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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外语教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语教育教学中的“课程思

政”建设是高等教育“大思政”育人格局不可或缺的一环。本文立足“课程思

政”的育人本质和外语教育教学的人文社科学科属性，厘清外语“课程思政”

的内涵，阐释外语“课程思政”的原则，植根课堂教学实践探讨外语“课

程思政”的建设路径，意在为后续开展“课程思政”实践与研究工作提供

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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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引言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讲话中强调，“要用好课堂教

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

中加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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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后，教育部党组将2017年定为“高校思政课教

学质量年”，“课程思政”成为构建新时代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新格局的必要元素。2018年9

月，教育部颁布《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

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简

称《新时代高教40条》），明确指出要“把思

想政治教育贯穿高水平本科教育全过程”，要

“强化每一位教师的立德树人意识，在每一门

课程中有机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2019

年，《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

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简称《质量

二十二条》）第一条即要求把“课程思政”建

设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坚

持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统一、显性教育与

隐性教育相统一，充分发掘各类课程和教学

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课程思

政”已经成为高校开展课程建设、进行课堂

教学改革新的着力点。

外语教学是我国高等教育教学的重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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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在新时代“大思政”育人格局下，外

语“课程思政”必然是高等教育“课程思政”

建设不可或缺的环节。那么，到底什么是外语

“课程思政”？外语“课程思政”有哪些可以

遵循的原则？外语教育教学中如何有效开展

“课程思政”？本文立足“课程思政”的教育

本质和外语教育教学的人文社科学科属性，旨

在厘清外语“课程思政”的内涵，阐释外语

“课程思政”的原则，并植根课堂教学实践

探讨外语“课程思政”的建设路径，希望以

此为全国外语教师及教学团队更加深入、全

面地开展“课程思政”实践与研究工作提供

有益启示。

22	 外语“课程思政”的内涵

现有关于“课程思政”内涵的讨论主要包

括四类观点：一是“课程思政”理念观，认为

“‘课程思政’指向一种新的思想政治工作

理念，即‘课程承载思政’与‘思政寓于课

程’”（邱伟光，2017：11），这一教育教

学理念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实施主体在各类课

程教学过程中有意识、有计划、有目的地设计

教学环节，营造教育氛围，以间接、内隐的方

式将施教主体所认可、倡导的道德规范、思想

认识和政治观念有机融入教学过程，并最终传

递给思想政治教育的受教主体”（田鸿芬、付

洪，2018：100），这就要求高校开设的“所

有课程都应以‘课程思政’的新理念为指南，

每日‘三省吾课’：知识传授明晰否，能力

提升落实否，育德功能实现否”（李国娟，

2017：28）。二是“课程思政”课程观，这

一观点认为“‘课程思政’是一种整体性的课

程观”（闵辉，2017：22），是“以‘隐性

思政’的功用与‘显性思政’——思想政治理

论课一道，共同构建全课程育人格局”（陆道

坤，2018：64），“其实质不是增开一门课，

也不是增设一项活动，而是将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融入课程教学和改革的各环节、各方面，

实现立德树人润物无声”（高德毅、宗爱东，

2017：44）。三是“课程思政”体系观，该观

点认为“‘课程思政’是含有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的教育体系”（何衡，2017：27），是“将马

克思主义理论贯穿教学和研究全过程，深入发掘

各类课程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资源，从战略高度

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素养课程、专业教育

课程‘三位一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

（高燕，2017：11）。四是“课程思政”方法

观，认为“课程思政”是一种实施思想政治教育

的方式、手段与程序的组合，即通过全员参与和

运作整个课程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指导和帮

助学生生成与发展社会所期待的思想政治素质的

活动与过程（何玉海，2019：131）。

由 此 可 见 ， “ 课 程 思 政 ” 既 是 教 育 理

念，又是教学方法；既是一种促进各学科课

程内涵式发展的新课程观，又是构建“全课

程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要素

育人”新格局的课程教学体系；既是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战略要求，又是新时代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抓手。这四种观

点不是非此即彼，而是融合互补，从不同视

角诠释“课程思政”的内涵，凸显其铸魂育

人本质。基于此，本文立足外语教学的人文

社 会 科 学 学 科 属 性 ， 从 教 学 内 容 、 能 力 培

养、教学方法、教学能力四个方面探讨外语

“课程思政”的内涵。

2.1 外语“课程思政”是与语言文化知识

同根共存的育人养料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

标准（上）》（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

会，2018）明确界定了外语专业的人文社会

科学学科属性，其学科基础包括外国语言学、

外国文学、翻译学、国别与区域研究、比较文

学与跨文化研究，这一学科属性决定了外语教

育，无论是外语专业教育还是公共外语教育，

其本质是人文教育。换言之，语言、文学、文

化知识本身就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蕴含着丰

富的人文内涵，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自

然的演进、科技的创新、经济的衰退与繁荣、

文明的更迭与鼎盛、思想的交锋与交流、文化

的多元与碰撞，以及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等人类

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通过语言呈现、表达、

记载、传播，也都会在文学作品中留下或深或

浅，或浓或淡的痕迹。如此丰富的人文内涵本

身即是外语“课程思政”的资源宝库，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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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浸润和德育的渗透提供了鲜活、自然、丰富

的素材，是与外语语言文化知识同根共存的育

人养料，构成德智之自然融合，具有天然的亲

和力和共生力。

因此，外语“课程思政”内涵的重点在

“思政”育人，没有有效的“思政”育人功

能，不能充分发挥外语“课程思政”资源宝库

的作用，外语课程教学就只具有工具性，没

了人文性，从而会失去“灵魂”、迷失“方

向”、丢了“本质”，导致语言文化知识传授

与价值引领、德育渗透、思想浸润相割裂，无

法实现外语教育内涵式发展。

2.2 外语“课程思政”是与外语交际能力

同生共长的价值体系

语言学家Stern（1983）认为语言学习会

相应影响到学生的思维、情操、价值观、态度

等各个方面，这也是外语课程本身具有“思

政”功能的又一体现。外语学习既是对外语语

言知识及文化的习得，也是对外语交际能力的

发展，同时又是学习者内在品质、思维方式、

价值判断、品格养成的发展过程。换言之，学

生在外语交际能力发展的过程中，也同时在建

立知识与人、生活、社会、自然多维度交融发

展的价值体系。

因此，外语“课程思政”是与外语交际

能力同生共长的价值体系。外语课程在培养学

生外语交际能力的同时，一定要发挥外语课程

“思政”育人的价值引领作用，帮助学生打开

认知世界的窗口、开拓国际化视野、丰富表达

的思想性、提升正确的价值判断和选择能力，

在洞悉跨文化差异的同时培养兼容并蓄的胸怀

和家国情怀，在进行跨文化交流的同时增强民

族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提升“中国表

达”的能力和“中国文化”的自信。

2.3 外语“课程思政”是与外语教学方法

相辅相成的育人方法

外语教学方法是实现外语教学目标的关键，

也是培养新时代一流外语人才及各专业一流人才

外语能力的支点。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课程，

外语课程同时应该把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提高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养成

科学思维习惯，促进身心和人格健康发展作为

首要培养目标。这就要求外语“课程思政”必

然是与外语教学方法相辅相成、浑然一体的育

人方法，在培养语言素养的同时，深入挖掘外

语课程天然蕴含的丰富“思政”资源及养分，

充分发挥人文素养涵养人心、培育人格、浸润

思想、感召德行的育人功能，从而实现外语教

育“育人和育才”相统一。

因此，外语“课程思政”应该是蕴含于

外语教学方法中的育人方法，外语教学方法的

改革要注重开拓创新，融合外语知识传授与获

取、外语综合应用能力提升的多元教学方式，

融合语言形式与思想内涵，在形散神聚中增强

外语教育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巧妙且无声

地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要义于多样化

的课堂教学之中，在引人入胜、潜移默化中实

现教育目标，实现外语教育的内涵式发展。

2.4 外语“课程思政”是与外语教学能力

相融相嵌的育人能力

外语“课程思政”生成与生效的关键在

于教师的育人意识与育人能力，外语教师既要

做传授语言知识的“教书匠”，更要做“塑造

灵魂的工程师”，于无声处塑造学生的品德、

品行、品格、品位。要在外语教学中履行立德

树人的使命，教师必须自觉树立牢固的育人意

识，持续不断提升育人的能力，时时处处落实

育人的职责，这样才能创造性地将外语语言文

化知识中的育人养料潜移默化地融入外语课程

教学各环节、各方面。

因此，外语“课程思政”必然是与外语

教学能力相融相嵌的育人能力，是外语教师教

育教学能力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在

进行外语知识传授与应用能力培养的同时，必

须以语言形式为载体，以其所蕴含的丰富内容

为抓手，润物无声地进行思想引领教育，做好

“教书和育人”相统一。

33	 外语“课程思政”原则建构

与“思政课程”中的显性教育不同，外语

“课程思政”更加注重隐性教育，在学生无意

识心理状态下进行润物无声的“思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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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很可能会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因

此，外语“课程思政”的总原则是隐性教育原

则，育德于无形，寓教于无声，主要通过以下

四项具体原则来实现。

3.1 原则一：外语“课程思政”设计注重

融合性

外语“课程思政”不是将思政教育强加于

外语课程，随意、碎片化、生硬地植入外语课

程之内，也不是独立于外语课程，游离在外语

课程之外，另行增加思政教育的内容，而是将

其有机融入外语课程之中，与外语课程各环节

各方面自然融合、内在联通、一体发展。因

此，外语“课程思政”需要外语教师有意识

地利用外语课程所蕴含的丰富育人内涵与资

源，有意识地进行“育才”和“育人”相统

一的系统化、融合性设计，在课程设计中要

体现整体意识，注重立体思维，形成系统规

划，使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于知识内容、语

言形式、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过程、能

力发展，从而达成外语语言知识、外语应用能

力、正向情感、积极态度、正确价值观、健康

人格融合发展。

3.2 原则二：外语“课程思政”目标强调

潜隐性

外语“课程思政”隐性教育原则特别强调

“课程思政”目标的潜隐性。目标是任何一种

教育在实施前必须要明确的核心问题，在实施

外语“课程思政”前，外语教师应深度挖掘教

学内容中蕴含哪些“思政育人”资源，明确外

语“课程思政”育人目标，通过精心设计巧妙

地将其融合于外语知识目标和外语能力目标，

潜藏于教学过程之中，充分发挥润物无声的

“思政教育”在无意识心理状态下的感染、浸

润、陶冶和认同作用，力求取得事半功倍的效

果，在达成语言知识目标和语言能力目标的同

时，巧妙无声地达成素质目标、思想目标和价

值目标。

3.3 原则三：外语“课程思政”过程崇尚

自然性

外语“课程思政”是需要教师进行精心

设计的，但教师要遵循外语“课程思政”隐

性教育原则，在进行课程教学设计之初，就

需要兼顾其在实施过程中的“自然性”，也

就是在实施过程中一定要去掉“人为设计”

的干预痕迹，还原为自然状态，使外语“课

程思政”的实施过程顺畅自然，自然融入、

自然呈现、自然发展、自然渗透与浸润，不

现其形、不发其声、不露其痕，将正确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养成固着于学生语言

知 识 获 取 和 语 言 能 力 提 升 的 认 知 发 展 过 程

之中，做到“言思协同”“言思合一”。同

时，要根据外语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

主题、教学对象灵活设计，不可形成方法定

式，要践行“教学有法，教无定法”，务求

崇尚自然养成。

3.4 原则四：外语“课程思政”方式凸显

暗示性

外 语 “ 课 程 思 政 ” 隐 性 教 育 原 则 还 凸

显外语“课程思政”方式的暗示性。外语教

学先天具有“课程思政”育人基因，语言与

思维、语言与社会、语言与行为之间互相影

响、互为体现的密不可分关系，使“思政内

容”的传递和“思政养分”的浸润不需“明

言 ” ， 能 够 使 学 生 在 “ 不 设 心 理 防 线 ” 、

没有“心理反感”的前提下自然而然地接纳

来自语言所表达思想、所描述行为、所构建

情境的影响。因此，教师在外语课程中进行

“思政”育人的方式一定是暗示性的，否则

就破坏了本身具有的先天优势，造成学生心

理反感，影响育人效果。

44	 外语“课程思政”路径探析

基于对外语“课程思政”内涵的剖析及原

则的探讨，可以看出外语课程有其得天独厚的

“思政育人”基因，有着润物无声开展“思政

育人”的先天优势，如何深度挖掘育人基因、

充分发挥先天优势，是外语“课程思政”落到

实处的关键，也是探析外语“课程思政”路径

的突破口。同时，无论选取何种路径，都要确

保“课程思政”全过程化，并形成一个教育教

学的闭环，切实提升外语“课程思政”育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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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实际，我们建构了一个由“顶层设计

→挖掘素材→细化过程→创新评价→顶层设

计”构成的四位一体外语“课程思政”闭环路

径，如图1所示：

行灵活调整和及时更新，促进多维育人目标更

有效地互动协同。

4.2 挖掘素材，关照多维能力深度融合发展

素材是外语课程教学的重要载体，外语

课程素材的本质特点是语言与文化的互动、语

言与思维的互依、语言与社会的互融，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因此，挖掘外语课

程素材中的多元育人元素，关照多维能力的融

合发展，是外语“课程思政”闭环路径的第二

个关键环节，更是促进外语课程多维育人目标

互动协同，推动外语“课程思政”育人目标实

现的核心环节。

首先，教材是课程教学素材的主要来源，

在选用或编写教材时，应注意选择政治方向正

确、思想积极、逻辑严密、具有时代活力和丰

富育人意义的教学内容。其次，基于教材，用

活教材。在充分利用主要素材的基础上，对素

材的挖掘要具有超链接思维，即对教材资源进

行超链接拓展，拓展资源要通过关键词相关性

与主要素材进行关联，关键词既可以是主题、

概念、理论、人物、历史、文化、观点，也可

以是新闻时事，是对主要素材中的重要育人元

素的超链接聚焦，具有深刻育人功能。最后，

挖掘素材还要具有跨学科性，即对教材资源进

行跨学科内容引申，引申资源要与主要素材高

度相关、自然衔接，通过简明扼要的跨学科知

识与信息，如相关学科著名人物、历史事件、

重要理论、最新进展等，对主要素材中的重要

育人元素进行跨学科拓展和延伸，熏陶和培养

学生的跨学科视野、跨学科意识、跨学科能

力，同时提升外语“课程思政”的生动性、趣

味性、科学性。

4.3 细化过程，落实多维能力全过程化培养

无论顶层设计如何精巧、素材挖掘如何充

分，如果不能落实到具体教学过程中，都只能

是空谈。因此，细化过程是外语“课程思政”

闭环路径得以落实的关键，是对前两个环节的

实际推进与落地，也是实现多维能力全过程化

培养的保证。细化过程要求始终以学生为本、

以学习为中心，引领学生深入思考、主动探

究，在语言应用与实践中获得正向情感，自觉

图 1 外语“课程思政”闭环路径示意图

细化过程

创新评价

引领多维育人
目标互动协同

落实多维能力
全过程化培养

建立多维能力
培养闭环管理

关照多维能力
深度融合发展

顶层设计

挖掘素材

4.1 顶层设计，引领多维育人目标互动协同

顶层设计是外语“课程思政”闭环路径

的第一个环节，是基层教学组织和教师个人进

行系统性、整体化、融合性“课程思政”教学

设计的首要环节。顶层设计要注重规划好“语

言”与“思想”两条密不可分的主线的融合发

展，兼顾语言形式的输入和思想内容的浸润，

关注语言能力的输出和表达思想的价值，从而

引领语言知识习得目标、语言能力提升目标和

语言输出的思想目标、价值目标、素质目标等

多维育人目标互动协同。

首先，要明确课程总目标及每个教学单

元的具体目标，基于“语言形式”与“思想内

容”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将“思政育人”目

标有机融入课程总目标及每个教学单元具体目

标中。其次，要合理制定课程教学方案，大到

一门课程的总体教学设计，小到每个教学单元

的具体教学方案，始终抓住“语言”与“思

想”“二位一体”双主线，统筹规划和安排课

程内容、设计学习活动、优选教学方法、创新

教学模式，使“外语”与“思政”有机结合，

切实落实“课程思政”育人目标。最后，顶层

设计应该是开放式的，能够根据教学实际对教

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模式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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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并恪守正确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不断

提升自己的责任意识、思想素质与道德品行。

首先，过程的细化是以多维育人目标为

靶向，以经过充分挖掘的育人素材与资源为载

体的，细化过程是基于育人素材与资源精心设

计的一系列语言学习、应用、实践活动，实现

外语课程多维育人目标互动协同。其次，细化

过程的一系列语言学习、应用、实践活动是相

互关联、循序渐进的，同时通过素材挖掘的超

链接与跨学科，形成教学过程的立体化、层次

化和全过程化。最后，细化过程强调学生的高

参与度与高投入度，即学生是教学全过程的主

体，是教学全过程的积极主动体验者与参与

者，只有如此，才能实现多维能力全过程化培

养，最终达成外语“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

4.4 创新评价，建立多维能力培养闭环管理

如果只有过程，没有对过程所产生结果的

评价，就无法检验教学方法的有效性，也无法

对教学方法进行更新与完善。创新评价，建立

多维能力培养闭环管理是外语“课程思政”闭

环路径不可或缺的关键，也是对顶层设计、挖

掘素材、细化过程三个环节有效性的效果检验

和提升环节。

首先，创新评价的目的是形成多维能力

培养闭环管理，因此，对评价进行创新时一定

要关注顶层设计是否引领多维育人目标互动协

同、素材挖掘是否关照多维能力深度融合发

展、细化过程是否落实多维能力全过程化培

养，并通过评价的反拨作用和顶层设计，依次

反拨于挖掘素材与细化过程环节。其次，创新

评价的内容要突破语言能力单一评价维度，增

加对语言形式所蕴含的思想性、内容性、价值

观、态度等评价维度，“语言”与“思想”同向

同行评价，即检验“思政育人”的成效。最后，

创新评价的方式要做到多元化、过程化。多元化

实现教师评价、学生自我评价、生生交互评价，

过程化能够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效果，确保全方

位、全过程培养有效实施。

55	 结语

外语课程作为高等教育领域拥有最大学习者

群体的课程之一，又因其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本质

属性，在大学生人文精神培养、批判理性陶冶、

卓越气质形成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我国

高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社会主义

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样具有不可或缺的作

用。在新时代“大思政”教育背景下，外语“课

程思政”正在成为高校外语课程发挥其重要作用

的教学改革创新点与着力点。在多元文化并存、

多元价值观交流碰撞的当代社会，外语“课程

思政”任重道远，外语课程育人大有可为，需

要全体外语教师不懈探索与深入实践。

注释

①  本文为2016 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大学

英语SPOC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有效性探讨研

究”(编号:16BYY087)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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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with Ideological-Political Elements: 

Components, Principles and Methods
A b s t r a c t : F o r e i g n l a n g u a g e e d u c a t i o n i n 

universities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Curriculum ideology i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 ion is also indispensable in the grand 

scenario of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Considering the nurturing 

essence of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humanistic nature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the present paper explores the components,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instruction. It is 

hoped that the exploration can offer implications 

for furthe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 in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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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with ide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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