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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上下五千年，我国是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且在岁月

长河的洗礼下依然屹立不倒的民族。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之本

是依靠优秀的传统文化，因此，我们应该大力的弘扬和宣传中国

传统文化，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引导，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在现在实行新课改的背景下，高校的

根本任务除了教书育人、传授学生基本的专业知识外，还应同时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要实现学业、政治思想两手抓，以培养更多

的具有爱国意识的专业人才为己任。面对未来的英语教育从业者，

要充分发挥我们民族文化的优势，以英语教学为主，穿插贯穿思

想政治教育，以此来实现课程思政的教育功能，督促学生学习思

想层面得到全面的提升。

1  课程思政的内涵

所谓课程思政是指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们要充分发挥课堂的

作用，在教授学生专业知识技能不松懈的大前提下，将推广教育

的发力点放在育人属性上，加强其思想政治教育，全面的提升学

生的综合素养，促进学生个人的全面发展。课程思政的教学理念

是新时代发展的产物，在高校进行英语过程中，教师可以在进行

英语基础教学的同时，用英语的方式进行思想素质、行为习惯的

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英语专业中华优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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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使学生在多种文化汇入时，能够保持自我，通过老师思

想政治的引导，消除学生在面对外国文化的盲目心理，运用客

观发展的眼光看待西方文明，落实教学过程中充分落实“四个

自信”“四个意识”，只有这样才可以使学生在中西文化的冲

击下继续保持民族自信。传统的教学模式只是过分的关注学生的

学习成绩，重结果、轻过程，对学生的教育过于片面，忽视

了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提升。相较于传统的教育理念，新的教育

理念则弥补了这一缺点，充分发挥了教书育人的根本，全面的

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

2  高校英语专业教学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合的意义

2.1英语专业教学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时代的需要

近几年来，国家对于中华优秀文化传播工作的重视程度越来

越大，其关键就是民族文化是国人的生存之本。尤其是刚刚结束

的党的二十大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华民

族是一支优秀的民族，拥有强大的文化素养，中华优势民族文化

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智慧的结晶，弘扬和传承民族文化，将中华

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到国民教育中去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在高

校英语教学中，我们也应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加强传统文化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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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宣扬，树立学生的民族文化自信。

2.2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英语教学的根本使命和

应有担当

在高校英语老师教学过程中，要坚持“引进来”“走出

去”的教学方式进行授课。“引进来”是指老师通过教学将西

方先进的技术、管理理念、成熟的经验等得以引进，充分发挥

西学东用的作用，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走出去”是指老师

在教学过程中也要传扬我国优势的传统文化，建立起学生的民族

自豪感，使英语专业的学生充分认识到自己身上肩负的历史重

任。在中华优秀历史文化传播路上，学生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充

当文化使者，推介我国传统文化，树立我国在世界自信、优

雅、大度、宽容的形象。

3  高校英语课程融入思政教育的注意事项

3.1取长补短

老师要结合课程特点，将思想政治巧妙的融入到教学过程

中，通过有意识的渗透，将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我国社会

主义的价值观充分的传递给每个学生。老师要认真的设计教学细

节，通过对课程问题的设计，来引发学生的思考和讨论，结合

当下热点，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有很强的代入感，既增

加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又达到了思政教育的目的。通过这种

理论结合实际的方式，使学生对自我有个更清晰的认知，对社

会有更详细的把握。增强民族自信的同时又兼顾了社会认同感。

3.2 放下包袱，全情学习

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学生的情感诉求。努力营造健

康向上的学习氛围，通过建立与学生的平等关系，充分的了解

学生，尊重学生，关心和爱护学生，逐渐的走入学生的情感世

界。只有走进学生的内心，才能使我们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和

思想状况，便于我们及时的进行引导和干预，使学生能够放下

戒备，放下思想包袱，感受到教育的温度。使学生感受到，师

者，不仅可以传道受业解惑，还可以给予学生战胜困难的勇

气，使其全身心的投入到学习中去。

3.3 扩大容量，渗透全程

在新时代的发展下，老师的教学手段及教学方式也要与时俱

进。疫情当下，线上教学必定也会成为我们主要的教学方式之

一。老师要充分的利用线上线下的教学方式，二者相结合，通

过线上分享预习资料，线下详细讲解及答疑，增加课堂的效

率。课后，老师可以利用现代化自媒体，通过开展英语方式的

中华民族文化故事征集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使学生在增

强自身语言能力的基础上，潜移默化的树立学生的民族自信。

通过“互联网 + ”的方式，可以随时随地的从各个层面教学，

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宽度，且高效地完成了多维度的思想政治教育

渗透。

4  高校英语课程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有机融合的路

径探析

高校要大力推广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全力促进我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达到人才培养与文化传承的双向效果。英

语作为高校课程的主学科地位，要充分融入中华文化内容内涵，

从学生到教师、从课程结构到课程内容等方面，都要积极的与

课程思政理念相结合，实现学生的综合素养的提升。

4.1 在课程内容方面，要不断扩展知识的深度和宽度

教师在进行教学过程中，不应只拘泥于课本大纲，要积极

的拓展知识的宽度。勇于打破专业限制，将于本学科相关联的

专业融入到课程中，不断满足学生知识多元化发展的需求。英

语专业的学生可以涉猎的专业很广泛，凡是涉外的学科，都不

可避免的要用英语进行交流，因此，老师在进行英语教学的同

时要结合实际增加专业之间的联系，从实用性的角度出发，进

行教学。此外，还应对学生进行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思想引导，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提高学生的文化自信。

4.2在教学形式方面，要积极营造公平包容的学习教育环境

在教学过程中，高校要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学资源，公

平公正的教育环境。教师在进行英语教学过程中，要坚持学生

为主的教育理念，给予学生充分的理解和尊重，运用现代化设

备，积极探索和创新多样化教学形式。通过进行中西方文化全

英文辩论赛，中国文化遗产英语宣扬竞赛等活动，充分调动学

生的主动能动性，在充实学生知识面的同时，也感受了中华文

化的魅力与精髓，增强了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4.3 在教育方式方面，要更加重视潜移默化的隐性教育

教师在实施课程教学的用时，要更加注重课程思政的结

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行潜移默化的思

想政治影响。在英语教学中，对于学生进行思想价值观的引导。

运用自身丰富的教学经验和人生阅历，感染和鼓舞学生，积极参

加社会实践、公益活动等，通过学生自身的体验感悟优秀传统文

化的内涵，进而引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增强其民族责任感

和使命感，积极投身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承事业中去。

5  结语

教书育人的最基本形式是传授知识，而高校课堂是实现教书

育人的重要途径。而在高校英语课程教学中，可以通过英语课程的

思政教育功能，在重视学生语言培养的基础上，宣扬中华传统文

化，增强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充分发挥协同效应，有效的

培养学生的中西方文化交流能力，让大学生学会在差异中求同存

异，增强辨别力。在传播我国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道路中，英语专

业的学生可以充分的发挥语言大使的作用，通过语言的力量，让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闻名与世界的各个角落。让其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

的有为青年，担负起复兴中国梦的伟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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