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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高校英语教学改革与研究在课程思政与英语教学相结

合，思辨能力培养与英语教学相结合两个方面已经分别取得了丰硕

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然而，在人才培育的全过程中，语言知识

与技能的习得、德性的修养和思辨能力的培养三者是缺一不可的，

只有将思政教育与思辨教学相结合，并有机融入语言文化的教与学

之中，才能有效促进传统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的转变以适应“新文

科”背景下理性思维与文科训练、教学相长、及知行合一的客观需

求，才能有助于打破传统英语教学理念和学习理念的制约以提高

“教”的效率和“学”的质量，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价值塑造、能力

培养和知识习得三者的有机结合以落实“立德树人”的紧迫任务和

全程全方位育人的理念，助力专业素养高、道德品质高尚、创新思

维及思辨能力强的英语人才培养[1]。

1　研究综述

在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彻教育

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外国语言文学类教

学质量国家标准》也将“良好的道德品质”纳入学生素质的培养

要求。在当前中国发展的新形势和新时代背景下，外语类院校、高

校的外语类专业以及外语教师纷纷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探索将

外语专业课程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路径。上海外国语大

学围绕思想政治教育与外语专业教学相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和人

文教育相结合，第一课堂（课程）和第二课堂（实践）、第三课堂

（网络）相结合，开展了以思政课为核心的课程思政教改探索与实

践；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提出“一体两翼”的教学模式，将思政

教育融入大学英语课程，在培养学生英语技能的同时，提升他们

的人文素养，培养其正确的价值观；东华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廖

华英团队的“中国文化概况”等课程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思政教学

模式和体系；浙江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张迅团队在课程教学中深

入挖掘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德育元素和所承载的思想政治教育

功能，以专业知识、技能为载体，推动语言文化教育与思政教育

同向同行。从微观层面，即从具体的教学过程和教学环节的各要

素进行思政教学实践的探索也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崔永光和韩

春侠以“英语精读III”为例探索了英语专业实施课程思政教学改

革的可行性和策略；孙秀丽以“中国文化”课程为例，探索挖掘

教学材料的思政内容，将英语专业课程内容与思政育人相结合的

教学方法和途径；莫海萍以英语专业阅读教学作为高校实施思政

教育的切入点，从授课教师思政水平的提升、教材思政内容的挖

掘、课程思政内容的渗透等方面探索英语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相

融合的路径；此外，刘瑛、周正秀、韦金凤等学者从多角度多层

次探索了将课程思政与高校商务外语教学相结合的模式；廖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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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了课程思政视域下的高校英语专业翻译教学改革的实践探

索。以上实践及成果是高校外语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模式的有益尝

试和探索[2]。

思辨能力（Critical Thinking），或“批判性思维”，

是科学素养的重要元素，思辨能力的培养是高等教育各学科教学

的共同目标（文秋芳，2 0 1 5 ）。英语思辨教学是一种教学理

念，它基于对语言本质和语言学习规律的新认识，包含了高校

英语专业技能课程教学改革乃至大学英语“提高”、“发展”

阶段教学创新所应遵循的一系列原则。思辨英语教学观认为：

“语言应作为发展高阶思维能力的手段。在语言教学中，这意

味着学生并不是为语言而学习语言，而是旨在发展他们的思维能

力，并在超越语言课堂的情形中运用思维能力”（转引自孙有

中，2019）。随着思辨英语教学理念的普及，英语界对融合培

养语言能力和思辨能力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形成了广泛的共识。黄

源深，任文，曲卫国等就外语思辨能力的缺失问题展开了讨论；文

秋芳从外语专业学生与其它专业学生思辨能力的对比，以及外语

专业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等相关方面展开研究；孙有中、韩宝成

等深入探讨了思辨能力与外语教学改革的相关问题，孙有中还具

体探索了思辨英语教学的原则；刘芳、董元兴、李慷就教师与思

辨能力培养的内在关联展开了探讨；李莉文等专注于思辨能力培

养的策略与教学模式的构建，研究者们分别从写作，口语，阅读

等具体课程切入探讨课程的设置、思辨理念的应用、思辨能力与

外语教学融合点的寻找等相关问题；裴正薇等做了关于不同认知

层级问题驱动下的小组讨论与思辨能力培养的研究。 此外，董元

兴，刘晓民，陈晓丹，邹绍艳和高秀雪等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和

层面探索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思辨能力的有效途径[3]。

通过梳理不难发现，外语专业课程教学在与思政教育相结合，

与思辨能力培养相结合两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上分别取得了关键

性进展和成果。然而，将外语教学单方面与课程思政教育、或者

与思辨能力的培养相结合，显然无法满足新形势下“三全育人”目

标的需求。此外，无论是思政教育还是思辨英语教学，如何实现

理论理念与教学实践的“无缝”衔接和融合仍是困扰广大教师的

一个难题。为此，笔者提出将德性的修养与思辨能力的培养相结

合，有机融入语言知识与技能的教学中，建构知（思辨能力的培

养）—德（思政教育）—行（教与学）三元一体的教学框架，探

索本科英语课程思政与思辨一体化教学模式的构想，以此来解决

思政教育、思辨能力培养与教学有机融合的难题，满足立德树人、

实现“三全育人”的迫切需求。

2　思政与思辨结合点的寻找与建构

课程思政与思辨一体化教学模式的实现首先是寻找和建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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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与思辨结合点。寻找和构建思政与思辨结合点的原则是：灵

活、推陈出新和与时俱进。其具体的方法是：从教学内容和知

识点中挖掘课程思政元素，然后根据知识点与思政元素设计具有

针对性的问题和议题，以问题和议题为线索，组织学生讨论，

引导学生思考和思辨，寻找问题答案的过程就是学生的思维得到

锻炼、发展的过程，对问题的解答过程也是学生接受正确的价

值理念和精神追求等思政教育元素的过程。

“美国文学”是高校英语专业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课程

目标是通过美国文学的发展脉络、主要文学流派、代表作家及作品

等相关知识，培养学生文学阅读与鉴赏的能力，提高综合运用英语

语言的能力和思辨的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外国

文学文本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语言的背后渗透着文化价值

观，在面对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话语时，教师更加要注重引导和

培养学生观察、思考、甄别和辨别的能力。

《贵妇画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1881）是亨

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的代表作之一。小说的女

主人公伊莎贝尔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天真的美国姑娘，在得到一大笔

遗产、取得了经济独立后，伊莎贝尔将自由视为自己人生最大的追

求和目标，不允许任何人或事物威胁到自己的自由。最后，我行我

素、生活在理想化世界里的伊莎贝尔落入了梅尔夫人和奥斯蒙德的

圈套，走进了不幸的婚姻。在《贵妇画像》的教学中，笔者设计的

思辨与思政结合点是：自由与责任的关系。伊莎贝尔是一个典型的

美国人，追求自由也是美国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然而伊莎贝尔的

经历让我们看到：任性而毫无节制地追求自由使她沉入了极端个人

主义的深渊，伊莎贝尔错误地认为，独立和自由意味着摆脱一切限

制，使自己不再受任何角色、身份和责任的制约。然而她忽略了，

人在拥有自由意志的同时也负有责任，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伊莎

贝尔面对生活抉择时的意识活动和行为方式以及她所遭遇的挫折和

困惑，深刻地揭示了一个从个人主义自我到具有责任意识的自我的

道德成长过程（郭红旗，67）。伊莎贝尔最终决定回到奥斯蒙德身

边，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一结局让读者感到震惊的同时也深刻体

会到作者在小说中所昭示的道德力量[4]。

伊莎贝尔偏狭的自由观和极端的个人主义使我们联想到新冠

疫情期间拒绝戴口罩、不配合防疫措施的一部分“自由的”美

国人。除去历史、法律、生活习惯、政治等因素之外，一些

美国人不愿意戴口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们认为是否配戴口罩

是个人的自由。然而，在新冠疫情爆发的极端环境下，盲目追

求自由、不约束自己是一种忽略和抛弃责任的行为。毕达哥拉

斯认为，不能约束自己的人不能被称为自由的人。在中国传统

君子文化中，君子修身的关键之一便是自律，即自我约束。君

子的自律意识中包含着一种大局意识和担当精神，其实质是对他

人、对社会、对自然、对国家的一种强烈责任感。正是中国

人民在疫情期间的高度自觉和自律创造出一种井然的秩序，为我

们的生活争取了更大的自由。由此可见，我们在尊重生命价值

和个人自由的同时，也要看到自由与责任的关系。

3　将思政与思辨结合点融入课堂教学的方式和有效路径

在建构思政与思辨结合点的基础上设计教学环节，通过课前

预习、课上讲授与研讨、课后反思等环节将思政内容灌输和渗

透在教学内容中，同时引导学生思考和思辨，使学生的思维得

到锻炼和发展。

首先，在课前预习环节中围绕思政与思辨结合点布置课前预

习任务。《贵妇画像》布置的预习任务是：阅读小说第六章，

分析并评价伊莎贝尔的人物性格。在这个环节中，学生除了对即

将要学习的知识点有所准备之外，还要深入思考语言文化知识与

现实世界的关系。其次是课上教学与研讨环节。在这个环节中，

教师讲授与作家和作品相关的知识点，以针对性的议题，如伊莎

贝尔的自由观，为线索组织学生研讨，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和思

辨，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批判性地思考中西方在制度、语言

文化、思维方式和传统习俗等方面的差异。让学生思考中西方的

差异，“看清”美国式自由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危害，深入了解

中国传统君子文化中的克己自律和责任意识，不是为了褒扬自

己、贬损他人，而是在不同文化的对话和交流中增进彼此之间的

了解，各取所长，不盲目崇拜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对中国的

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更加自信。再次，课后反思环节。反思包括

两个方面内容：一是教师，在完成课程教学任务后及时回顾授课情

况和一些重要细节，有针对性地作访谈听取学生的学习体会，着重

记录思政、思辨、教学三者融合的效果，总结成功或失误的经验，

以便及时作出后续调整；二是学生方面，通过教师布置的书面作业

回顾课堂教学的知识点，深入理解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

生观对于自身成长与发展的重要意义。

课前预习环节激励学生产生求知欲和内驱力；课上讲授和研

讨环节注重思维引导，引起学生对思政元素的情感共鸣；课后

反思环节促进学生对课程知识点的进一步理解、拓展和深化。

从思政元素的融合与渗透角度来看，知识点与思政元素的衔接和

融合，使学生在学习知识与技能的同时，在思考和解答问题的

过程中“润物细无声”地接受正确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追求等思

政教育元素。从思辨能力培养的角度看，教师提出具有思辨性

和挑战性的问题，并给学生提供思考和独立探索的条件，让学

生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讨论、比较和分享，这是一个既有

“思”也有“辨”的过程，学生探寻答案的过程也是他们的

思维得到锻炼与发展的过程。

4　结语

外语教育本身具有鲜明的特殊性，需要直接面对国外的意识

形态和西方主流话语，其文化价值常常渗透在语言背后（杨金

才，1 2 ）。面对外国文学文本中价值取向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要透过语言意识形态进行价值观的引导。课程思政与思辨一体化

教学模式，通过思政教育和思辨能力的提升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以客观的态度来对待外来的思想和文化，从而在英

语专业人才的培养中实现语言知识传授、德性修养及价值塑造、

思辨能力培养的多元统一，实现传道授业解惑与育人、育才的

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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