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6

教育论坛: 3卷12期
ISSN:2705-0971(Print); 2705-0947(Online)

在“课程思政”教育理念背景下，如何有效的把

“立德树人”融入外语教学课堂，帮助外语学习者塑造

批判性文化价值观，值得外语教师深入探讨。1

一、“课程思政”的定义与起源

“课程思政”教育理念指的是在课程设置与教学的相

关环节，在“立德树人”的教育任务引导下，教师自身

拥有的和学习者习得的价值观与思维模式；该价值观和

思维模式具有批判性与创新性。韩宪洲（2020a）将“课

程思政”解读为：“课程思政是对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铸就教育之魂的理念创新和实践创新”，所有教师

都要做好“大先生”，不仅仅要传授书本知识，而且要

塑造学生的品格、品行、品味；这就要求“课程门门有

思政，教师人人讲育人”；（韩宪洲，114）。2014 年，上

海高校在探索全局育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课程思

政”这个概念。

二、外语课程思政相关研究和现状

外语教学由于其教学内容具有跨文化教育和文化价

值观教育的属性，教师和学生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需要对

目的语语言和文化能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立德树人”

的思政理念，依托教材文本，为教师和学生的价值观的

塑造和思维能力的培养提供潜在的引导和参考。教师通

过对教学内容的理解与把握，设计出恰当的语言文化教

学活动，合理的引导学生。

当前的外语课程思政相关研究从教学目标设置，教

学内容选择，学科考核，课程资源配备等多方面多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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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探讨。洪岗认为课程思政能力对外语教师的首先要

求是要具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和坚定的政治意识，要有较

强的判断能力，才能在介绍外国的社会、经济、文化、

法律、历史等课程内容时，做出正确价值判断，才能正

确引导学生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才能批判性地学

习吸收（洪岗，2020：25）。黄国文等（2021）通过分析

英语教材的课文，提出要对课堂语篇进行研究，建议从

语言角度思考，注重那些突出的、有分析意义的语言成

分，然后从思政视角思考和解释，引领学生在特定的语

境中考虑问题，帮助他们提高创新思维（黄国文，肖琼，

2021）。

本文认为，外语课程思政是教育理念，属于一种隐

形的批判性思维功能，它依托课堂和教材所提供的平台，

对外语学习者进行独立思考与批判思维能力的训练。学

习者不仅能批判性地接受目的语文化，传承自己的母语

文化，同时还能创造新文化。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使

得外语课程教学的参与者（教师和学生）通过语言这个

载体所产生的文化教学活动，习得外语学科能力。

三、外语学习者学科能力的建构

林崇德（1997）将学科能力定义为“学科能力是学

生的智力、能力与特定学科的有机结合，是学生的智力、

能力在特定学科中的具体体现（1997：8）。

外语学习者学习能力的建构属于一种自主建构。这

种自主建构体现出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这种主观能动

性的培养需要学科教学者提供给学习者一个文化价值观

参考框架；通过对学习者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语言

学习者可以独立自主的进行科学的判断，并习得目标语

语言和文化；在继承与发扬自己母语文化的同时，能形

成文化自信。在大学这个阶段，多数学生已经初步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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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定的认知能力，在外语教学过程中，除了相关的语

言知识和技巧的输入，需要多方位，多视角培养外语学

习者有批判性思维能力：语言输出与表达具有准确性、

精确性、相关性、具体性与逻辑性；兼具思维的深度和

广度。

本文认为，外语课程思政教育理念下外语学习者学

科能力包括两种模式：语言能力模式与批判性思维能力

模式。语言能力模式指的是外语学习者使用目的语语言

能力的：具体指外语语言的输入和输出能力、跨文化交

际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指外语学习者的语言表达具有

清晰精准性、宽广完整性、深刻公正性。这两种能力模

式是相互依存，相互体现的；两者之间没有一个清晰的

界定。语言表达的清晰精准性、宽广完整性、深刻公正

性体现在语言使用的听说力能力、读写能力、和跨文化

交际能力中。语言能力运用也需要思维上的清晰精准、

宽广完整、深刻公正。这两种能力模式的培养过程中，

均需要教师重视学习者这些品质的培养与引导：同情心、

共情心、自信心。良好的课堂教学生态环境为这两种能

力模式的培养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需要学习者能够依托目的

语文本（比如议论文），通过相关的概念进行清晰精准

的阐释，理解文本想表达的观点；收集文本的证据，依

托证据能够判别观点中的逻辑正确与谬误。结合自己的

阅读经验和判断反思并形成公正合理的观点。依托目的

语文本，教师可以一方面培养学习者的语言能力；一方

面可以培养学习者批判性思维能力。在学习与培养过程

中，教师可以关注学生是否做到了以下方面：语言和思

维表达是否清晰（可以通过具体的例子来阐释自己的观

点）；是否精确（能具体而准确的描述自己的观点）；

是否相关（观点与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否相关）；是否

有逻辑性（所举的例子是否能支撑观点）；广度与深度

（是否有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看待这个问题的其他视

角）。

在高等外语教育阶段，除了基本的语言技能的训练，

学习者更加需要接受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锻炼。外语课程

思政教育理念为这个课堂训练与锻炼提供了参考框架。

即使学生将来脱离了使用外语的环境，也能用评判性的

思维和共情心理去鉴赏他者文化。外语学科能力培养了

学生的民族文化自信、他者文化共情。

四、小结

在外语课程思政教育理念的指引下，通过培养学生

的外语语言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学生能获得这样的

外语学科能力：不仅能批判性地接受目的语文化，传承

自己的母语文化，同时还能创造新文化。使得外语课程

教学的参与者（教师和学生）通过语言这个载体所产生

的文化教学活动，习得外语学科能力。大学外语教育的

初衷便是，通过接受高等外语教育，即使学生在离开学

校后不再使用外语，也能用批判性的眼观来看待和自己

不一样的事物；尽可能的做出公正合理的价值判断。学

会传承自己的母语文化；对他者文化保持好奇心的同时，

能够独立的批判并欣赏他者文化，形成自己的文化价值

选择也判断，一种深刻且公正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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