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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课程中国故事思政教学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以广东东软学院为例

郑晓红

（广东东软学院，广东 佛山 528225）

摘要：本文以某应用型本科高校的 417 名大学生、30 名英语教师和 5 名素质教师为调查对象，围绕英语课程中关于中国故事思政教

学现状展开调查及对策分析，研究表明，师生对课程思政融入中国故事的认可度较高，但双方都认为其可行性止步于课堂中的落实，然

而在第二课堂及社会层面的开展情况则较为薄弱，针对该问题，本文提出了以“中国故事”作为价值引领和基线，构建教师、学生、学

校及社会四位一体的教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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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2021 年 5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

三十次集体学习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

国声音，展示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

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而高校英语课程融入中国故事思政教学，

正是对这一重要任务的响应。本文旨在分别从学生和教师的角度

出发，深入了解关于英语课程中国故事的思政教学现状，从实际

出发，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分析。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及调研对象

本文在“中国故事”作为价值引领和基线下，分别从学生、

教师、学校及社会层面的多角度出发，设计了相关的问卷调查以

深入探析大学英语课程中国故事思政的教学现状，选取了某应用

型高校大一大二的英语专业及非英语专业学生和英语专任教师及

素质教师作为调研对象，分别从师生双方的角度，围绕概念认知、

课堂实践、第二课堂及社会实践四个维度，进一步探讨中国故事

在大学英语课程中的融入方式及改善方案。

（二）数据收集与分析

通过问卷星发布问卷调查，分别收集了 417 份学生和 30 份教

师的问卷调查，并通过软件及时开展该问卷调查的信度分析检测。

信度分析是指用于测量调查样本回答结果是否可靠，针对定量数

据并运用克隆巴赫信度系数（Cronbach α 系数值）呈现数据的可

信度。结果显示（见表 1），学生和教师的问卷调查的信度系数

均在 0.7 以上，表明该次调查情况真实情况良好，所收集数据均

具有可比性和真实性。

表 1 问卷调查可信度

研究对象 样本量 项目数 Cronbach.α 系数

学生 417 10 0.748

教师 30 8 0.790

（三）教师一对一半结构式访谈

为切实提高该研究调查的可行性和创新性，特邀请十位教师

（含专任教师和素质教师）进行一对一半结构式访谈，从一线骨

干教师的角度出发，共同研讨出行之有效的策略，使英语课程中

国故事思政教学实践能真正落地，为广大一线高校教育工作者提

供新的思政教学研究方向。

三、英语课程中国故事思政教学现状分析

（一）师生对课程思政和中国故事的认知情况

要保证思政教育在英语课程中的落实情况，首要任务是要保

证教学主体对主要概念的认识及了解，不仅要做到知其然，更要

做到知其所以然。问卷调查中针对课程思政和中国故事设计了两

个问题项，以了解学生和教师对这两个主要概念的了解情况。其中，

分别有 54.92% 的学生及 53.33% 的教师表示对课程思政是有了解

的，而对不同时期的中国故事的了解则分别为 68.59% 和 90%，这

表明超半数的师生对课程思政和中国故事的认知情况尚算良好，

但仍有不少师生表示听过但不了解课程思政（18.94% 学生、3.33%

教师）或中国故事（8.15% 学生、6.67% 教师），而且对课程思政

和中国故事很熟悉的师生比略显过低，意味着要落实大学英语课

程中国故事的思政教学仍然是任重道远的。

（二）中国故事思政教学在英语课程中的课堂实践情况

针对这一情况，笔者设计了关于教材融合、思政浸润和学生

输出三个维度的相关问题设置。研究发现，在教材融合方面，有

68.58% 的学生认为教材中包含的中国故事素材是形式多样的，然

而仅有 36.66% 的教师认同这一观点，这从侧面反映了教师在结合

教材融入中国故事思政元素时遇到较大的瓶颈，大部分教师认为

所教授的英语教材里关于中国故事的内容较少且形式单一，这在

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教师在设计教学活动时挖掘教材中“德性元素”

的发挥空间，若要强硬加入中国故事元素的融入，很容易造成思

政教育和专业知识传授“两张皮”的苦况，难以实现二者的有机

融合。

在思政浸润环节，笔者分别从学生和教师的角度深入了解在

英语教学中结合材料内容适时融入中国故事话题的实际情况。结

果显示，超半数的学生（54.2%）认为教师会经常在教学中结合

材料内容适时融入中国故事话题，这反映了学生对教师思政能力

教学的认可度较高。但是也有 56.67% 的教师表示只会在教学中

偶尔为之，这从侧面反映了教师对自身要求较高，仍然认为自身

教学融入中国故事话题的力度不够。另外，有 66.91% 的学生认

为教师会在教学中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引导，然而有

超过半数的教师（56.67%）则反映只会偶尔在教学中实施这一行

为，这反映了部分教师在教材中挖掘思政育人元素时遇到较大的

困难。

在学生输出环节，笔者主要透过学生能否用英语讲述中国故

事这一问题展开调查，结果显示师生双方都认为学生能用英语很

好地讲述中国故事的难度较大，仅有 15.35% 的学生认为自己能用

英语较好地表达大部分中国故事，而教师对学生的这一能力也持

不乐观的态度。由此可见，在英语教学中，如何提升学生输出能

力仍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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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故事在第二课堂的实施情况

融入中国故事的思政育人教学检验效果不应只聚焦于课堂内，

更应把辐射面扩大到课堂以外的落地实践。笔者主要通过研究师

生双方对第二课堂中的中国故事思政的实践情况展开调查，研究

发现（见表 2），仅有 33.09% 的学生表示有参与过关于中国故事

的第二课堂活动，但其实学校是有致力于举办形式多样的各类相

关活动，因为有 46.67% 的教师表示学校有举办各种形式的关于中

国故事的第二课堂活动。其活动形式较多样化，学生参与各项活

动的占比区别不大，较为平均。调查结果为教师和学校敲响了警钟，

应努力提高学生关于中国故事的第二课堂活动的参与度，可透过

不同的形式鼓励学生积极置身其中。

表 2 题目：关于中国故事的第二课堂活动形式

研究对象

 选项

演讲比赛 写作比赛 翻译比赛 短视频录制 文化展示 影视鉴赏 沙龙和讲座 其他

学生（33.09%） 12.71% 12.95% 8.15% 11.27% 16.31% 18.47% 9.35% 11.51%

教师（46.67%） 50% 40% 40% 33.33% 33.33% 10% 13.33% 3.33%

（四）关于英语课程中国故事的思政教学困境情况调查

为深入了解英语课程中国故事思政教学在实际教学中遇到的

瓶颈问题，特邀请十位教师（含素质教师和完成问卷调查的专任

教师各五位）进行一对一半结构式访谈，旨在分别从教学和德育

角度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发现，部分专任教师认为除常见的教学

困境，如教师自身思政挖掘能力和教材、中国故事匹配度不高、

学生对中国故事的把握度和兴趣度不理想等问题，在进行中国故

事思政教学的过程中，教学内容很容易与社会层面割裂，学生获

得的思政浸润教育难以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获得持续性的渗透和巩

固。而部分素质教师则指出，学生的行为评价只能局限于校内实

践活动的参与情况，思政小课堂难以融入社会大课堂中，学生参

加相关社会实践活动的积极性较低。

四、英语课程中国故事思政教学困境的对策研究

（一）学生应培养中国故事演讲者意识

大学生作为国家新一代的文化传播者，应培养中国故事演讲

者意识，以英语作为媒介，在国际文化交流平台上，让世界看到

真实、全面、立体的中国。在对外传播中适当运用当地的文化元

素和文化符号，为受众在不知不觉中营造本国文化的在场氛围，

让受众在熟悉的文化氛围中接受中国形象的传播，从而实现中国

形象的“自塑”而非“他塑”（金赞研、马成瑶，2021）。学生

在对外输出中国故事时，可立足于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如第四届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活动广州站中，部分参赛学生聚焦于本土，

地道的广州美食、极具岭南特色的传统建筑和承载着数百年历史

与传承的赛龙舟等都富含中国故事元素，吸引了无数外国人的兴

趣和关注。学生在平时的课堂内外实践中，应培养主人翁意识，

以一己之力为国家拼凑出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故事书。

（二）教师应培养中国故事引路人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八一学校讲话中提到，广大教师要做

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做学生学习知识的引路人、做学生创新

思维的引路人、做学生奉献祖国的引路人，教师引路人角色的理

想境界与引路实践相融合，引路实践与立德树人相结合，必定彰

显教师 “四个引路人”的实践品质和内在价值，提升立德树人的

成效和长远意义（彬彬，孔凡哲 2020）。教师在注重培养学生的

专业知识能力的同时，也应重视培养学生的品德素养和爱国爱党

情怀，以中国故事为基线和价值导向，丰富教学效果和评价的方式，

以如盐溶水、春风化雨般的浸润效果渗透课堂内外，担当好中国

故事引路人的重要角色。

（三）学校应提供中国故事展示小舞台

由于各项活动存在零散化、时效性低、脱离教学活动等缺点，

学校应为师生提供中国故事展示小舞台，可参考北京某所“双一流”

大学“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冬令营为依托的例子，为学生提供时

间较为集中的课外实践活动，在放假期间开展以主题为大学生用

英语向国外受众讲述日常生活故事，让学生能有机会在真实的场

景中讲述中国故事，盘活已有的文化知识和语言知识，提高英语

运用能力（孙曙光，2021），进一步优化教学活动、内容及评价

等方面，利用中国故事，提升英语课程的“高度”和“温度”。

（四）社会应提供中国故事展示大舞台

着重推动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协同育人，解决理论脱离

实际、知行割裂等问题，要求学校与社会彼此联动、密切合作，

引导社会关注青少年发展（徐雨航 2024）。社会应提供各式各样

的实践活动，承担起优化思政环境、营造“中国故事”氛围的责任，

让学生将在校内学习到的专业知识能适时应用到社会大课堂这一

大舞台，具体形式有开展红色文化主题实践活动、学生自主组建

宣讲团、参加校外主题演讲比赛等活动，让学生在各种社会实践

活动里实现中国故事的遍地开花。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要完善英语课程中国故事的思政教学，更好地践

行三全育人，应同时发挥学生、教师、学校和社会的合力育人作用，

形成点动成线、线动成面和由面到体的动态教学体系，这样才能

有效将教学成果形成闭环并构成永动机制，真正实现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为国家培养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

代好青年，让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中国故事”之浸润教育，

以收“润物细无声”之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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