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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立德树人在课程教学中的具化。外语课程思政应以深度教学实现知

识体系与价值体系有机统一。本文聚焦三个问题：第一，语言学习内容与思政

内容的融合；第二，提炼、整合、加工课程内含的思政元素，搭桥对接思政课

程；第三，外语课程思政的实施方式。

主题词：立德树人；外语课程思政；深度教学；教学方式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82(2020)05-0030-07

11	 引言

教育是教书与育人的结合，是知识传授、

能力培养、价值引领的统一，古今中外，皆有

此共识。课程思政是立德树人在课程教学中的

具化。外语课程蕴含着丰富的人类文化基因和

价值范式，又因语言工具价值与人文价值并存

的特点而在课程思政领域大有可为。

外语课程思政需依托课程，丰富教学内

容，让学科知识更具深度，通过改革教学方

法，以思政的“深入”“深刻”“深化”为突

破点，进行深度教学，将育人目标贯穿于课程

教育的全过程，不断拓展语言知识学习的广

度、深度，在知识传授中强调主流价值引领，

加强知识与学生情感价值、成长体验的关联

度，根植理想信念，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外

语课程思政需要解决三大问题：（1）语言学

习具体内容如何与思政内容结合；（2）如何

由语言内容转入思政内容；（3）采用何种教

学方式进行课程思政。

22	 语言知识关联情感价值，实现深度教学

“课程思政”呼唤“深度学习”，实现课

程涵养学生精神成长的文化价值（伍醒、顾建

民，2019）。高校外语教师可从以下两方面着

手进行外语课程思政深度教学。

2.1 确立外语课程思政目标

课程思政是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二者的叠

加或者复合（陆道坤，2018）。外语课程思

政不能脱离课程，必须基于外语课程内容进行

设计，尊重课程自身的特征和规律，通过分解

知识要点，充分挖掘课程知识内隐的文化属性

和精神品格，将思政教育融入课程教学的各环

节、各方面，实现学生德行的养成。以下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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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1）。要具体到每个单元、每篇课文，

设置详细的三大目标，通过讲解语言知识，

培养关键能力，实现价值观塑造，达到有机

融合，润物无声。此外，外语课程还要搭桥

对接思政课程，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形成

协同效应（见图1）。

合高等教育出版社《大学体验英语综合教程基

础目标》（上、下册）实例进行具体分析。

首先，教师应仔细研究、分析教材，将课

程目标分为知识目标（如语音、语法、词汇、

修辞等），能力目标（如认知能力、合作能

力、创新能力、职业能力等），然后，对课

程内含的思政元素予以提炼、整合、加工，

表 1 《大学体验英语综合教程》教学目标简表

单元 主题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价值目标

上

册

1 大学生活 语音 用生动的语言描述环境与心情 多元文化，包容

2 教育 语法 通过对比的方式进行论证 独立思考

3 努力工作 词汇 用简洁的语言讲解复杂的概念 责任感，敬业

4 自立 短语 准确讲述经典著作对自己的影响 自立，自信

5 社交 句子 通过引用他人研究成果进行论证 自我认同

6 志愿服务 语篇 使用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进行描写 正直，无私奉献

7 阅读 修辞 引用个人经历进行说明 求新，好学

8 爱与友谊 其他 通过举例说明复杂的概念 友善

下

册

1 著名学府 语音 陈述重视创新带来的启发 开放，求新

2 工作与职业 语法 使用隐喻进行复杂观点的陈述 信任，团队合作

3 广告 词汇 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观点的论述 诚信

4 中国文化 短语 陈述京剧的发展历程及其独特魅力 文化自信

5 成功之道 句子 说明教育给人带来的益处 好学，谦虚

6 体育与健康 语篇 按时间顺序讲述故事 坚毅

7 家庭纽带 修辞 说明东西方父爱表达方式的异同 关爱，乐观

8 计算机与安全 其他 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 诚信

图 1 育人大格局

立德树人

思政课程课程思政
搭桥

价值目标能力目标知识目标

提炼，整合，加工

具化
，转
化，
外化

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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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深度处理语言知识

外语教材中有很多思政元素，如有些单元

的主题是关于奋斗、自立等，教师通过对语篇

内容的讲解，就可以很好地让学生了解和感受

奋斗及自立的重要性，培养他们努力奋斗、自

立自强的性格品质。但对语言基础知识，如语

言的三大要素——语音、语法、词汇等，很多

教师或是忽视了其内含的育人功能，或是感觉

无从入手，不知如何融入思政。事实上，外语

教师只要真正深度理解、掌握外语教学的基本

特征与规律，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采用

合适的教学方法，对知识进行深度处理，就可

以做到春风化雨，思政无痕。

2.2.1 语音训练，培养坚毅自信

语 音 是 提 高 学 生 语 言 能 力 的 基 础 和 根

本，语音教学同样蕴含着丰富的育人价值。

首先，语音是一系列发音习惯，需不断重复

训练和纠正，在这一持续长久的过程中，教

师可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坚毅的品格。另外，

随 着 英 语 的 国 际 化 与 本 土 化 ， 在 语 音 教 学

中，教师要注意融入对世界英语变体（如中

国英语）特征的讲解，不再要求学生的语音

语调无限接近本族语发音，而是强调发音的

可理解程度以及对口语交际的总体影响（裴

正薇，2014），这样可有效消除学生因母语

或方言影响导致发音不准而带来的紧张和焦

虑感，以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交际的有效性

上，增强使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自信。在学习

反思中学生如此表达自己的感悟：

“从被动到主动，从焦虑紧张到认真踏实

地完成自己的讲话，从用心准备到让自己满意

的最终呈现，我就这样渐渐走出了语音不标准

造成的不自信。”

2.2.2 语法讲授，拓展思维方式

目前外语教学界有人认为语法不必教或者

语法不重要，以致语法教学被推到一个极其尴

尬的地位。事实上，语法是语言和文字在表述

时使用的方法、结构和规则。语法中体现着思

维逻辑，语法中的词和逻辑中的概念相联系，

语法中的句子和逻辑中的判断、推理相联系

（胡壮麟，2017）。所以，学习语法的过程 

首先是语言规则与方法的掌握, 然后是逻辑思

维方式的学习。讲授语法其实就是帮助学生提

升逻辑思维能力，拓展思维方式。

如上册第三单元课文Create a Sense of 

Purpose for All中有一个句子：“The thing is, it 

never even occurred to me that someone might 

be us.”教师应指出西方人常采取客体思维方

式, 注重事物对人的作用和影响, 以求语言客

观、严谨，当表明自己的观点及感受时，常用

“It occurs to me...”或“It’s my hope that...”

等等。这样可有效减少学生误用“I think...”或

“I believe...”等过于主观的表达。

2.2.3 词汇教学，促进跨文化认知

词汇作为语言学习的基石, 是文化的最小

载体。词的意义包含了文化、百科和看待世界

的方式（刘正光、艾朝阳，2016）。对文化意

义丰富的词汇, 教师应自然而然地进行扩展, 引

导学生探究词汇体现的民族文化内涵，关注两

种语言间的文化差异性，丰富文化积累，培养

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宽容性。如上册第一单

元课文My First Week at Harvard提到“Where 

we eat is truly remarkable. Our dining hall 

is more like a church or a museum than a 

cafeteria.”。学生读到此处，产生困惑：在一

个像教堂一样的地方吃饭，怎么能说是就餐环

境好呢？这时，教师就有必要介绍church在英

美社会的重要性及其内部构造和装潢，以解决

学生因文化差异带来的困惑。

教 师 还 应 该 在 真 实 的 语 言 学 习 环 境 中

进 行 词 汇 的 教 学 ， 以 加 强 学 习 者 自 我 探 索

和 认 知 的 能 力 。 如 上 册 第 二 单 元 课 文 W h y 

Study Humanities?作者说“Socrates was a 

pompous ass.”教师可以指出英语中“ass”

这一意象及汉语中对应的“驴子”，都可以指

代愚蠢的人。然后要求学生思考在语篇中作者

选用此词的真实意图。经过对语篇的分析及讨

论，学生可以得出此处是“反词正用”，作者

用这样一种极端的词汇选择表达对苏格拉底遵

守规则、不放弃自己理想的尊敬之意。

2.2.4 修辞妙用，掌握国际话语之道

修辞是语言学习中的重要一环。刘亚猛

指出，要在国际交流中准确把握对方话语的目

的、手段和方法，应对自如，取得良好的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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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就需要教会我们的学生灵活使用各种修

辞策略（周耀东，2004）。

如下册第三单元课文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Advertising中使用了排比这一修辞手法，可先

讲解和分析其作用，再举马丁·路德·金的演

讲I Have a Dream为例，说明排比的应用增强

了语言力度，深化了思想感情，产生了强烈的

感召力。之后要求学生有意识地关注排比在西

方人尤其是政治家演讲中的广泛使用，最后布

置学生利用课文中学到的词汇及关于广告的

知识进行排比句创作: It has been argued that 

advertising may..., advertising may...。学生在

课堂上写出了以下句子：

It has been argued that advertising may 

increase the prices of products, advertising may 

mislead the public by employing deceptions, 

advertising may cause monopoly by some big 

companies, advertising may bring relentless 

assault on the viewers, advertising may be abused 

by unscrupulous people.

这个练习既帮助学生掌握排比这一修辞手

法，培养有条理的表达能力和缜密的逻辑思辨能

力，达到提高国际话语交流水平的目的，也引导

学生批判地、辩证地思考广告在生活中的应用及

对人们的影响。

由此可见，深刻解读语言知识，达成知识和

能力目标，亦可随时进行恰到好处的价值融入。

33	 思政融入课程，于无声处涵养大人格

外语教师要深度提炼、整合、加工并进一

步拓展和开发课程内含的思政元素，对接学生

情感需求，解决困惑，关联生命体验，还应搭

桥思政课程，形成育人大格局。

3.1 提炼

外语课程教学内容一般都经过严格挑选，

体现出丰富的文化因素、人类共通的价值倾

向、家国情怀等，这些内容为教师提供了大量

的思政素材。如上册第二单元课文Why Study 

Humanities?讲述学习人文学科的意义，笔者

设计教学方案时，考虑到有些学生欠缺独立

思考能力，一味追求确定性，而有些学生为彰

显个性，以为只要和主流看法不一样就是独

立思考，因此笔者首先提炼出作者观点“The 

humanities give you uncertainty, doubt and 

skepticism”，再引出马克思的名言“怀疑一

切”，并进一步指出：怀疑一切不是否定一

切，而是不盲从，不妄断，兼听则明，这样才

能真正做到独立思考。

学生在学习反思中这样表述：

“从老师到同学，不会有人告诉你什么是

标准答案，我们都在求解自己的那一份答案。”

3.2 整合

教师可以将语言知识与思政元素进行整

合，以保证外语教学与思政教育的一致性，保

证教育内容的科学性，同时，也保证课程涉及

的思政元素逐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

如下册第二单元课文How to Have Fun at 

Work中大量使用隐喻这一修辞手法，在对比分

析了隐喻在英汉语中的异同、作用、效果后，

笔者选择了以下例句让学生翻译：

Justice has long arms.（天网恢恢，疏而

不漏。）

这个练习较好地整合了语言学习与思政，

实现了四重功效：第一，学习隐喻这种修辞方

式、语言现象；第二，学习英汉两种语言表达方

式的差异性；第三，指出人类共有的价值取向，

作恶终将受到惩罚；第四，引导学生遵纪守法。

再如，笔者讲授摘要写作时，提醒学生对

原文内容要进行释义而不能照抄原文，进而强

调遵守学术规范、杜绝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

培养学生诚信的品格。

3.3 加工

教师在实现外语课程知识目标的同时，

应将内隐的价值理念加工外化为师生教与学的

行为表现。教师可从细微处入手，创新话语体

系，避免说教，引发学生的知识共鸣、情感共

鸣、价值共鸣（高燕，2017）。

如上册第一单元课文My First Week at 

Harvard详细生动地描写了哈佛校园的美丽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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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给学生带来强烈的审美体验。但若仅限于

此，课程思政尚嫌单薄，我们可对文本内容进

行深度的功能性分析，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作

者眼中的校园如此美丽，通过分析，一步步引

导学生转向人物的情感：来到心仪的大学，渴

望崭新的大学生活。此时，学生变成了主动的

审美评判者，进而思考教育的重要性，珍惜和

感恩受教育的机会，关注和关爱身处的环境与

家园。

3.4 搭桥

课程思政毕竟不是思政课程，在重大、复

杂的思政概念或理论问题上，专业课程教师无

法做到像思政教师那样透彻、清晰、系统地进

行分析、讲解，那么，专业课程教师就要主动

牵线搭桥，对接思政课程，引领学生到思政课

程中寻求答案，实现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同向

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如下册第六单元Inspiration一文中引用

了乔布斯的名言“Innovation distinguishes 

between a leader and a follower.”。课堂上

学生提出疑问：“做一个follower是否就意味

着人生失败？”笔者首先肯定了学生的独立思

考，然后安排学生讨论，最后进行总结：“做

l e a d e r很好，但是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更重

要。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历史唯

物主义的重要观点。同学们可以和思政课老

师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经过这样一步步

深入引导，学生既有了自己的思考、正面的

认知，也会积极主动地去思政课深刻感悟马

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

有学生在这节课后的反思中写道：

“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担起责任、展现

能力，无论是leader还是follower，都是社会进

步与发展的重要力量。而且，突然发现，思政

课也没有以前认为的那么遥不可及了。” 

44	 改革教学方式，引导思考与探究

课程思政要求教师作为教学改革的行动

者，创新教学方式，基于教学内容设计高质量

的交互教学活动，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引发学生

认知、情感和行为的认同。

4.1 深入讨论，提升思维品质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8）将思维品质

列为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之一，教师可通过提出

有引导性的话题，让学生进行深入讨论以提升

学生思维品质。其关键是讨论的层次，层次越

多，对话题的理解就越深入；核心是帮助学生

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如“这篇文章中最具挑战性的部分是什

么？”“本文的观点对于理解某一社会现象有

什么帮助？”我们可以参考布莱恩特大学讨论

帖格式为学生提供一定的讨论模式（表2），

以帮助学生步步深入进行有效讨论。

表 2 3CQ 讨论模式

讨论步骤 具体内容 价值目标

Compliment（赞美） 赞美其他同学的发言 友善，包容

Comment（评论） 展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并给出原因 思辨

Connect（联系） 针对其他同学的观点进行新的补充 求新

Question（问题） 对相关话题还有哪些疑问，或想了解哪些内容 好学

学生反馈说：

“小组讨论虽然有时候会产生碰撞冲突，

但最后我们总能达成一定的平衡。以互动代替

单方面输出的学习方式让我更易于倾听他人观

点，最后形成自己的判断。”

4.2 问题驱动，培育求真精神

问题是思维的引擎，实行问题探究式教

学有助于培养学生求真学问、练真本领。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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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由浅入深，最后落到当前我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伟大目标，引

导学生树立起社会责任感，珍惜时光，追求真

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肩

负起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4.3 项目研究，促进知行合一

根据课程教学内容设计一些有挑战性、

需团队合作才能完成的项目，使学生巩固、丰

富和完善所学知识，并落实到行动上，以知促

行，以行求知。其关键是项目的可行性与挑战

度，核心是培养学生的实干精神。

如上册第四单元课文Beijing Opera本身就

是极好的思政素材，通过对课程内容的学习，

有助于学生了解京剧这一传统文化，建立起文

化自信。但教师不必止步于此。完成常规教学

后，笔者布置了一个研究项目，请学生分组、

分任务，进行资料查阅、问卷调查、文创设计

等，对京剧的过去、现在及未来进行深入细致

的研究。

两个星期后，学生进行了研究汇报展示：

讲述京剧百年发展史，为四大名旦制作朋友

圈，对问卷调查结果进行分析，设计了以京剧

元素为主题的杯子及T恤衫，还有学生写出了

2 000词的京剧现代化可行性分析报告，甚至

还有学生用英语演唱了一段“穆桂英挂帅”。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学生不仅进行了大量实践，

还感受到了京剧的魅力，深入了解了京剧的内

涵，体会了京剧在现代社会的断代感及发展的紧

迫感。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慢慢建立起来，而

对如何激发传统文化的活力也有了自己的认识和

思考并给出了解决方案。有理由相信，今后的他

们，必定可以面向实际，承担起传承、发扬传统

文化的重任，能够用英语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学生在学习反思中说：

“通过这次项目研究，我第一次真正感受

到了京剧的美，也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也许，我可以为传统文化做点什么。”

4.4 引入热点，形成大局观

外语教师要时刻贴近生活，关注社会时

事政治，恰当地将时事热点问题、热点事件引

入教学，增强学生的公民意识，提高学生明辨

是非的能力，培养学生身在校园、心系天下的

高尚情怀，这也有助于学生开阔眼界，把握世

界发展走向，观察世界，分析世界，形成大局

观。其关键是教师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表 3 问题驱动深入教学

序号 问题内容 问题类别

1 What is a sense of purpose? 认知性问题

2 Why does Zuckerberg think that a sense of purpose is important? 理解性问题

3 How does Zuckerberg illu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purpose? 应用性问题

4
Do you agree with Zuckerberg’s idea of creating a sense of purpose for all? 

Why or why not? 
分析性问题

5 Who have ever created a sense of purpose for all? 综合性问题

6 What is a sense of purpose for all in today’s China? 评价性问题

应精心设计问题，用问题引出主题，激发学生

探索真理的愿望；用问题贯穿教学的起承转

合，引导学生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用问题鼓

励学生质疑，发掘学生感悟真理的潜力。教师

通过分层次提出问题，一步步培养学生的思维

能力、认知观念和自我评价体系。其关键是问

题的质量；核心是锻炼学生抽丝剥茧的求真

精神。

如上册第三单元课文为扎克伯格的演讲

Create a Sense of Purpose for All，在进行本

单元的教学设计时，笔者以问题贯穿课堂教学

的始终（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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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是引导学生涵养大情操、大人格。

例如目前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教师可

以通过习题练习、课堂讨论等，在教学中加深

学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前瞻意识及中国大

国担当的认识；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责任意

识；教育学生独立思考，不信谣不传谣，珍惜

学习时光，坚定信心，共克时艰。

55	 结语

外语课程思政应与语言知识、技能教学有

机融合，教师应通过教学设计帮助学生进行批

判性思考，在系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实现价值观的塑造，并引导学生在新的语境

中自觉践行正确的价值观。进行深度教学有助

于提升外语教学的思想性、人文性，深化教学

内涵，提升教学效能，实现培养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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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with 
Ideological-Political Elements Through

In-Depth Teaching 
Abstract: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with ideological-

political elements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idea of 

Lide Shuren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In-depth teaching is the way to realize 

the unifica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knowledge 

and the moral system.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ree 

issues: firstly, how to reach the fusion of language 

learning contents and the moral education 

elements; secondly, how to extract, integrate, and 

process the moral elements in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and set a bridge between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with ideological-political elements and 

ideological-political courses; and finally, how to 

apply the teaching approaches in teaching courses 

with ideological-political elements. 

Keywords: Lide Shuren;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with ideological-political elements; in-depth 

teaching; teaching approach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