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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生口语锻炼信心及口语能力。

开展课后实践活动。正所谓实践出真知，学生口语水平的巩

固离不开课后的实践活动。课后，老师应积极组织开展课后实践

活动，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英语口语交流途径等。与此同时，家长

作为学生课后活动的主要见证者，可以邀请学生作为个人小老师

来讲授所学，并根据自身水平提供相应建议及评价。

（三）学校、社会及国家层面

第一，学生口语不佳症状分析：

根据数据结果，90.91% 的学生认为学校应该单独开设口语课

程，41.86% 的学生认为语言环境的提供为学习不好的主要原因，

2.27% 的学生认为口语好坏对英语成绩没有影响，4.65% 的老师及

家长认为孩子的口语能力与英语成绩不太相关或不相关。由此可

以看出，学校、社会及国家应多增加英语口语语言环境。

第二，学生口语不佳症状的建议及策略：

目前，由于英语并非学生母语、学生缺乏锻炼英语口语的语

言环境，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英语口语的锻炼及提升。对此，

学校可以单独开设英语口语课程，开设英语口语兴趣屋等；社会

上多开展学习英语口语活动，宣传英语口语文化等；国家出台相

应政策及措施鼓励学生学习锻炼英语口语等。

当今世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人类命运成为

共同体，小学生英语口语不容忽视。让我们上下一心，共建小学

生英语口语的辉煌未来 !

参考文献：

[1] 文秋芳 . 英语学习策略论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6.

[2] 吴祯福 . 英语初级口语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5.

[3]陈琳，王蔷，程晓棠.英语课程标准解读（实验稿）[M].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 何少庆 . 英语教学策略理论与实践运用 [M]. 杭州： 浙江

大学出版社，2010.

[5] 施良方 . 教学理论：课堂教学原理、策略与研究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叶虹秀 （1998—），女，四川省泸州市人，大学本科，研究

方向为英语教学。

陈露（1999—），女，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人，大学本科，

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

胡雨婷（1998—），女，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人，大学本科，

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

张静（1999—），女，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人，大学本科，

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

高校世界通史“课程思政”的几点思考
王鸿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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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世界通史课程“课程思政”本质上服务于“立

德树人”的根本指导思想，体现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创

新发展的趋势，是世界通史课程专业思政内化与提升。通过阐

述课程思政的内涵，分析世界通史课程中的爱国主义、人类命

运共同体观念和文化自信等思政元素，剖析实施课程思政的重

要性和作用，提出世界史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以更好地进行

世界通史课程思政的开发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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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的本质目的是实现对学生的思政教育，帮助学生

获得优秀的道德品质，服务于“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的教育根本问题。在教学活动中，课程思政体现

的是一种教育观念，不简单地注重思政教育的开展，更加强调

的是将思政教育内容融入到专业课程的教学当中，实现“润物

细无声”的效果。总体上看，课程思政要求将教书和育人相结

合，体现了“立德树人”这一教学宗旨的内涵，有助于将学生

培养为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而高校世界通史课程“课程思

政”即服务于“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的教育根本问题，又体现了“立德树人”这一教学宗旨。世界

通史课程思政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形成客观

全面的认识，亦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与塑造

十分重要。世界通史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如爱国主义情怀、人

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和文化自信元素等内容，可以以课程思政的

形式帮助学生加深对世界的认识，拓宽对世界认识的广度与深

度，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一、世界通史课程中的思政元素

（一）爱国主义情怀

自古以来，爱国是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人们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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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厚、最持久的情感。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当中，有许多震

动人心的事件、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彰显了爱国主义精神，

为我们对学生进行价值引领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近代以来，

当中华民族遭到侵略、国家陷入危亡时，强烈的爱国精神唤

醒人们对于侵略者反抗，人们前赴后继地打击侵略者，实现

了民族自由与解放。在这过程中，那些世界其他国家反抗侵略、

追求解放的不屈斗争与流血牺牲的光辉事例也成为了鼓舞我

们的力量源泉。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

世界史的发展历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人类历史，因

为在世界当中，人类是高级动物，人类主宰着世界的发展历

程和命运。纵观世界历史，许多的历史事件都是人类所推动

而出现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人类对于世界历史进程

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主宰着世界历史的走向。古代人类历

史的进程由孤立、封闭日益走向开放与紧密联系，世界的整

体性特征越发明显。新航路开辟和地理大发现使人类社会日

益紧密联系成一个整体，18 世纪开启的工业革命迅速席卷了

整个世界，人类社会的命运变得越来越不可分割，现代世界

各地区的联系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世界

任何一个角落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导致“黑天鹅事件”或“灰

犀牛事件”。而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恰恰需要文明的互鉴，

以人文精神为基础考量共同的未来与愿景，从历史上的合作

团结中汲取经验教训，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全人类之合

力创造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三）文化自信元素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象征，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区别于其他

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文化自信是一种更根本、更广泛、更

深刻的自信，一种更根本、更深刻、更持久的力量。”中国历

史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使中国为

世界贡献独特的中国智慧，这正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基本前提。

从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人类文明的百衲衣不可或缺

地打印着中国文化精华的烙印。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进程

中理解，不仅能更清楚地认识中国的世界历史的地位，而且更

有利于弄清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认识到文化因素对于

人类发展进步的推动作用。同时，不同的文化，正是由于不同

的历史因素所造成的，学习历史就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文

化差异性，在历史学习当中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传统。

文化冲突的出现，有其形成的历史因素，学习历史可以帮助人

们对本民族文化进行反思和审视，对民族文化形成科学的认识，

有助于树立文化自信意识。从不同文化的对比中，可以更好地

理解文化差异性，更清晰地关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并

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传统。此外，文化冲突也是影响

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冲突有其形成的历史因素，但

可以通过世界历史的研习对本民族文化进行反思和审视，对民

族文化形成科学的认识，有助于树立文化自信意识。    

二、实施课程思政的作用

（一）有助于提升专业思政教学水平

高等教育是教育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层次，是国家发展

水平的重要体现。一个民族得以不断延续和发展的重要根源在

于教育，由此必须要重视教育工作。课程思政可以是一种教学

方式，也可以是一种教学理念，体现的是教学工作对于学生发

展的关切和对学生成长的关注。传统的思政教育形式和方法具

有一定的局限性，对思政教育进行重新探索和尝试成为了新时

代思政教育的首要任务，课程思政理念的出现，为世界通史课

程教学工作提供有效的思路和解决方案。社会对于学生的要求，

不再仅仅是良好的专业素质，更加看重的是学生道德品质、为

人处世方式、家国情怀、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修养。从这一角度

来说，世界通史教学工作也必须要加强对专业思政教育的改革，

实施课程思政，适应社会发展要求。

（二）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价值理念

课程思政的实施相对于传统的思政教育而言，教学形式和

方法更能被学生接受，学生也有很大的兴趣接受这些思政方面

的内容。世界通史教学有时会忽视对学生道德观念的培养，在

课程思政的实施中，思政教育以一种新的方式开展，思政教育

的内容得到新的展现，这样才能实现对学生价值观的正确引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政教师应该有一个家和国家的感觉在

他们的心中。”“在党和人民的伟大实践中，要关注时代和社

会，吸收养分，丰富思想。”也就是说，世界通史任课教师要

时刻心怀家国，以深厚的爱国情感、正确的价值理念去感染学

生，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价值理念，树立正确的“三观”，拥

有正确的价值追求。知识是载体，价值是目的，要寓价值观引

导于知识传授之中。

（三）有助于提升教师自身素质

教师素质是教学活动能否取得积极效果的重要因素。教

师综合能力素质的高低，近些年来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对于教师能力素质的培养，也可以从思政课程的角度展开。

在进行思政教育的过程中，教师需要对专业课程进行思政教

育内容的创新和探索，教师在这一过程中，也会有一个主动

进行探讨分析的过程，教师必须要围绕当前社会对于学生价

值理念的要求，进行积极的教学研究，研究的过程也是教师

学习的过程，在课程和政治这样的教学方法下，就实现了教

师能力素质的提升。



64 Vol. 3 No. 06 2020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教育研究

三、实施世界通史课程思政的方法策略

（一）夯实课程思政基础，创新课程内容

一切教学活动也都是在课程内容的基础上开展的，没有良

好的课程内容，就没有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传统思政教学内

容固然都是教学精髓和真知灼见，但是当前的教学理念对于课

程内容的要求也在逐渐提高。将思政教育内容与世界通史教学

内容实现完美结合，主动求变，将思政教育水平层次提升一个

台阶，实现传统教学方式所不能实现的效果。

在世界通史课程的教学中，要将课程思政理念融入到教学

工作当中，不但要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历史知识，更应该注重对

学生思想道德、价值观念等内容的培养。在开展知识教学的过

程中，要适时引入爱国主义教育、价值观念教育，培养学生良

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这就实现了将思政教育内容引入教学课程，

提高学生政治素质的目的。

（二）完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提升教师素质

思政教育需要教师讲究一定的方式方法，而且思政教育不

同于其他专业课程，专业课程注重的是对学生知识和专业技能

的培养，思政教育培养的是学生的道德品质和思想观念。这就

需要教师从自身做起，以自身的行为作榜样，帮助学生培养良

好的道德准则，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2016 年 12 月，在全国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师不能只

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还可以成为塑造学生性格、品格、

品味的‘大先生’。”教师在培养学生的思政素质之前，必须

要先提升自身的思政素质，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工作中时刻体

现良好的职业素养和优秀的政治素质，在学生面前树立好形象，

引导学生培养良好的政治素质。

学校应当定期组织对教师师德师风的培养与教师素质能力

的提高既能帮助自身实现良好的发展，也能为提升学生思政素

质提供必要的教学思路。必须从教学设计的角度加强课程思想

政治工作的改进，强调学生综合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课程

思政的开展，是为了帮助学生实现全面发展，因此，教学应当

增加这一方向的考核评价机制，促使学生切实提升思政素质，

从而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三）注重课程思政实效，突出学生主体地位

任何课程想要实现良好的教学效果，实现学生的进步发展，

学生需要突出主体地位，体现学生的学习活动。在实施课程思

政的教学活动中，教师既要实现思政教育与世界通史内容的良

好融合，在教学中要注意帮助学生开展自主学习活动。这就要

求教师必须改变教学观念，改变对思政教育的认识，以丰富多

样的教学形式和教学内容，帮助学生在提高历史素养的同时，

提升思政素质。

在今后世界通史课程思政当中，教师要多注重对学生课程

思政学习实效的考察，让学生在课堂上讲一讲自己在世界通史

当中学到的、悟到的有关思政教育层面的知识，谈一谈自己从

世界史课程学习之后应该抱着怎样态度看待世界，怎样通过实

践活动去为社会做贡献。

四、结语

总之，世界通史课程不应是简单的知识教育，世界通史课

堂教学也应当培养学生优秀的思政素质，实施课程思政教学建

设，可以让历史学专业本科生拥有良好的思政素质，这对于将

来的职业发展具有巨大帮助，也为将学生培养成为具有优秀综

合素质的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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