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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教育部门的相关要求，高校应当将思政教育全面贯彻于高校教育教学之中。而在韩语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

不仅有助于学生在多元文化教学中形成良好价值观念，还可以加深他们对本国文化的理解，增强文化意识和自信。对此，

本文也将简要阐述思政教育与高校韩语专业课融合的意义，并进一步提出二者相融合的有效路径，希望对高校韩语专业思

政建设有所帮助。

韩语专业；思政教育；融合路径

在高校教育中，对于外语专业的学习通常会涉及到国内
外民族文化、社会背景和风俗习惯等各方面差异，在学习的
过程中，学生将更加了解外国文化，同时也能更加加深对本
国文化的认知。所以如何在专业教育中深度融入思政教育，
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提高文化意识，也是所有外语专业教
师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因此在高校韩语专业教学中，高
校教师有必要深入思考思政教育的融合途径，以全面提升高
校学生的思政意识。

1、思政教育与高校韩语专业课程融合的意义

首先，将韩语专业课与思政教育进行深度融合可充分提高
学生的语言实践能力。众所周知，韩语专业是一门语言类专业，
所以只有学生在学习中充分了解韩国的文化习俗以及各种风俗
习惯，才能更好让学生在实践中准确应用这门语言。考虑到这
一点，将思政教育融入韩语专业教育中的重要性就得到的充分
体现，实现二者的深度融合可以更好丰富原有课程体系，让学
生的思想意识与专业技能得以共同发展，为其今后更灵活地应
用韩语奠定有力基础。

其次，将二者进行深度融合还可以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当前学生所处的时代是文化交融的时代，所以，在此时代背
景下，只有做好韩语专业课程思政，让学生在专业教育中学
习思政教育内容，才能帮助学生建立更强的文化自信，让他
们能够在今后的国际交往中拿出更好的状态，向韩国群众传
递中国文化，分享中国理念，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与
输出做出贡献 [1]。

2、思政教育与高校韩语专业融合现状分析

高校是韩语专业教育的主阵地，截至目前，有越来越多的
高校致力于在韩语专业教育中融入思政教育，但融合过程却也
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首先，教师对韩语专业思政教育理念融合认知不足，这也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韩语专业课堂中思政教育的有效性。譬
如，在以往的韩语专业教学中，有的教师只是在某一个教学环
节才会融入思政教育，这也对思政教育的渗透范围产生较大影
响，同时也影响了课程思政理念下韩语专业教学的效果。

其次，教师在开展韩语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的教学方
法较为单一，在进行二者之间的融合时，大多数教师都是从课
本内容入手，将思政教育内容生搬硬套在专业课程教学中，这
种教学方式不仅无法实现让学生在润物细无声中形成良好思想
政治意识，而且还容易让学生产生逆反心理，最终影响到韩语
专业思政教育的效果。

3、高校韩语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融合思路与路径探讨

3.1  整合教学资源，对比学习中韩文化差异
受地理环境、历史发展背景等因素影响，中国和韩国在文

化习俗等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韩语专业课堂中，学生会
了解到有关韩国的传统节日文化，这可以让学生在今后的跨文
化交流中更好理解和表达韩国传统节日文化。然而，如果学生
只进行韩国传统节日文化学习，忽视对本国传统节日文化的深
入理解，那么在跨文化交流中将会使我国传统节日文化输出受
到一定阻碍。因此，在学生学习韩国传统节日文化与现象的同
时，还应为学生介绍我国与之相对应的传统节日文化习俗，以
及如何运用韩语进行输出和表达。

在我国自古以来就极为重视传统节日，其中春节、端午节
和中秋节更是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三，在韩国中亦是如此。
虽然中韩过节时间自古便大致相同，但随着时间和历史的变迁，
两国在过节时的节日活动和民族情怀早已有了较大差别，并且
在表现形式上也有所不同。拿春节举例，春节这一传统节日对
于两国来说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节日，寓意着阖家团圆，在这
一节日中两国人民都传递出了对新一年的美好祝愿。在中韩两
国的春节中，都有拜年这一习俗，不同的是韩国将其称之为岁
拜，同样的在拜年之后家中长辈会给压岁钱，但不同的是，中
国人民往往会将压岁钱放在红包里，因为红色在中国寓意着喜
庆吉祥，而韩国则是将压岁钱放在白色信封中，因为韩国人更
崇尚白色。除此之外，在春节两国的民俗活动也有很多不同，
如我国特有的贴春联、看春晚、放鞭炮、守岁等。

再比如中秋节，这一传统节日对于两国人民来说都是象征
团圆的节日，同时也是韩国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虽然两国中
秋节过节时间相一致，但是在节日活动形式上却有很大差异。
我国中秋节主要活动形式为吃月饼、赏月、喝桂花酒、玩花灯
等等，主要寓意是寄托思念、祈盼团圆美满；韩国中秋节的活
动形式是走亲访友、祭祀省墓、吃松饼等等，主要寓意是祭祀
祖先、拜望长辈、祈求未来生活更美好。虽然中韩两国的中秋
节有一定相似之处，但也不难看出，在节日活动形式和寓意上
是有区别的，这也充分体现出两国文化的巨大差异。

除传统节日外，两国在衣食住行各方面也都有相似之处，但
也有不同之处，所以，在教学中，教师可充分利用现有教学资源，
进行两国文化学习对比，帮助学生在了解其他国家传统文化的同
时，加深对本国文化的深入了解，深刻认识到学习祖国文化的必
要性，并肩负起向世界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

3.2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文化自信和意识
在韩语专业的学习中，学生将会学到韩服的发展和由来。

事实上，韩服并不全是源自于韩国自身发展演变而来，还受到
中国汉服的影响，之后在基于韩国本民族特色发展而成。近年
来，在传媒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下，韩国也正在积极推动韩服
全球化，在当前韩流盛行的社会中，受大众欢迎的韩国影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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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偶像团体、艺人也多身着韩服出现在观众的眼前，以不断
推进韩服文化被更多人了解。

说到此，就不得不说韩服与我国传统服饰汉服之间的渊源，
韩服是在汉服影响下演变而来，而近几年，我国汉服也逐渐兴
起之势，有越来越多的汉服爱好者宣传和弘扬我国汉服文化，
所以向世界弘扬我国汉服文化也是势在必行。因此，在韩语专
业教学中，教师还应为学生多介绍和讲解我国传统服饰，以更
好在跨文化交流中实现我国传统服饰文化输出。例如，在教学
中对韩服和我国传统服饰汉服进行比较，找出其中相似与不同
之处，了解我国各个朝代汉服的基本特征，借助多媒体为学生
播放有关汉服的影视资料和纪录片，并让学生学会用韩语介绍
汉服。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更加了解汉服和韩服的相关知识，
培养学生的文化交际能力，同时利用传统汉服服饰之美提高学
生对本国传统服装文化的认知和民族自信，让学生自觉弘扬我
国优秀传统文化文化。

在韩语专业的学习中，学生也将会对韩国企业有更多的了
解，韩国在不断发展下，确实也有许多被人所熟知的知名企业。
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改革下，国
民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在“一带一路”理念的指导下，越来
越多的企业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在世界舞台上也备受
瞩目，譬如腾讯、华为、阿里巴巴等知名民营企业。此外，作
为在世界企业中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我国国有企业，在国民经
济增长中也发挥出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因此，在韩语专业教
学中，教师除了要为学生介绍韩国企业及发展外，还要引导学
生加强对本国企业的了解，并学会如何运用韩语表达和介绍我
国知名企业，而且在教学中，要着重讲解国有企业对我国国民
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以体现我国经济发展的特色与优势。

高校学生是我国特色主义社会未来建设者，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的传播者，所以培养学生深入了解我国企业类型和情况，
可以让学生更加理解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实施的重要意义，提高
他们对祖国经济繁荣昌盛的自豪感 [2]。

4、提高思考辨别能力，正确看待文化差异

端午节是中韩两国都有的一个传统节日，韩国的端午节也
被称之为江陵端午祭，历史记载表明，韩国端午祭是受中国文
化影响并起源于中国，两国节日时间与称呼大致相同，不同的
是节日活动内容与目的。2005 年韩国“江陵端午祭”申遗成功，
而我国端午节也在 2009 年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一个入选的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日。在此次的端午节申遗之争中，有关

专家表示，韩国江陵端午祭成功申遗并不会对我国端午节产生
影响，但这也确实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一定启示，我国急
需保护的无形遗产还有很多，所以更应对此加强重视。可是对
于端午节所属问题在中韩两国民众之间的争论却并未停止，事
实上，一味的指责、争论并不会促进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和文
化交流，所以对于韩语专业的学生来说，为了更好实现跨文化
交流，提升自身的思辨能力尤为重要，学生们要学会正确看待
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消除误解和争议，并积极传播正确
的文化内容。

现如今，韩流文化在不断蓬勃发展中已经具有十分广泛而
深远的影响，并受到我国许多民众的欢迎和喜爱，而对于韩语
专业的学生来说，在日益的接触学习中，也难免会受到韩流文
化的影响。从文化交流和产业发展方面而言，韩流的发展也有
许多积极影响。同时，韩流文化极具创新力，这种能力也是文
化得以长远发展的必要元素，促使韩流文化能够始终在各国保
持活跃、扩大影响力 [3]。另外，在韩国影视剧中带有正向价值
观引导的主人公与内容，也可以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启迪和影响，
以上是值得师生在跨文化交流中学习借鉴的地方。然而，如果
在学习生活中甚至是跨文化交流中，过度推崇韩流则会产生许
多不良影响，如荒废学业、过度媚外、轻视本民族文化等。不
可否认，韩流有优点，但也有糟粕。因此，教师有必要指导学
生正确看待韩流文化，避免盲目崇拜。

韩语专业课堂作为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的主要场所，教师
应充分结合教学资源，对学生进行积极正向的引导，让学生
拥有正确的判断能力，树立正确的三观，同时还要端正态度，
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将知识与能力投身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
设中。

5、结论

综上所述，在新时期的韩语专业教学中，教师应肩负起提
升学生思想政治素养的重任，将思政教育融入教学中，通过整
合教学资源、弘扬爱国精神、培养学生正确思辨能力来不断提
升学生的思政意识，增强学生民族自信，为我国培养出更多具
有民族情怀与国际视野的外语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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