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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课程思政是高校课程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2020年5月28日，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
要》，进一步明确专业课程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基本载体。要深
入梳理教学内容，结合课程特点、思维方法和价值理念，挖掘课
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1]汉
语言文学专业各课程与课程思政有着天然的联系，都蕴含了立德
树人的培养目标，具有先天的课程思政元素。语言学概论作为汉
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它在提升大学生语言素养，培养
唯物主义的语言观，树立语言自信，文化自信等方面具有极大的
优势。在这一背景下，应积极开展语言学概论课程思政改革，强
化以“课程思政”为教学目标的，深入挖掘教学内容中的思政元
素，思考在教学中如何巧妙地融入思政教学，以到达立德树人的
育人目标。

1　挖掘该课程思政教学元素
1.1明确教学目标中的德育目标
语言学概论是汉语言文学本科的专业必修课。通过本课程的

学习，可了解语言的基本功能，语言的符号系统，发展规律；理
解语言和文化、心理等领域的交叉和基本的常识。在以往，我们
多强调该课程这样的知识目标与能力目标。

根据《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导思想，要求教
师在历史学、文学、哲学类等专业课程授课时，把马克思主义世
界观和方法论融入其中，结合语言学概论课程性质与特点，在设
计教学目标时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融入德育目标。因此，设计后的
教学目标为：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运用语言学的科学方
法分析语言现象的能力，传承和发展优秀的传统文化，树立科学
的语言观、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1.2挖掘教学内容中的思政元素
结合该课程教材——《语言学纲要》的章节，可在以下方面

挖掘思政元素。
“导言”部分可挖掘的思政教学元素有二。一、在讲解语言学

的三大发源地——中国、印度、希腊-罗马这一知识点时，可指
导学生观看纪录片《汉字五千年》第一集，启发学生思考：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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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梵语、古希腊的希腊语，古罗马的拉丁语已被历史自然地淘汰
了，但为何汉语能延用至今？教师可从学科发展史中发掘并激发
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家国情怀。二、介绍中外语言学名家。组织
学生观看纪录片《大师》，和学生共同挖掘中外著名语言学家的生
平经历，学习经历，学术成就，如索绪尔，赵元任，周有光、季
羡林、吕叔湘、丁声树等，鼓励学生学习这些语言学家身上严谨
治学，敢于创新，发奋图强的精神。

“第一章语言的功能”中讲授了语言是交际和思维的工具，这
是传统的工具论的语言功能观，而语言的功能绝不仅仅是工具。
进入新时代，随着全成球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进程的不断推
进，语言已经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国
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
度重视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语言规划、国家语言能力建设问题，
制定和调整国家语言战略以跟进社会发展的需要。作为新时代的
大学生，不仅要了解语言观的演进，更要关注新时代的语言问题，
能够将个人发展与国家需要相联系。树立为国家需要和区城地方
经济服务的个人发展观。

“第四章语法”在讲解语言的结构类型和普遍特征这一知识点
时，可带领学生对比分析汉语，英语，日语的语法规则，使学生
懂得语法结构不能分优劣，进而引导学生明白文化没有高低优劣
之分，既要认同本民族语言文化，又要尊重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化。

“第六章文字和书面语”树立科学的语言观应包括理解文字的
重要性。文字是言之记，作为记录汉语的汉字是传承中华文化的
载体。近日，教育部发布的中国语言文字概况（2021年版）中指
出，汉字在殷商时期（公元前16-17世纪）就已形成了完整的文
字体系，其字体的演变历经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
等阶段。汉字从未间断地使用至今。每个汉字都被科学设计，它
承载着特定的文化信息，[2]“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
明确写入《中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不仅如此，历史
上，由于汉文化对东亚国家影响巨大，历史上的朝鲜，越南，日
本曾将汉字借去记录他们本国的语言。时至今日，日文中常用的
汉字有2136个。因此，该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认识到汉字文化
博大精深、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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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可挖掘的思政元素有
两个方面。一、讲解语言的分化之地域方言时，通过观看郭达
方言版《将进酒》诗歌朗诵，介绍中国的地域方言的差异与分
歧，使学生明白方言是文化的活化石，传承和保护方言也是保
护我国丰富地域文化的途径，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语言的谱系分类。中国境内有56 个民族，使用80 余
种语言，这些语言分别属于汉藏、阿尔泰、南岛、南亚、印
欧五大语系，只拿汉语来说还可分七大汉语方言（另一说“汉
语可分为十大方言区”）,各地方言土语更是难以计数。[3]这些语
言，方言，土语都是人类的宝贵财富,记载着人类过去的文明，
更是激励着人类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因此，在普及、推广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科学地保护好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
是创造中华民族美好未来的重要途径之一。

“第八章语言的接触”，其中讲到通用书面语、民族、国
家共同语时，可带领学生阅读光明日报2021年8月8日头版文章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中国共产党领导语言文字事业的百年
历程和经验启示》，学习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我国的语言文字事
业。使学生坚信：中国共产党引领语言文字事业百年沧桑巨变
的光辉历程和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发展好
中国语言文字事业的根本保证。

2　探索适应课程思政的教学策略
2.1强化课程的人文属性
和汉语文学专业其他文学类的课程比较，语言学内容科学、

严谨、逻辑严密。相关的语言规律，理论都是通过大量的论
证，推理得出的。尤其是近代以来，语言学的发展往往和很多
自然科学相关，如数学，统计学，心理学，生理学，物理学
等。这种科学性特征可能会使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产生“厌
学感”。如果不了解该学科的性质，加之没有较好的学习方法
和教学方法，可能会使得学生缺乏对该课程学习的兴趣。作为
教师，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在授课中潜移默化地融入思政教
学？可以考虑强化该课程的人文属性。语言学和哲学，社会
学，文化学，历史学，考古学等人文学科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可以考虑从这些人文学科中挖掘思政教学素材，在教学评价体系
中融入人文内涵评价指标设计，寻求专业知识与德育知识的有机
结合点。

2.2树立跨学科意识
在强化人文属性的同时，还可在语言学跨学科这一性质上做

文章，如：从语言哲学中提炼看待问题的辩证思维方式；从模
糊语言学中提炼语言民族性这一观点；从语言类型学中习得

“人类语言有差异，但没有优劣之分”这一观点；从社会语言
学中提炼民族历史、民族性格、社会文化、国家精神等思想政
治元素，树立文化自信；从转换生成语言学中学得尊重自然与
科学，重视逻辑思维的意识。

2.3加强师资队伍思政素养
课程思政对师资队伍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作为高

校教师，应时刻严于律己，一言一行都应体现较高的人格品
质，道德素养，传递正确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另一方面，
应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熟知习近平
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注时事热点并能敏锐捕捉其背
后的思政教学契入点以提高思政教学能力。

3　思政教学实例
根据上述思政教学策略，特选取《语言学纲要》第八章语

言的接触中“外来词”来进行思政教学示范。
3. 1“外来词”思政教学契入点
3.1.1 兼容并蓄的文化胸怀。语言之间的接触会产生外来

词，它指的是一种语言中音义都借自外族语的词，也叫借词。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又是一个文明古国。长久以来，在和

国内各民族和平相处，和各国人民长期交往中，汉语吸收了不
少的外来词。西汉的张骞开拓了丝绸之路，从此，中原和西域
地区进行了频繁的贸易、文化、人员等交流，在这一时期，汉
语开始大量吸收外来词。例如葡萄、苜蓿二词，据考证来自大
宛语。祖母绿就是翠玉，据考证由阿拉伯文zumurrud 一词音译
而成。佛教传入中国后，也带来了大量来自梵语的借词，如
佛、尼、般若等。这些外来词大多产自汉唐两代，这正映射
了汉唐两代全盛时期对外来文化兼容并包，宽容对待的态度。
授课时，以讲授知识点为经，以历史讲授为纬，经纬融合，传
授理论知识的同时，提升学生的历史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使
学生懂得这种兼容并蓄的文化胸怀正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永葆
活力的密码。

3.1.2 困境中自强不息的家国情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
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深受西方列强奴役，为了
驱逐列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开始积极学习西方的
科学文化知识，在这一过程中，大量借词进入汉语词汇系统，
其中以从日语和英语借来的最多。例如理性、思想、尼龙、雷
达、混凝土等。授课中给学生传递这种奋发图强、为国争光的
家国情怀也是思政教学的目标之一。

3.2语言文字凝练出的文化自信
语言文字是每个民族，每种文化的基础元素和鲜明标识，

是文化传承、发展、繁荣不可或缺的载体。新时期以来，随
着我国国力的强盛，不少外语从汉语中借去大量词语。例如英
语中的 kon g f u（功夫），yin g a n d  y a n g（阴阳）、one
country，two systems（一国两制）等。这些词汇的涌现在
对外交流中不可缺少，是中国日益强大的见证，也是中华民族
文化自信的体现。

3. 3“外来词”思政教学导入
根据思政教学内容，授课时导入环节可以采用以下步骤：

教师给出定义→指导学生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如《汉语史
稿》、《现代汉语词汇》、《社会语言学导论》）→提出问题
分组讨论。

3 . 4“外来词”思政讨论
查阅相关资料后，要求学生思考外来词产生的原因，汉语

史上几次大量吸收外来词或输出词语的历史、时代背景。教师根
据学生讨论情况结合以上提炼出的三个思政教学契入点适时引导。

3.5“外来词”思政总结
在学生进行讨论后，每组选一名代表发言，回答以上问题

并进行总结。最后教师根据学生回答情况进行点评和总结。
综上所述，在当下大思政背景下，专业课程融入思政教学

是高校课程改革的新方向，是实现“立德树人”目标的重要途
径。高校教师应积极响应号召，在各门课程中大胆探索，勇于
实践，探索出适合课程的思政教学元素和策略，以实现专业知
识讲授与价值观引领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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