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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英语专业课程思政的价值意蕴、逻辑体系与实施路径
陈华英

（广州商学院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1363）

摘要：本文探讨“课程思政”的价值意蕴和逻辑体系，并剖

析英语专业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高校英语专业课程思政在重视

学生语言能力培养的同时，挖掘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思辨力，坚定理想信念，培

养文化自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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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正在全面开展，本文讨论和剖析

英语专业“课程思政”的价值意蕴、逻辑体系和实施路径，以此

达到构建“课程思政”与专业类课程教学之间的关联机制。

一、学术史梳理

（一）国外研究

1. 课程思政的理论研究

夸美纽斯、康德、卢梭、赫尔巴特、杜威、小原国芳等人在

各自的教育思想中均提到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关于

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被视为课程思政的理论根源，即全面发展的

人是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审美素质的全面

提高。

2. 课程思政的实践研究

英国、日本等国家均十分重视“公民教育”。日本于 2011 年

提出依托于各学科开展市民教育。英国于 2015 年提出推动英国核

心价值观是教育的重中之重，将课程是否符合核心价值观纳入监

管体系。

（二）国内研究

1. 课程思政建设的理论研究

舒文、赵安东（1981）较早阐述了教育的政治属性，指出高

校人才培养必须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培养具备社会主义觉悟、

身体健康的专门人才。2016 年 12 月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明确提出了“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

效应”的教育理念。自此多位学者如胡洪彬（2019）、游跃（2019）

等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

育思想、课程文化发展理论、有效教学理论等方面分析了课程思

政的理论基础。

2. 课程思政的实践研究

主要在课程设计、课程评价方面。课程设计方面多为某门课

程的教学实践。张嘉伦（2018）、崔永光等（2019）分别以《基

础日语》《综合英语》课程分析某具体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过程

和实践策略。健全的评价体系是课程思政卓有成效实施的保证。

目前，课程思政的评价方面的研究较少，多为较为宽泛的指标体

系的构建。成矫林（2020）、许耀元（2020）从教学目标、教学

主体、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及教学效果等角度进行反

馈和评价，但缺乏细化的指标分析。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小结

通过学术史梳理发现，首先，现有的研究中对教育与政治的

关系、教育的政治属性方面具备一定的理论研究基础，不过对课

程思政的价值意蕴和逻辑体系方面的研究还较少；另外，在课程

思政的实践方面，现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以某门具体课程为案例，

述说课程思政的实践方式，缺乏将课程思政视为一个系统工程，

系统性分析各层面的实施路径；还有，外语类专业的课程思政建

设仍处于初级阶段，还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

二、课程思政的价值意蕴

课程思政的价值意蕴在于实现文化知识传授和思想道德教育

的融合，架起知识与德性之间的桥梁，达到传播文化与养成德行

的统一，从而实现以智启人和以德育人的融合。

高校英语专业的基础核心课程都是通过教授学生学习英语，

从而教学生学习和了解西方文化和社会知识的，故而在英语课堂

中进行专业知识讲解的同时，加强思想政治的教育内容，加强中

国文化和价值观的渗透，对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增

强本土文化自信，加强对中国核心主义价值观的认识，树立崇高

的人生理想具有重要意义。

三、课程思政的逻辑体系

从逻辑体系来看，课程思政就是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统

一的基础上，实现传授知识、培养技能和实施价值观教育的交融，

突出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的融合，最终达到追求教育的本质和育

人的终极目的。

四、英语专业课程思政的实现路径

（一）明确规定教学目标，发挥课程思政的协同教学作用

教学时，通过教学目标设置，围绕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价

值目标这三方面的教学目标，在实现知识、技能目标的同时，通

过过程与方法的运用，努力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从而发挥

课程思政的协同作用。

比如使用教材《现代大学英语精读》，教学目标框架围绕三

个层面设置。知识层面目标是通过文本细读与相关专业知识拓展，

求“精”求“深”，提升学生听、说、读、写、译的综合英语语

言技能，帮助学生不仅体会文本字里行间的深层意思，提升理解

能力，还进一步掌握短篇小说、童话、戏剧等文学专业知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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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层面目标是培养学生查阅资料的能力，充分挖掘选文的相关历

史、地理、文化、社会、宗教等背景，提升跨文化思辨能力、批

判性思考能力及创新能力。价值导向目标是在文化认知过程中注

重中西方文化对比，提升中国大学生的文化自信，树立爱国情怀，

建立扎实的跨学科知识体系。这样通过不断地思辨中西方文化差

异来坚定本土文化自信。突显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外语优势，营造

大国风范。

（二）合理组织教学内容，挖掘课程思政的各种教学素材

坚持“育人为本，育德为先”的核心理念，在教学过程中实

现语言与育人的融合。英语专业教材属于人文性学科，教材文本

本身就蕴含了大量思政内容。教学要找到思政内容与英语语言文

化课堂授课内容的契合点，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积极锻炼心智养成健康的心理等多方面挖

掘英语教学中包含的思政教育内容。

在学习教材《现代大学英语精读》中的一篇课文奥斯卡·王

尔德的经典童话《夜莺与玫瑰》时，可以开展中西童话对比，例如，

段成式《酉阳杂组》中的一则故事《叶限》与灰姑娘故事的比较，

两个文本虽然故事情节相似，但是女主人公的态度、男主人公的

行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正是两个相似的故事文本中

隐藏的文化差异。进一步引导学生反思中西童话的共性与差异及

其所折射的文化与价值观差异，形成多元包容的跨文化思维。再

通过引导学生批判性思考课文的道德寓意以及童话的当代价值与

道德寓意，在赏析优美语言、深度理解课文内容的同时，培养批

判性思维，学会辩证地、客观地、全面地看待问题，树立起正确

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帮助学生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人

生选择。

课文《第欧根尼和亚历山大》讲述犬儒主义哲学家第欧根尼

和亚历山大大帝之间的故事。在介绍犬儒主义时可以让学生先去

了解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并用英语表达中国古代

思想流派的主要观点。通过加入中国文化材料可以提高学生的人

文素养和中国文化的知识储备能力，在进行中国文化“输出”时

不会望而却步。

另一篇课文威廉·戈尔丁的《把思考当成爱好》探讨的主题

是“思考应该作为一种嗜好”，作者戈尔丁把思考分成三个等级，

并分别论述了每一级别思考的典型特征。在学习《把思考当成爱好》

时设计了教学目标——中西方“真正思考者”的文化差异。将《子

贡问时》作为中国文化材料加入教学，它讲述的是“三季人”的故事。

以跨文化比较的方式，让学生意识到中西两种文化背景下人们对

于“真正的思考者”的理解差异，并能进一步从文化根源上分析

中西方价值体系存在差异和分歧的原因。从而引导学生建立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通过选取、整合、运用教材内容，挖掘教材内涵，开展中西

文化对比，实现语言与育人的融合。从而提升学生综合分析能力，

正确认识中西文化差异，坚定讲好中国故事的底蕴和信心。

（三）恰当选用教学方法，提高课程思政的教学成效

教师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可以根据课程内容及学生情况，

灵活选择不同的方法，采取诸如探究式、参与式教学方法，进行

讨论、情景模拟等活动，在这样的过程中也能提高学生团结、互助、

协作等品质。

例如在学习课文《夜莺与玫瑰》时，可以采取角色表演、童

话改编、创意写作等方式来深刻理会童话的道德寓意，引导学生

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教学中要不断激发学生共

同参与和思考，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融入血脉里。

（四）科学制定教学评价，正确评估课程思政实施效果

教学评价采用多元评价系统。通过制定科学的、个性化的教

学评价指标体系，既注重结果，也重视学习的过程以及过程中能

力的培养、素养的提升和德行的养成。

鉴于道德教育的特殊性，在评价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时，不

能仅用量化的方式来考核，需要建立多元化、综合性的考核评价

体系。在进行落实课程思政时，需要确立发展性教学原则，将在

课程中促进学生思想道德发展放在作为教学评价的起点和终点，

在运用科学的、定性的方法评价课程思政效果的基础上，更多采

用人文的、定性的方法进行评价，并根据量化和定性这两种方法

的优缺点，扬长避短，争取达到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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