正向的价值学习之

后，会更加懂得自己肩负的社会使命和理想，进而产生更强的学习动机，因此更加有助于

学生知识和能力的习得。课程思政要求大学外语教学应结合社会热点、国家发展、全球时

事等新鲜的议题，这就对教师知识体系更新、教学能力提升和语言能力提高提出了新要

求。针对教师目前面临的课程思政实践问题，笔者所在学院已开始并定期组织教师进行

以提高思政意识为目标的培训，并通过课前课后联动制度进行课前集体备课、课后共同反

思。在教材挖掘方面，教师也会定期择优分享具有参考价值的课程思政实践，通过集思广

益形成教师的思政教学互助共同体。此外，以大学外语课程思政为导向，课程团队着手建

立大学外语课程思政的素材资源库，广纳各种思政资源，取之于教师并分享予教师，以促

进教师的发展，并完善大学外语课程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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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明确思政教学目标与评价体系，提高大学外语课程思政教学效果

作为课程教学设计的关键和主导，教学目标对教学内容具有指引作用。课程思政对

于外语课程的建设具有目标导向性和内容导向性( 王卓，2021 ) ，树立课程思政的教学目

标是推进课程思政教学的必要条件。基于此，笔者所在大学外语课程团队构建了大学外

语的“三维教学目标”( 见图 1) ，将课程教学目标细化设置为对知识、能力和思政三个维

度的要求。在知识维度上，重视词汇、语法、语篇和交际策略等语言层面的教学; 在能力维

度上，重视培养学生的语篇分析、体裁语用、学术写作、批判思维等多种能力; 在思政维度

上，着重培养学生的正向价值观，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合作意识，并帮助学生建立文化

自信、民族自信。当教师明确了课程目标，便可以根据目标从教学内容、教学活动、教学方

法等多个维度设计具体的教学环节，从而使课程思政教学更加行之有效。

图 1 大学外语课程思政设计的“三维教学目标”

清晰的教学目标能够导向合理的教学活动，明确的教学评量能够实现良好的教学效

果。在课程设计中关注学生思政学习效果，亦是关注教师课程思政教学效果。《指南》中

指出评价应当覆盖课程设计的各个环节，并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和手段，且兼用形成性评价

与终结性评价、量化评价与质化评价，从而保证评价对课程效果的推动作用。而基于课程

思政效果的教学评价，应以课程教学目标为基准，因此，笔者建议以“三维教学目标”为参

照，建立对应的包含知识、能力和思政维度的评价体系。大学外语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和

教学评价只有更加具体化，才能使思政功能内置于核心知识和技能教授之中，从而实现学

生知识、技能、价值的全面提升。

5． 3 扩展外语学习空间和时间，构建大学外语课程思政金课

在信息化时代与后疫情时代的大背景下，作为一种将面对面教学与线上教学结合起

来的教学方式( Graham，2006: 5) ，混合式教学兼具理论融合性、环境兼容性与知识重组性

( 岳曼曼、刘正光，2020) ，成为许多院校在推动大学外语课程建设时青睐的教学理念与方

式。课程思政背景下的大学外语课程教学也可采用混合式教学法，将课堂教学向线上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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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拓展教学空间、时间，通过提供开放一体化资源的教学平台，为学生提供丰富的线上外

语课程思政资源和课外学习活动，重视培养学生的自我认知能力和自主性学习意识，从而

实现“互联网 +”背景下的线上线下大学外语课程建设。
金课的标准为“两性一度”( 吴岩，2018) 。就“两性”而言，大学外语课程思政应重视

课程设计的高阶性和创新性。在教学实践中，通过融合多种语言教育方法，以生态视角的

语言学习观为指导，应用探究式、调研式等学习方式，培养学生的分析、整合、思辨能力，从

而全面提升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通过深度教学，一方面，以“思辨”打开辩析文化价

值的思维，使学生既具备世界格局，又增强本民族意识; 另一方面，以“思政”帮助学生树

立中华文化情怀、提升文化自信，使学生在中西交流语境中展现既不妄自菲薄、又不盲目

崇外的文化自觉及文化修养。就“一度”而言，大学外语课程应以挑战度为量具，并以听

说读写专项技能为主线，从政治、文化、家国、法治、道德等思政内容维度设置多样化的课

内课外、线上线下任务。课程的高阶性和创新性关乎学习者的学习效果，课程挑战度则侧

重教学内容设计的质量，这正符合“两性一度”的金课标准，即学习效度与内容设计质量

的融合( 李成坚，2019) 。通过构建大学外语课程思政的金课，为大学外语教师提供标准

范例，从而帮助教师实现更优化的大学外语课程思政实践。

6． 0 结语

本文通过对大学外语授课教师的问卷与访谈，发现目前教师对课程思政的概念理解

和教学实践都有待提升，并基于教师课程思政实践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提升思

政教学素养、明确思政教学目标、建设思政评价体系、拓展外语学习维度等方面的改进对

策。本文仅从教师和教学实践角度对大学外语课程建设进行了一定的探索，而学生作为

课堂的主体，其思想和需求在思政教育中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外语教学也应基于对

学生需求的科学分析，呈现出具有校本特色的多样化课程( 潘海英、马小浩，2020) 。未来

的研究可继续对学生需求进行全面的探究，针对不同水平的学生因材施教，从而建设更加

符合学生思政需求的大学外语课程。鉴于课程思政与新文科的高度契合性与一致性，未

来以跨学科的视角实践大学外语课程思政也未尝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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