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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美文学课程中结合思政元素的重要性

“英美文学”课程的主要教学模式就是以英美国家的文学史

来介绍它们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英美作家，以作家的作品为主要形

式来讲述他们思想上、哲学上的想法。从这个角度来看，“英

美文学”课程同样讲授的是英美国家过去的文明史和思想史、

哲学史。对于许多高等院校而言，英美文学课程除了是作为一

门英语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之外，同时还作为一门通识课供全校其

他专业的学生进行选修学习，而这样一门以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

观为课程主要教学内容和教学理念的课程，很容易使得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于学生在之后的成长和学

习之中，在接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候，

则很容易会产生观念上的冲突矛盾，甚至出现逆反心理。由此

可见，英美文学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并不是删减其作为专业课的

内容与性质，而是让学生以中华传统美德、思想为落脚点，客

观地去看待英美文学史当中所传递的意识形态，以成年人的角度

去进行辩证理性地看待。

2  英美文学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的实施原则

首先是相互融合性的原则。在英美文学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

主要是为了将其作为一个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并非要求所有章

节都能承载思政元素，都必须将国内的思想政治教学内容机械、

教条地进行可以融合，而是需要教师潜移默化地，通过一句

话、一个故事、一场对话将思政元素融入其中，在不丧失英美

文学课程自身色彩之外，通过润物细无声、水滴石穿的方式在英

美文学课程上将思政元素融合到学生们所学的相关专业课知识中

去。教师要带领学生去客观分析英美文学课程当中所传递的政治

信仰、理想信念、社会责任、价值取向的题材与内容，让学生能

够有能力去进行独立自主地辨别学习，从而提高缘事析理、明辨

是非的能力，让学生能够成为在道德品质方面依旧能够优秀发展

的高素质人才。

其次就是差异化原则。现在虽然是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

的时代，但是不同的文化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过去，英美

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更是存在较大的差异。这时，教师就

应该带领学生去找出导致文化差异的各方面因素，从思想、文化、

政治、历史等角度来分析，让学生能够全方位地了解外国的文化

和文学，并且掌握其与中华传统文化、文学之间的异同点。将思

想政治教育与英美文学课程相融合，将以“立德树人”作为核心

任务发挥到最为理想的效果。教师可以在课上先介绍作品的真实

文化背景，再结合不同时代背景下所留存，或者后世制作的各种

影视录像、互联网资源和文学纪录片，全方位地展示英美的文学

历史的发展方向，了解英美文化的内在价值。

3  英美文学课程当中体现思政元素的策略

3.1加强英美文学教师对思政元素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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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指示“其他

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

论课同向同行”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

求。如何在各大本科高校中对英美文学课程体系内部更好地融合

思政元素，就需要各大本科高校进行积极探索。

最重要的，英美文学课程专业教师应该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

有着一定的了解和重视。在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任务、教学计划

当中就应该对思政元素的内容进行提前安排，按照各大高校的思

政课程应有的要求来给予充分的保证。英美文学课程教师要在保

证课程基本教学的基础上，对英美文学课程当中符合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以及符合“立德树人”教学任务的内容，积极地与思

想政治教育元素进行相互融合。英美文学向我们展现了英美国家

的文学、文化的发展历史，而我国与英美国家的资本主义道路不

同，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对此，教师就可

以对英美文学作品在历史背景、人物形象、故事走向等方面联系

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引导学生进行积极讨论，帮助学生增强道路

自信。

3.2构建课程思政元素教学体系

在对英美文学课程进行课堂教学时，教师应该深入挖掘其

中与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有关的方面，做到课程思政与专业课程

进行融合教学，将思政教学体系中的各种重要理论要素融入英

美文学课程专业教材之中，例如在《富兰克林自传》当中，其

中不仅体现了当时的政治历史背景，同时还体现了主人翁富兰克

林一生自强奋斗，坚持善与美的道德品行，这可以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当中的文明、友善等内容，积极促进课程思政元素教学

体系的构建。

4  总结

高等院校是大学生思想政治培养的基地，在高职课程设置中

重视思政元素与不同课程的结合，是落实新时代青年思想政治教

育的重要思路以及方法之一。随着全球一体化的程度逐渐加深，

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以及开放，英美文学课程教师也

应该重视在保留本课程的基础知识之外，依托不同的文化作品，

保证思政教育的顺利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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