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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对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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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确保新时代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改革创新取得成效，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为指导，从“

唯物辩证法”的角度分析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建设原则；从“系统观念”的角度梳理了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逻辑

路径”；最后，从“实践观”的角度探讨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特色实践，这对于有效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大学英语“课

程思政”深度融合，形成协同效应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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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eff ectiveness of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English courses in the new era, this article, guided by the Marxist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analyzes the principl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 Englis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concept", the logical path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college English has been sorted out; Finally, 
exploring the characteristic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 English cour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perspective"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eff ectively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with 
college English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forming a synergistic eff 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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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分析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

建设原则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事物之间联系与发展的本质与规律的反映，主张客观、联

系、发展、全面、一分为二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为此，

我们要深刻把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提高辩证思维

能力，才能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所遇到的矛盾。

大学英语教学是整个高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大学英语也是各个高校学时最长的公共必修课程，因

此，把“课程思政”融入到英语教学中，是一个非常值得认

真学习研究的课题。那么，为确保新时代大学英语课程思政

建设改革创新取得成效，笔者认为，在其建设原则上应体现

深邃的辩证思维，坚持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专业知

识教育与价值引领相统一、守正与创新相统一，让大学英语

课程思政真正落地生根[1]。

1.1坚持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

对学生进行理论化和系统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当通过

正面的教育方式，为他们未来的人生奠定扎实的理论根基。

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对学生进行系统而清晰的教育,而不是间

接、晦涩的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在改进中加强，在创

新中提高，不以任何借口削弱。教师是课程思政建设的中坚

力量和“主力军”，教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师也要有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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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想信念。因此，学校要着力加强大学英语教师的思想

政治工作，培养理想信念坚定、理论功底扎实，高素质的

教师队伍，才能保障课程思政工作的顺利推进。

专业课程的思政教育是隐性教育，是情感的沟通、思想

的碰撞、人格的升华，必须由任课老师加以精心设计，使

教学内容更有深度、更有现实意义，能启发学生，引起学

生的思考。所以，大学英语教学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应主动融入课程思政教学体系，使之在高等学校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1.2坚持专业知识教育与价值引领相统一

首先，英语教学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其教学内容承载着

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对学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和

发展会有重要影响，因此，教师要深入挖掘课程内容的思

政元素，让学生在学习西方语言文化的同时，还必须充分

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底蕴，激发学生传承和弘扬

中华文明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用英语向世界讲好中国

的故事，使英语教学更好地成为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桥

梁。其次，英语课程具有人文性，教师要根据课程特点，

来巧妙设计课程思政的切入点，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培育具备一定思想道德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

和科学文化素养的创新型外语人才[2]。

1.3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

创新的前提是守正。首先，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应守

目标之正。即培育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肩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重任,承担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使命。其次，要守内容之正。无论

是思政课还是其他课程的教学，都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

本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宣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爱

国主义精髓，增强学生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和文化自信。

“因事而化”强调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凭借现实

的道理感化和教导学生。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应按照本

专业人才培养要求和教学特点，针对当前中国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主要矛盾与重点问题，将英语专业基础知识讲

授、专业技能提高与价值塑造有机结合起来，以提升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3]。

“因时而进”要求教师把握时代主题,不断创新教学

手段与载体，教师可以利用丰富多彩的英语课内外活动，

如戏剧表演、配音秀等形式，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国情、党

情、民情，正确认识肩负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作为教

师，首先要立足时代发展要求，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以

更高远的站位、更宽广的视野、更深邃的眼光，自觉做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才能依托现

代教学手段和教育资源，把新时代的主题贯穿、渗透进专

业课程中,使课程思政教学更富时代性。

“因势而新”是指教师要应针对国内外发展形势，进一

步探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思路、新手段、新形式、新

载体,实现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革新。大学英语课程思政

要善于运用国内外真实的素材，引导学生全面客观地认识

当代中国、深入了解外部世界，并善于在批判鉴别中明辨

是非。

2　从“系统观念”的角度梳理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逻

辑路径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来说，坚持系统观念，就是坚持

唯物辩证法。着眼于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存在的诸多

问题，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要从实际出发，坚持前瞻性

和整体性思考，用系统的思维和方法来梳理其发展的逻辑

路径。

2.1坚持目标要素中的育人理念

要实现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理念，就要转变英语

教师的教学理念，在专业知识教学过程中应具有“协同育

人、整体育人、发展育人”的新思想，在帮助学生掌握相

关的词汇语法知识，提高语言能力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渗

透学科知识的育人价值，实现价值引领，增强学生对中国

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切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4]

2.2激励内部和外部的动力因素

一、高校“课堂思政”的构建要搞好外部激励机制，这

就需要教育主管部门从政策导向、各种资源保障上合力推

进，建立教育部门与高校课程的上下联动机制，充分发挥

对“课堂思政”研究实践的鼓励和制约作用。二、高校党

政部门应当明确思政教学的主要内容，创新思政教育的教

学模式，有效建立思政文化与专业课程资源的桥梁。三、

高校要不断加强开发其他课程资源，可以建立专业课教师

与思政课教师集体备课和组建科研团队等的“课程思政”

常态化研讨机制，将英语课和思政课教师学科背景和知识

体系的差异性转化为优势互补，实现专业课程教学体系中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显性化。

2.3在过程要素上创新方法载体

专业课程与“课程思政”的转化需要研究理论与实践经

验的支撑，结合全国高校“课程思政”的研究成果, 在“

课程思政”教育中实现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融通、知识

传授和价值引领并重，可以通过情景交融、合作互动 、意

义构建，围绕当前的时政要点，实现课程思政由单一化向

多学科协同并进的特色教育。

2.4在结果要素上优化反馈机制。

目前，部分院校关于“课堂思政”的具体实施还处在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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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创新阶段, 因此，将“课程思政”列入基层党组织书记

抓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内容和专业教师“师德师风”和教学

绩效考核内容，将传统以知识为重的考评方式转化为知识

和育人效果兼顾的综合考评机制，充分发挥制度的“风向

标”和“指挥棒”作用。此外，应建立监督和反馈机制，

实施专业课观摩学习和调研制度，跟踪英语课堂“课程思

政”的融入情况，及时反馈，创新提高，选取典型案例加

以宣传推广，形成整体效应和长效机制。

3　从“实践观”的角度探讨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特

色实践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

展的根本动力，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马克思

主义实践观为高校思想政治课提供了科学理念和方法论的

指导。

3.1明确教学目标，融入课程思政理念

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大学英语指

南》指出: 大学英语新的教学目标 “是培养学生的英语

应用能力，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能力，同时发展自

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培养人文精神和思辨能

力，使学生在学习、生活和未来工作中能够恰当有效地使

用英语，满足国家、社会、学校和个人发展的需要”。因

此，开展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的前提是做好整体规划，

在大学英语教学目标中融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提升学

生的文化自信和人文素养，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和世界观。

3.2拓展教学内容,结合课程思政元素

当前，大学英语教材大多反映的是英美国家传统文化,

在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同时，却弱化了本土文化输

出。因此，大学英语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应反映新时期的

新特点，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担当起传播中

国声音的责任，不断丰富和拓展教学内容，增加中外文化

对比的思政映射，让学生了解中国传统节日、传统文化习

俗、中国的饮食文化等，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其次，教

师应该把中国故事、中国制度、中国制造、二十大等热点

话题融入到实际教学过程中，不仅让学生了解我国各个领

域的发展,而且可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认同感。

3.3改革教学模式，提升课程思政实效

构建以第一课堂（课堂教学）为主，第二课堂（课外

活动）为辅，第三课堂（校园文化）的多维立体思政教

学模式。首先，在第一课堂进行思政教育，教师应转变教

学理念，不能一味生搬硬套的说教，也不能破坏知识的系

统性，而是要因势利导，从知识背后蕴含的文化、思想

出发，结合社会热点问题，来鼓励学生集思广益，大胆思

辨和讨论，在无形中提高学生的思想修养。在网络时代背

景下，教师更需要改革传统教学模式，运用现代多媒体技

术，实施多模态教学，以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和激发他们

的创造力，并增加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吸引力。

其次，第二课堂是第一课堂的重要补充，可以通过开

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例如；戏剧表演、演讲比赛、英

语歌曲比赛等，不仅能够夯实课堂教学的学习成果，而且

可以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第三课堂是通过具有互动

性、渗透性的校园文化的建设，潜移默化地来营造良好的

校园人文环境和文化氛围，从而启迪学生的心智，陶冶学

生的情操，促进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激发学生高

尚的道德追求，促进全体师生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

素质不断提升。

4　结论

总之，大学英语教师在传授外语专业知识和提高学生外

语专业技能的同时，应切实提高自己的思政意识，增强思

政能力，主动承担起思政教育的责任，用马克思主义方法

论来武装头脑，并创造性的运用到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

要深入领会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建设原则，始终坚持

大学英语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体现英语课堂立德树人的

根本要求，确保育人工作贯穿整个教学过程，不断创新丰

富高校英语教材的思政内容和改革教学模式，建立健全英

语课堂思政教育体系，切实增强英语课堂的思政功能，确

保“课程思政”在高校英语教学中的有效实施，真正与思

政课程形成协同效应，实现“三全”育人。为国家培养立

志民族复兴、勇担时代重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无私奉献的有用人才，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

坚实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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