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2 Vol. 5 No. 04 2022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课程与教学

浅析《大学语文》隐性课程思政的显性化表达路径探究
柴俊秀

（青岛农业大学海都学院，山东 青岛 266600）

摘要：在课程思政如火如荼实施的今天，探索一条《大学语

文》隐性课程思政的实施路径，显得非常必要。笔者梳理了近几

年关于《大学语文》课程思政实现路径的研究成果，并且提出了《大

学语文》课程应以提升学生的听说读写为核心，引领学生享受运

用汉语表达思想所带来的成就感，爱上运用汉语母思考、表达，

进而更好地理解并形成中国人的政治信念及审美体验、认识并掌

握中国式思维智慧，培养具有汉语思维的显性化表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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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及缘起

2017 年 12 月 4 日，教育部颁布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教学

质量改进工程实施大纲》。该文件精神在思维教学教育教学质量

提高体系中，明确提出了对“课程思政”的要求：“推动以‘课

程思政’为主要教学目标的授课变革，进一步优化课题设定，修

改学科专业教学内容，改进教学设计，强化课堂教学管理，整合

各门学科专业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所承担的思想政治教

育功用，渗透到授课各环节，达到思维政治与能力素质教育的有

机统一。进而确定全面发掘和利用各门学科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

育元素，成为课本必需篇章、课堂讲授内容和学员考评重要知识

点。”由此，“学科思政”有了明文规定，有了明晰的方向和具

体化的策略。从这个文本中可大体归纳出各门学科的“学科思政”

的具体内容开展方向，包含教学活动与考试内容的教学活动环节、

融入教学管理、挖掘学科思政元素，以及思政课程功能。

吴月齐教授在《试论高等学校实施“课堂思政”的三个着力点》

中认为“课堂思政教育就是课堂德育教学，指的是将高等学校各

种教育科目和讲授以课堂为载体、以立德树人为基础，通过全面

发掘蕴藏于学生专业知识中的品德元素，进行通识课、专班和品

德课堂的有机融入，使品德内涵渗透到、贯通于学校教育与课堂

的整个过程，从而助力于学生全面发展”。

据笔者在知网的查询发现，以“大学语文”“课程思政”为

关键词查询，与大学语文课程思政相关研究论文 20 篇。主要就高

校语文课程思政的意义、可行性，以及教学模式等方面展开了论

述，但内容涉及范围并不广泛；关于高校的语文课程构建方面，

兰州理工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的教师阐述了他们学校的课堂构建

的基本模式，强调了大学生语言素质、文化核心素养的提高；而

南开大学的陈洪教授的《母语素养激发自信——浅论用于母语教

学的“高校语文教育”课题与教学内容构建》，将大学语文的定位、

大学语文课程对于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做了细致的探讨，但是如何

建设大学语文课程思政的课程探讨得不够系统；大学语文课程思

政的教学实践与思考。也有一些关于高职高专的教师关于“大学

语文”课程建设的研究，也多是从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的角度出发，

没有真正从“课程思政”的角度探讨。

笔者以“课程思政”“实践”为关键词查询，共有 422 篇文

章。以“大学语文 + 课程思政”，为关键词搜索，共 20 篇研究论

文。潘虹教授在《高校语文教育思政的教育实践与思考》中提出，

要进行高校语文教育的学科思政，深入发掘与理清高校语文教育

内涵、优化定位，进一步整合高校语文课教育与学科思政教育、

结合实际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王岚的文章《将思政素质教育

纳入高校语文的要求及途径》指出“高校语文有着隐性的思想政

治教育功用，有着丰厚的思想政治学教学资源，与思政课有着特

定的历史文化共同点”，所以要进行大学语文的课堂思政，必须

首先明确思政德育目标，有的放矢；再根据思政德育主题，精心

选择教材；设计了模块化教学，使思政教学贯穿整个课堂全过程。

关于课堂思政的前二篇文章，主要探讨大学语文进行课程思政的

可行性方面研究，即使提出相应措施，但措施并不成熟，可行性

较差，且没有评价体系。

作为通识教育课的其他课程——英语、数学、体育、计算机，

关于课程思政实践路径相关的论文，据笔者统计：英语 74 篇、数

学 9 篇、体育 26 篇、计算机 1 篇。大连理工高校的崔戈早《“大

思政”布局下外语学科“学科思政”建设工程的研究与实施》中，

介绍了大连理工高校在“学科思政”建设方面的工程。他们首先

构建了外语学科“学科思政”资源库，还创建了外语学科“学科

思政”的演示课。分为“大战略”（国外班）、“国家文化概况”

（国外机构人才班）、“跨文化交际”（高校英语专业）、“外

交学导论”（英语专业）、“日语视听”（日语专业）。教材的

选用既充分考虑到涵盖全校外语授课各门类教材，又充分考虑到

主导老师及其学科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素养。并且邀请专业化的

顾问队伍，注重“学科思政”与教师队伍的构建。杜晓宁在《<

高等数学 >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讨》中认为，丰富课程知识体系

是进行数学课程思政的核心。他们认为，要用生活解读高等数学、

将数学史融入高等数学、介绍数学家的故事、运用与数学相关的

哲学悖论、通过数学在生活实践中的应用等几方面进行课程思政。

杨福军在《“学科思政”视域下高校体育运动教学与思政教育融

合研究》中认为，“学科思政”视野下的体育学科与思政工作教

学相融入才是最有效的，可行性策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在“大思政”工作格局下科学设计体育课程内容、提升体育教师

政治素养，增强课程育人意识、加强学校“课程思政”建设部门

间的协同与创新。耿丽娟早《“课堂思政”在电脑学习中的探索》

中，认为首先要提高老师的“教书育人”意志和“教书育人”水平，

然后要把课堂思政教育渗入所有的教学环节，最后就是要结合教

学内容和特色，发掘思政元素。

笔者从中国知网检索中可以看到，关于本科课程与“课程思政”

结合的科研文章也比较多，最主要的是先从课程进行与课程思政

的可行性入手，再结合课程内容的具体内容与性质，进行课程思政。

例如，刊登在《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陈琳等人的《< 人体寄

生虫学 > 课程思政的实践与思考》中指出，这门医学的基本教学，

要在这样的一些方面开展对课堂思政教学的研究：将学科教学与

爱国主义教育有机地结合、将学科教学与职业教育有机地结合、

将课程教学与辩证思想教学有机地结合、将学科思政教学与时事

政策教育有机地结合；构建融入课堂思政的有效教学方法，调动

学生自主学习兴趣与潜力根据不同的学科，做好课程设计工作，

把思政要素融于其中；高校与专业院所加强融合，助推课程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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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江红教授等人在《理工类专业课程开展课程思政教育的探索与 实践》中指出，专业课开设课程思政教育情况如下图所示：

即“在统一专业课授课教师思想认识的前提下，从专业顶层

设计出发，在梳理职业素养的基础上，拟定培养计划中的毕业要求，

对照毕业要求，修改课程教学目标，挖掘教学内容，寻找思政教

育与专业课程的结合点；积累思政素材，设计开展思政教育的教

学环节；丰富授课手段，实施多样化、嵌入式的思想政教育”。

综合以上材料我们发现，关于通识教育基础课的课程思政研

究已经开始，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但是，提

出的设想多，实际经验少。专业课的课程思政实践方面，主要是

通过深挖课程内容，将其课程内容、学生的职业素养、爱国情怀、

学者精神等与课程思政相结合，对学生进行滋养和教育。

将“课程思政”和“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结合起来做成一个可考、

可评价的课程体系在国内还是研究的空白。

二、实施方法

我们发现，目前大学语文学界对于大学语文课程思政的教育

价值及实施策略关注度越来越高：有经验的名师对于如何借助现

代信息技术，融合丰富课程资源，打造大学语文魅力金课产生浓

厚兴趣；如何结合本校特色，编辑出版具有隐性课程思政特色的

大学语文教材受到重视和欢迎，笔者和山东省的兄弟院校编订了

《大学语文》教材。

以上专家老师的成果是我们研究的基础，但在大学语文课程

思政的流程设计、实施路径、学习评价方式等方面的研究有待于

进一步延伸。笔者将充分利用主持的在线校级开放课、打破课堂

空间局限，与学校团委合作，开辟社团、竞赛等更为多元的课程

实施渠道，努力形成“大语文”“语文即生活”的模式；形成中

国人的做人、处事的行为模式，使学生形成既有中国传统特色又

有时代风貌的中国式思维方式，促进其语文素养的提升。

我们认为，将《大学语文》隐性课程思政要素用一个显性化

的方式表达出来，就要围绕大学生语用情境及言语表达实践，提

取并建构具有中国思维和特色的大学生语用知识体系。

对经典文章中蕴含的重要思政要点系统总结：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辛亥革命历史文化、红色、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加以揭示和总结，对教材经典文本中

蕴含的思政要素进行挖掘梳理、归类分析。并且对大学语文教材

文本中的语文要素及思政要素进行系统分析，进而厘清二者关系，

搭建认知结构流程图。

在具体操作层面，根据大学语文的核心素养（听、说、读、写），

全面梳理大学语文蕴含的课程思政因素。提取教材文本中隐涵的

思政元素，厘清语文要素与思政要素的关系。根据语文要素与思

政要素的关系，设计大学语文隐性课程思政实现路径，用以指导

线上线下混合式大学语文学习活动实践，从而实现隐性课程思政。

在具体的实施方面：首先利用本人主持的《大学语文》在线

开放课，组织大一学生开展大学语文自主学习活动，将学习表现

纳入学生综合素质量化考评体系；接着利用校级学习共同体开展

主题研讨、竞赛等活动，扩大学习者的朋友圈；最后利用课堂讲

授及对话研讨，深化学生对思政要素的认识与理解。

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大学语文教材中语言要素与思政要素的提取与关系处

理。

（二）大学语文隐性课程思政教学实施的策略、路径、技术

与条件等的挖掘、提炼与落实。

（三）大学语文隐性课程思政的教学评价体系的构建。

三、结语

在“课程思政”如火如荼实施的今天，找到一条将《大学语

文》隐性课程思政显性化表达的路径显得至关重要。笔者致力于

大学语文这块具有天然课程思政元素的肥沃土壤，引领学生享受

运用汉语母语表达思想所带来的成功感、自信感、自豪感，爱上

运用中国式的思维去思考、去表达，进而更好地理解并形成具有

中国人特色的政治信念及审美体验、认识并掌握中国式思维智慧，

从而培养具有母语思维的语用素养的大学生。笔者浅陋的认为，

这就是《大学语文》课程隐性课程思政的显性化表达路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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