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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英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作为国

际交流语言，英语有着重要的作用，可以通过英语向国际弘扬我

国传统文化，同时也能够扩大我国对外开放程度。所以，对于新

时代青年而言，极有必要学好英语。那么高校就应该肩负起责任，

重视专业英语的教学。在新时期，教育不断的改革，国家越来越

重视学生思想政治的培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高校英语专业

教学无论是理念还是方法，都应该进行更新，重视英语专业课程

思政的构建，将知识传授、价值引领与能力培养进行结合，促进

学生的全面提高。

1  新文科背景下课程思政概述

1.1新文科概述

新文科是指在传统的文科基础上，让文理科进行交叉，将一

些现代化技术融入到文科课程中，以此来促进学生的跨学科学习。

新文科实现了从学科导向向需求导向的转变，有助于学生的综合

发展。新文科具有四大特征：第一，新文科具有一定的战略性。在

当今时代，无论是国际局势，还是国内形势都错综复杂，新文科

建设有助于应对这种复杂的形势，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促进国

内深化改革。第二，新文科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新文科是在传统

文科基础上进行创新，无论是在理论机制上，还是在具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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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有着一定程度的创新。第三，新文科具有一定的融合性。

在新文科中，融合了多个学科的内容，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和延

伸，形成了文理融合、文医融合等新领域。第四，新文科具

有一定的发展性。在新文科落实的过程中，会存在一些问题，

相关部门会结合这些问题，不断对新文科进行调整，让新文科

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

1.2课程思政概述

课程思政一词是在2017年12月出台的纲要文件中提出的，要

求高校各专业教学都要融入思政教学，挖掘不同专业的思政元素，

并充分利用、应用于课堂教学，以此来促进专业知识和思想政治

的统一。对于课程思政可以从思想和专业两个角度来进行理解。

首先，从思想角度来讲，课程思政是现代化教育理念下一种教学

形式的创新。课程思政并不是说新增一门课程，而是将思政教育

融入到相关专业教学中，以此来完成立德树人的教育任务。课程

思政就是把这种无形的思政教育变成有形，要求教师在设计课程

时，考虑相关思政内容，从而真正实现教书育人。其次，从专业

角度来讲，课程思政有助于教师在教学中将知识转化为能力。无

论是知识的讲授，还是能力的转化都离不开社会大环境。教师在

教授知识过程中要结合社会的用人需要。这就需要思政教育的指

导，这样教师的教学目标会更加清晰，学生也会因此而明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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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应该具备怎样的能力与素养，课堂教育就会变得更加高效。

可以说，课程思政就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将专业

知识内化为一种德性，不断提高学生综合素养。

2  高校英语专业课程思政的重要性

2.1有助于落实立德树人教育任务

在课程思政的背景下，高校教师在进行英语教学时，可从

我国的优秀文化入手，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学生的英语

水平，有助于实现学生的跨文化沟通。学生能够利用英语讲中

国故事，弘扬中国经典文化。2020 年，教育部就高校课程思政

建设出台了指导性文件，提出立德树人对检验高校工作的作用。

所以，在高校英语教学中，教师从传统文化、政治素养以及道

德与法治等层面进行课程教学，是立德树人任务实施的必然要

求。教师在课程设计过程中，想要让思政与英语能够有效融

合，就应深入理解立德树人的内涵。从高校英语教学角度来

讲，可以下三方面理解立德树人。1.立德树人应该重视在课程

中融入我国经典文化。2.在教学中应该关注世界文化，重视文

化传承。3.应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英语教学中。所

以，在新时代，英语教师必须能够与时俱进，贯彻落实国家政

策方针，完成立德树人的教育任务。在实际教学中，将知识、

能力以及价值观进行有效地结合，促进课程思政的建设，让学

生在学习到英语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能够形成正确的观念，成

为具备良好品行的人。

2.2有助于我国文化的传播

在新时期，英语教育有着重要的任务，其对我国的外交事

业有着积极地促进作用[1]。通过英语教育，能够为我国培养德

才兼备的社会主义人才，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在全球

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想要让我国能够在国际上占据有利地

位，就应该重视人才的培养。我国目前需要具备一定的英语能

力，同时对我国文化有深入了解的人才，需要这类人才将中国

故事传播出去。因此，在英语教学中，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融

入，是增强我国国际传播力的重要途径。

3  高校英语专业课程思政实施策略

3.1重视课程思政要素的挖掘

课程思政不是一个单独的学科，而是通过英语教学将思政元

素展现出来。所以，想要实现英语教学和思政的有效融合，就

应该重视对英语教材中思政要素地深入挖掘，然后教师结合实际

授课内容，查找相关资料对思政部分进行补充。也就是说，教

师需要根据英语教学内容和主题，去挖掘和拓展相关的思政内

容。因为既然是英语和思政的融合，就必须有所关联，不能让

二者之间有所割裂，否则就会显得突兀，不利于学生学习。教

师在实际教学中，应注重从中国视角出发，进行英语教学。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也应聚焦中国文化。

以32 课时[2]《英美时文选读》为例，其是英语专业学生的

选修课程，共包含八个方面的内容，如科技、文化及环保等，

主要训练学生的阅读水平。教师应该对八个方面进行详细地分

析，以此作为课程思政的挖掘方向，对学生进行相关的思政教

育。比如，在此读本中，有一个单元的主题是围绕电影展开

的，主要讲解了电影的产生和发展历史，以及电影所具备的经

济价值等。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电影，同时电影又能够呈

现出一个国家的文化，能够讲述国家的民族发展故事，可以说

电影是对外宣传的有效途径。所以，对于新时代的英语专业学

生而言，利用影视作品传播中国故事，弘扬中国文化是他们有

责任、有义务去做的事情。英语专业的学生是跨文化交际的桥

梁，是弘扬中国文化的主要人物。在我国影视作品中，很多都

能够体现出我国深远悠久的历史文化，如何能让外国人更好地了

解中国经典文化，是英语专业学生应该思考的问题。那么对于

这一单元关于电影的学习，“传播中国故事”就可以作为本单

元思政教育的方向。在这一单元的阅读中，主要是关于美国等

三个国家之间的电影故事，从国家和电影的角度入手，可以补

充关于《中国医生》的影片资料，让其作为思政教育的载体，

对学生进行英语思政教育。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保证思政教育

和单元学习内容的契合，不仅能够让学生得到更多练习，同时

也能让学生了解到中国文化的形式以及中国人的品格。同时拓展

的资料能够向“传播中国故事”延伸，学生们可以结合影片内

容，分析中国人在困难面前那种团结一心、无私奉献的精神，

从而让学生受到德育熏陶，实现课程思政的教育目的。

3.2重视英语专业和思政元素的融合

课程思政不是独立存在的，在进行英语教学时，必须重视

二者的高效融合，让英语知识作为思政的载体，思政通过英语

知识教学传达出来。在实际教学融合中应该注重两个方面：一

是渗透性；二是交互性。

对于渗透性而言，其主要是指英语知识和思政教育二者间的

互相渗透。思政教育必须和英语知识有一定的关联。首先主题

需要一致，不能出现英语教材中主题是经济，思政教育却是环

保这种情况，二者之间的主题必须相关。其次，教学评价也要

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也就是说对于思政教育的评价要和英语专业

知识、技能结合，通过思政教育促进英语知识的学习，通过知

识技能的训练来检测思政教育的效果。

对于交互性而言，其是指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强化课程

思政的开展[3]。在当今时代，互联网等技术十分发达，学习途

径更加多样化。学生们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观

点，积极和他人进行交流，使高校英语课堂具备了一定的交互

性，在沟通交流过程中，学生之间的思想会不断地碰撞，那么

对于课程思政而言，应该给学生提供多元化的交流。曾有著名

的教育学家指出，只有让学生主动学习、获取知识，他们才能

够真正掌握知识。所以，将思政元素融入英语教学时，教师应

该给学生提供各种各样的融合形式，以此来增强学生兴趣，让

学生能够主动学习相关知识，这样教学就会事半功倍，如教学

媒介的融合：教育平台、多媒体以及相关的学习软件等；再如

教学内容的融合：写作、阅读以及翻译等。

还是以《英美时文选读》为例，在电影主题这一单元中，

包含了四个课时，教师可以将思政教育放在后两个课时中，应

该先让学生对专业知识有了一定理解和掌握后，再进行思政教育

渗透，以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需注意的是，在进行思政教育

时，课堂形式应和前面两个课时是相同的，让阅读材料成为教

学的主要内容，教师通过组织课堂活动让学生们积极参与到英语

知识和思政的学习中。教学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部分：1.课前讨

论；2 .阅读训练；3 .阅读总结。对于讨论和训练而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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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让学生了解和掌握相关英语知识。总结部分是教学重点，主

要是对学习内容的深化和拓展。从思政教育角度来看，讨论和

训练是引出思政元素以及让学生理解思政元素和英语知识的关

系。总结部分也是对思政内容深入研究及内化的过程[4]。

在讨论阶段，教师可以先让学生讨论“传播中国故事”的

形式。教师可以将学生分成小组，让其在组内探讨中国故事，

表达自己的看法。讨论结束后，教师可利用班级电子设备播放

相关中国故事，然后引导学生从国际视角来看待中国故事。在

训练阶段，教师将《中国医生》的阅读材料下发到学生的手

中，让学生完成材料阅读和相关习题。完成阅读之后，教师可

以让学生结合阅读内容，再次以小组为单位，对中国故事展开

讨论，与课前讨论有所不同，学生需深入分析中国人的品格及

故事的层次性。学生在讨论过程中，教师应该注意观察，及时

帮助学生解决讨论中存在的问题。讨论完成后，教师可以借助

多媒体将阅读材料呈现在大屏幕上，带领学生从以下两方面分

析：一是分析材料中的中国元素，让学生能够具备中国人的品

格；二是让学生认识到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体会东西方文化的

和而不同。在教师引导下，学生能够更加深入地把握文章结

构，在脑海中形成中国故事的内涵。在总结阶段，教师可以给

学生提供更多的中国故事，让学生对其内涵以及层次进行分析。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强化学生对中国故事的认同感，不断增强

文化自信，具备主动传播中国故事的意识。

3.3 重视写作教学中，思政的融入

在高校英语教学中，阅读和写作是英语学习的两大重要模

块。上文提到英语和思政的融合，主要是阅读教学和思政的融

合。其实，在英语写作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对于学生的

发展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下文将从写作的角度，对英语和

思政的融合进行分析。

3.3.1 通过分析范文，实现育人的目的

高校英语教师在进行写作教学时，可以在相关范文中挖掘思

政元素，然后结合教学内容，对思政元素进行分析，引导学生

形成正确的观念。比如教师在讲解《Better City，Better

Life》这篇范文时，教师可以将经济发展作为课程思政教育的

方向。这篇文章主要讲解的是城市化带来的好处，比如

“Urbanization benefits our life basically. ... many job

opportunities are supplied... They also contribute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那么教师就可以从我国的经济发

展角度入手，让学生们讨论经济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变化，让学

生能够认识到经济发展对于城市的重要意义，培养学生努力学习

的意识，将来为城市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此外，教师还可以

对这篇范文进行延伸。经济建设必然会影响到环境的发展，那

么教师就可以将环保作为思政教育的方向，让学生认识到环保的

重要性。教师在帮助学生分析完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后，可

以让学生进行写作练习。以其中一名学生作文为例:“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rought certain convenience to people's

life, making our life more convenient. However,it has also

affected China's environment. For example, the increase

of buildings has brought construction waste, the expan-

sion of factories has cause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so on. If we want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e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economy and the environment.”

从该生的作文可以看出，思政教育已经发挥了作用，学生能够

真正地认识到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兼顾环境建设。

3.3.2重视文化比较的作用

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可以通过写作教学中的文化比较

来实现。学生在进行写作的过程中，除了要考虑单词、语法

外，还需要考虑国外的文化背景等因素，只有掌握了这些，才

能够写出好的文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容易沉迷在国外的文

化中。所以，教师应该重视在文化比较中融入思政教育。比

如，教师在进行写作教学时，涉及到文化问题，那么教师就应

该重视对学生的文化引导，分析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帮助学生

树立文化自信，避免学生崇洋媚外。同时，在学生写作的过程

中，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多书写我国文化，培养学生传播传统文

化的意识。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文科背景下，高校英语教学必须进行创新

改革。课程思政是一种现代化的教学形式，英语教师应该重视

英语教学和课程思政的有效融合，让学生在掌握相关英语知识和

技能的同时，也能够受到思政教育，提高学生的德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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