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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背景下 商务英语视听说数字化教学实践探索
黄　丹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广西 崇左 532200）

摘要：随着“三进”工作在全国高校外语专业的全面推广，高校课程思政的实践探索逐步深入，备受学界关注。而数字化教学为这

一课题提供了教学研究途径。基于此背景，本研究以商务英语视听说课程为例，探讨课程思政背景下商务英语视听说课程与数字化教学

的有机融合。研究通过线上课前问卷调查分析学生对该课程的了解程度；在此基础之上，教师根据问卷所反映的问题，将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互联网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多种数字化教学方式融入课程设计当中，用数字化教学助力商务英语视听说的课程思政发展；并

在课程期中以及期末，通过线上线下访谈，收集相关学生反馈，不断进行课程改进。研究希望能为新时代商务英语视听说课程思政的数

字化教学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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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思政背景介绍

2016 年，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

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

程。2018 年，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强调，要把立德树

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2023 年，习近平总

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了关于“建

设教育强国”的重要讲话，再次重申了教育的重要性。

总书记在强调思政教育重要性的同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工作，也在

随着理论的深化而有条不紊地开展，学界的研究方向从思政课程

逐步转入课程思政，并逐步将先进思想融合到专业教材中：2013 年，

教育部切实推动马工程重点教材在高校广泛使用；2018 年 7 月 24

日，教育部与中宣部共同启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重点教材修订工作；同年在全国教育大会上，课程思政作为立德

树人重要落实理念的认识得到深化；到 2022 年，以外语专业为例，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本在全国高校外语专业全面推广。

总体来看，随着课程思政基本上形成有部署、有推动、有落实、

有成效的工作闭环，课程思政进一步得到发展。

根据目前可查文献，笔者现将外语课程思政的发展分为两个

阶段。

第一阶段，学者赵鸣歧于 2017 年提出将思政教育与外语课程

相结合，强调深入挖掘外语课程当中的思政元素，其更多是从马

克思主义学者的角度出发，在理论上为外语课程思政提供指导意

见；在此基础上，相关的外语学者们开始在实践角度，探讨外语

课程思政的可行性：从实践研究范围上看，英语专业的课程思政

涉既及具体的课程框架设计、相关专业课程思政的发展，也涉及

具体院校的调研与实践（于霄，2018；周安毅，苏健，2019；郭炜，

王淙，2019），实践范围层面涉及广；从研究重点来看，英语专

业课程思政既讨论时政热点，例如课程思政于“一带一路”“立

德树人”等话题相结合，用时政热点引领课程思政，又涉及课程

背后的逻辑探讨，强调在以课程为主体，在课程设计中巧妙结合

时政热点。总体来说，此时研究层面较广，研究重点分布不一。

2020 年前后，英语专业课程思政研究进入新维度，英语专业学者

在总结前人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对课程思政进行总

结归纳，从大方向上对英语课程思政进行总体把握，主要研究内

容涉及课程思政的设计理念、设计关键点、框架体系等（刘正光，

岳曼曼，2020；孙有中，2020；黄国文，肖琼，2021），此时的

英语课程思政理论研究，已经从开始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视角，转

换为外语课程思政专业学者的视角，而视角转换后的理论研究，

对后续的实践研究产生指导作用。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外语课程思政，尤其是英语课程思政的

发展势头良好，相关研究持续吸引大量研究者。但在具体研究中，

笔者发现，就课程研究来说，英语课程思政研究所涉及的具体实

践探索，主要体现在大学英语课程上，而对其他专业课程，例如

针对商务英语视听说课程的探讨相对较少。这可能和大学英语所

涉及的学生面更广泛、进行教学的教师数量更多有直接关联。

数字化教学与商务英语视听说课程思政

数字化的教学方式，在教学技术层面为商务英语视听说课程

的教学设计提供了良好的教学实践途径，学生在感知新技术的同

时，也可以借新技术了解课程知识。数字化教学的研究由来已久。

以“数字化教学”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知网可视化数据统计显示，

1997 年，自国内首篇相关研究问世以来，该主题呈明显波动上升

的趋势。在 2015 年后，每年相关话题文章发布均超过 650 篇，高

峰时期达到 843 篇。由此可见学界对该话题的关注度。切换关键

词为“英语数字化教学”，我们发现，2016 年前，“英语数字化

教学”的走势与“数字化教学”基本相一致；在 2016 年后，相关

研究有波动下降的趋势。但这并非代表相关研究已经不被重视，

相反，如果切换关键词，变为“英语线上线下教学”“混合式英

语教学”“互联网与英语教学”等具体的数字化教学方式，会发

现其总体呈上升趋势，可以看出目前英语学科这方面的研究在走

向具体化和精细化。

在这一基础之上，我们把目光转向本科商务英语视听说课程

的数字化教学。目前学界在相关研究中产出较少。分别在知网内

搜索“商务英语视听说”“商务英语视听说教学”，其形成的可

视化分析显示，其目前最主要的研究关键词集中在大学英语、口

语教学上；混合式教学、课程思政等也是研究者们关心的方向之一。

由此可见，目前在商务英语视听说教学上，研究者们对教学能力、

教学技巧和策略比较关心，同时，对商务英语视听说思政以及相

关数字化技术也有重视。

但就目前的研究内容来说，鲜有研究将商务英语视听说课中

的课程思政与数字化教学相结合。数字化技术是助力课堂的有效

手段，也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但如何用数字化教学方式有

效进行课程思政教育，仍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数字化教学为

课程思政提供了有效研究途径，随着课程思政在全国高校外语专

业的全面推广，高校课程思政的实践探索逐步深入，商务英语视

听说课程思政的数字化教学实践应该被加以重视。基于此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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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商务英语视听说课程为例，以外教社《商务英语视听说

教程Ⅲ》为教材，探讨课程思政背景下商务英语视听说课程与数

字化教学的有机融合，以求探索适合新时代高校商务英语视听说

课程思政的数字化教学路径。

二、研究开展基本情况

我校是一所具有边疆性、民族性、区域性特征的应用型本科

院校，目前进行商务英语视听说课程学习的商务英语专业学生，

主要为大二学生共 87 人，其中男生 10 人，女生 77 人。学生学习

态度比较认真，但基础总体来说相对欠缺。在以上基础，我们展

开了如下探究：

为了解学生学习商务英语视听说前，对商务英语视听说的认

识情况，以及学习之后的感受，我们按照以下流程，对学生进行

问卷调查和访谈，并收集相关数据。首先是开学调查问卷，问卷

主要了解学生的基本信息、英语能力、对课程的认识、对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知、对数字化教学的兴趣。问

卷有效回收率 94.3%，有 82 位学生按时提交了问卷。根据问卷，

我们通过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为：1. 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概念有一定了解，但了解不够

深入，局限于中文，不知道如何用英语进行表达；2. 大部分学生

对数字化教学有兴趣，期望能在课堂上接触目前主流且热门的技

术展示；3. 很多学生相关的商务英语知识还需要不断加强。通过

问卷所反馈的信息，我们根据学生需要，我们设计了如下教学流程。

根据现有的课程安排，本校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将于大一和

大二进行商务英语视听说课学习。所以课程相关教师备课时的难

点之一可能在于，当年思政热点主题多元，应该如何选择呼应时

代主题的教学重点？又该如何选择教学单元？这一问题解决的关

键，我们认为在于反向设计。通过深入研究当年外研社“国才杯”

比赛的主题，教师可以对热点窥探一二。因为主题经过专家们精

挑细选，能够有效反映时代潮流。例如，今年的“外研社·国才杯”

演讲比赛专门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并对中国式现代化

的五个特征进行详细剖析。在这一基础上，教师可以根据中国式

现代化的五个特征，选取课本《商务英语视听说教程Ⅲ》对应的

单元作为授课重点，帮助学生把握时时事热点和政策方向，也为

参加相关比赛的学生打好基础。

为了让学生对主题内容有更多了解，教师可以在开学正式上

课前，要求学生搜集外研社“国才杯”竞赛主题相关的中英文文

章（今年演讲竞赛的主题为“China’s Path to Modernization”，学

生搜集的内容就需要和中国式现代化相关），并总结文章的主要

关键词。教师随后利用这些文章搭建小型资源库，并将资源库的

文章形成词云，随后根据词云抓取资源库的所有 关键词。正式开

始上课介绍课本的框架结构时，教师将展示该词云。通过对比学

生寻找的关键词，以及词云形成的关键词，学生可以发表自己的

看法和意见，并在教学平台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一过程将会使

学生对该主题有更深刻的了解，教师也能有效收集学生的表达数

据。

在具体的课程设计上，教师将教学片段分为 5 个大环节：具

体来说，在课程导入环节，教师可以利用线上教学平台进行互动、

或利用 AI 视频生成等热门技术，实现教师与自己定制的 AI 视频

人物，隔着屏幕进行互动等形式，吸引学生注意力，带领学生进

入相关思政主题教学；在学生学习听力技巧时，可以通过教师播

放听力、学生通过教学平台同时选择答案，以便教师知晓学生的

正确率；在进行听力文本解析时，学生和教师可以同时在线上教

学平台发布文本关键词，并进行核对，该部分也可以再次利用词

云等技术；在发音技巧练习上，学生对某些发音的舌位不甚了解，

则可以通过观摩 AR 图像了解发音部位，在观摩之后使用录音软

件进行跟读练习；口语活动课中，学生对自身的口语表现不一定

具有非常客观的认知，可以通过智慧教室的录像设备进行录制，

在进行评价时，可以适当多方位展示活动参与者的视频，以做出

更客观的评价。

同时，在日常的课程学习中，教师可以通过线上文本批改系

统，对学生的作业产出进行评价，在课堂问答等环节，也可以通

过 O2O 平台进行线上的学生自我评价、相互评价以及教师评价。

这些产出评价也是衡量学生是否将思政内容“放入”头脑的重要

形式；在期末评价中，可以考虑引入数字化语音评价系统和文本

评价系统，教师作为技术管理者，将根据学生的综合表现和系统

评价，最后进行总体评分。在上述基础之上，教师鼓励学生参与

外研社“国才杯”等各类型比赛，让学生能学有所用，于实践中

感悟思政教育，在实践中学习商务英语知识；教师也可以使用课

程参与各类型教学竞赛，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解，也深

化对商务英语视听说教程的理解。

在实施过程中，分层抽取了 30 位学生进行反馈。期中时，有

25 名学生表示，对于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其具体有什么特征，

可以进行比较详细地阐述；期末时，有 28 名学生表示，经过学习

后，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了更深了解；期

中时，20 名学生对数字化教学形式持肯定态度，对于课堂上所用

到的 AI 视频生成、词云构建、语音练习软件、虚拟现实等相关展示，

也加深了他们对这些新技术的兴趣；期末时，24 名同学认为数字

化技术对他们理解课程内涵起到积极推进的作用；2 名参加了课

外商务比赛的同学，对于数字化教学和重点单元选取表达了肯定。

同时，单元主题的讲解对于参赛起到了帮助。

三、总结与反思：

1. 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使用，可能会使学生过度关注技术本

身，而不是思政教育内容，这对于教师的课堂来说可能会有一定

挑战。2. 数字化教学不单纯只是利用新技术收集相关数据，也不

是将新科技强行融入课堂内，课程思政需要与新技术做好有效衔

接。3. 思政教育不断发展，技术不断更新迭代，需要教师在教学

上花费更多精力进行学习研究，对教师来说，也更具挑战，教师

需要成长为新技术的使用者和管理者，才能更好地做到“进课堂”

和“进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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