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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教学课程中的课程思政要素

——以《写作沟通与交际》课程为例
舒畅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上海  201620）

摘　要：课程思政是近几年高等学校教育教改的热点话题，然而这一教改主要针对的是中国学生。本文主要以《写作沟通与交际》

这门课程为例，探讨该门课程如何结合课程思政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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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课程思政”是近年来高等学校教育教改的热点话题，

这一概念最早是由习近平主席在 2016 年 12 月全国高等学校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提出的。他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

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

问题。2017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

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坚持把

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

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主要针对中国学生，而对外

汉语教学则主要是以汉语作为第二外语的留学生。近几年，

对于对外汉语教学中是否需要渗透课程思政要素，如何实施，

学者们进行了深入探讨。截止 2022 年“知网”有关对外汉

语教学中的课程思政的论文共有	30	余篇，主要包括对外汉

语教学中课程思政因素融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课程思政要

素怎么具体融入课程以及具体对外汉语课程和课程思政的结

合。

教育部在《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简介》中明确指出：发

展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对于向世界推广汉语，传播中华民族

的优秀文化，增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培养更多的对华友好人士，扩大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

化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意义重

大。因此对外汉语教学不仅需要教会留学生如何用汉语进行

听说读写，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切实感受到中国民族的优秀文

化，提升中外交流，培养对华友好人士。而思政教育的目的

也是要传播中华优秀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因此，对

外汉语教学中的课程思政因素不可或缺，必不可少。但是由

于课程性质，目标的区别，不同对外汉语教学课程中的课程

要素必然有所不同，本文以《写作沟通与交际》这门课程为

例，探讨在如何在该门课中融入课程思政要素。

一、《写作沟通与交际》课程简介

《写作沟通与交际》是留学生的公共基础必修课，全

英文授课。重点教授留学生在中国生活，学习和工作中的常

用中文写作风格和体裁。教学对象是已经具备基础汉字识别

和朗读能力的留学生。教学内容包括汉字书写教学和应用文

写作教学。汉字书写主要教授学生如何正确规范的书写汉字；

应用文写作包括书信，便条，求职信，通知，广告等写作。

通过该门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1）超越本民族的社会和文化，

拥有跨文化交际意识。2）具有符合留学生人才培养要求的

批判性思维和全球视野。3）强化留学生的中国情怀和全球

视野。4）提高留学生的综合人文社会科学修养。为了实现

以上课程思政目标，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努力挖掘课程思政

要素，提炼教材中可以和课程思政结合的要点，按照教学内

容适当补充和拓展课程思政相关的材料和内容，具体操作如

下。

二、课程思政要素的挖掘和补充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课程思政要素主要包括：引领学生

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导学生了解中

国的优秀文化内涵（例如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国古代神话，

中国汉字的书写特点，中国饮食文化，中国传统节日，中国

科技，体育等等）

1.	引领学生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引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导学生

了解世情国情民情，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1.1 在教授汉字书写时，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

例如，在教授如何写“治理”这个词的时候，补充“社

会治理”这一概念，这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的，

社会治理的内涵是政府，机构，组织，社区以及个人合法共

建共治共享社会，从而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通过这样的介

绍，不仅让学生学会正确学写这个词汇，更重要的是理解其

背后的深刻内涵。

1.2 成语以及古诗词中体现的中华民族优秀的价值观。

成语大多数是由古代书面语而来，成语中蕴含着丰富

的中华民族优秀价值观。例如在讲授如何写便条和短信时，

通常使用“不见不散”这个成语，这反映了中国人信守承诺

的优秀品质，一旦确定的事情，就不能更改。类似这样的词

汇还很多，例如“一诺千金”，“一言九鼎”“言而有信”“风

雨无阻”等等。

2.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中

华优秀传统文的思想精华和时代价值。具体包括中国古代哲

学思想，中国古代神话，中国汉字的书写特点，中国饮食文

化，中国古诗词，中国传统节日等等。

2.1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

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尊老爱幼的传统是中华民族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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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美德。在汉语写作中，有很多尊称的用法。例如在讲授如

何写生日卡时，让学生了解到对朋友和对长辈的称呼是不同

的：对于朋友一般使用“你”，或者直呼其名，对长辈需要

使用尊称“您”。祝朋友生日快乐可以用“祝你生日快乐”

而祝贺长辈，则需使用“祝贺您高寿 / 大寿”。对于普通朋

友而言，落款写姓名即可，而对于长辈，则需要写为“敬上”。

这些用词和格式的不同中体现了对长辈的尊敬。

除此以外，中国人在表达年龄的时候，通常使用“三十

而立 , 四十而不惑 , 五十而知天命 , 七十八十耄耋”，这些

表达出自于《论语》，反映了中国古人的哲学观，价值观，

即人的一生是其道德修养不断提升，自我提高的过程：三十

岁应该人格自立，四十岁学会处事通达，五十六十岁则安心

立命，七十岁则应实现主观意识和做人的规则融合为一的阶

段。道德修养达到了最高的境界。年龄不仅是数字而已，更

重要的是个人修为品信的提升，通过这样的介绍，学生学习

到的不再是单纯的词汇，而是帮助学生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

底蕴和内涵。

2.2 中国典故，神话等

将中国传统的典故和神话纳入教学内容，在讲授如何写

新婚贺卡时，	提到“龙凤齐飞”（翻译成 dragon	and	phoenix	

fly	together)	，大多数留学生都难以理解这个词的含义，龙凤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含义。龙凤是英勇、权威和尊

贵的象征。龙是神圣、吉祥、喜庆之物。凤是瑞鸟，天下太

平的象征。同时也将中国的婚嫁风俗等纳入到教学活动中，

让学生了解和比较中西方婚礼习俗的不同之处。

2.3 中国汉字的书写特点

汉字书写是教学难点。留学生大多使用英语，而英语

和汉字分属不同的书写体系：英语是表音文字，由 26 个字

母构成，单词不能表现形象，而汉语是表意文字，由象形文

字发展而来，视觉符号和概念相连。留学生在学习汉字读音

时，多是通过拼音辅助来学习，因此学习发音相对容易，而

汉字写作则是全新的内容，留学生通常存在较大的畏难心理。

因此在教学实践中，将中国汉字的书写的特点，类型，等相

关元素融入教学至关重要。例如在学习汉字前，让学生观看

中国书法的相关视频，了解汉字最初的书写方法。了解到书

法的气质是数千年中华文化的结晶。在中国我们经常说“字

如其人，人亦如字”。一个人的笔迹，笔画和字形，可以凸

显一个人的性格，通过这样的介绍激发学生学写汉字的热情，

同时，由于汉字大多是象形文字，通过让学生观看象形文字

猜测其汉字的含义。一方面加强学生对于汉字学习的热情，

一方面加深对汉字的印象。

2.4 中国饮食文化

大多数留学生基本有一年左右在华生活的时间，而饮

食又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讲授修辞手法比较与

对比时，让学生比较中西方饮食习惯，烹饪方式的不同，即

增加学习的趣味性，也提升学生对中国饮食的兴趣，同时还

将中国的药膳文化，中医文化等补充到教学内容中，让学生

了解到中国古人的智慧和文化底蕴的深厚。

2.5 中国古代诗歌

古诗不仅能够体现中华传统优秀价值观，还因为其凝练

含蓄的语言,深邃的意境,给人以美的享受。对于留学生而言，

完整的读懂中国古诗存在较大难度，但是在教学过程中选择

性增加古代诗歌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例如在讲授	“书

信”这一章节时，可以巧妙地将中国古代诗歌融入教学实践。

例如让学生猜测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哪些词代表书信，例如：

“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中的“鸿雁”，“烽火

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中的“家书”。让学生了解书信不仅

仅是一封信，更是寄托了思念之情。同时可以引入中国诗歌

里的书信的内容，例如纳兰性德在《木兰词	拟古决绝词谏友》

中提到；“人生若只如初见，何时秋风悲画扇”，这是一封

写给故友的信，时光匆匆，终究无法回到过去，不复从前。

又例如李商隐的《锦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

然。”学生在这些古诗中不仅可以了解到书信之美，更可以

感受到中华文字之美。

2.6 中国传统节日

节日在任何文化中都具备重要的意义。在讲授如何写

贺年卡的这一章节时，适当添加中国的传统节日的内容，例

如春节的传统习俗，“年”字的来由，新年常用祝福语（年

年有余，岁岁平安），让学生切实融入到中华文化中。

3. 深化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

教育学生深刻理解各行业的职业精神和职业规范，培

养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的职业品格和行为习惯。例如在讲授

如何写申请书，求职信的时候，渗透职业道德的相关内容的

介绍，对于留学生而言，让他们了解在中国工作需要遵守的

职业道德和规范，渗透基本的法制教育。

三、结语

总体而言，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融入课程思政要素是必

不可少，也是切实可行的。除了对思想要素的挖掘，教师也

要探索如何将课程思政要素真正融入到教学实践中，教师本

人的文学素养，知识体系，价值观社会观也非常重要。在对

外汉语教学中，要真正让学生体会到中华文化之渊博，中华

汉字之精妙，中华语言之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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