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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7 年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

实施纲要》[1] 印发以来，“课程思政”课堂教学改革在各

大高校广泛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深度挖

掘非“思想政治”类课程的其他高校课程中所蕴含的思

想政治元素，并在教学中将这些元素与课程本身的教学

内容有机结合，从而实现课程思政建设目标 [2]。1

应该政策号召，近年来外语教师亦不断探索和思考，

如何在外语类专业课程中深入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然而

既往研究表明，其具体实施往往存在诸多问题，如外语

教师思政意识和教学能力不足、授课内容总体偏西化、

思政教学方式僵化、课程内容与思政教学点融合的深度

和广度不足、外语课程思政协同育人功能薄弱等 [3]。因

此，本文以葡萄牙语篇章阅读课程为例，分享开展思政

建设的教学经验，以期提供新的思路。

一、课程简介

葡萄牙语篇章阅读为葡萄牙语专业二年级本科选修

课程。课程大纲规定的培养目标有三：一是提高葡萄牙

语篇章阅读能力，提升其对篇章信息的敏感性及快速精

准获取信息的能力，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二是扩展葡

萄牙语词汇积累；三是进一步熟悉葡萄牙历史文化及社

会风貌，培养国际化视野与跨文化意识。

为 了 达 成 上 述 目 标， 课 程 采 用 葡 萄 牙 语 教 材

《História e Cultura de Portugal 1》，辅以与当前教学专题契

合的拓展材料。该课程共有十四类篇章单元，内容涵盖

葡萄牙历史、社会、自然、人文、艺术等。

二、备课阶段

准备阶段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教师个人进行知识能

力的全方位提升，二是结合授课内容选择和融入课程思

政元素。

在教师层面，进行了四个方面的准备工作：一是坚

定政治导向、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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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以此作为课程思政建设的导向，同时关注时

事，扩宽国际化视野。二是提升对课程思政内涵与外延的

认识，意识到课程思政是由外语课程本身的教学内容承载

思政教育元素，而非单纯将思政内容堆叠于授课内容之

上。同时充分认识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性，发挥主观能动

性、有创造力地将思政元素融入外语专业教学内容 [4]。三

是教师在加强专业学习的同时，不断提升自身文化素养，

除有针对性储备文史哲相关知识外，更要做到对本民族文

化高度认同，提升文化视野高度。四是改善授课时精神面

貌，发挥外语课程小班授课的优势，做到言传身教，最大

限度地发挥感召力和个人影响力，树立良好榜样。

在材料选择上，除原文材料外，根据课程思政建设

的需要，精心选取、补充用作拓展阅读的材料。同时适

当引入纪录片、历史图片等多媒体形式，严密契合单元

阅读主题的同时为思政元素的融入提供土壤。

在思政元素设置上，做到：全局性元素与课程总体

教学目标融合，专题性元素与每单元阅读主题融合（详

见表一、表二）：

表一　全局性思政元素

总体教
学目标

思政元素 思政融合案例

提高篇
章阅读

能力

信息获取甄
别、价值判
定能力

通过快速阅读和信息获取能力训练，
提升短时间内掌握篇章主要内容和
重要信息点的能力，引导学生综合
把握文章内容和导向，对所获取的
信息进行整理、分级和分析。

提升跨
文化交
际能力

1. 对 他 国 文
化的尊重
2. 文化自信

在了解葡萄牙文化的基础上，学会
平等看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
批判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5]。
发现葡萄牙文化与中国文化在历史
发展进程中各自体现出的闪光点，
做到“和而不同”。

树立国
际化视

野

人类命运共
同体

通 过 对 葡 萄 牙 文 化 的 阅 读 以 及 对
“大航海”历史的回顾，认识到全球
化的必然性，进一步理解在面对当
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式时基于中国
思维给出的全新答案，即人类命运
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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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授课方法

实际授课过程中，采用话题式讨论 + 任务式教学法。

课前预先布置与当前授课内容相关话题或新闻，要求学

生独立查证并思考。课上组织学生交流、讨论，从而实

现价值引导，指导学生形成辩证、客观地看待事物的能

力和全局性的视角。在授课过程中，根据阅读主题和教

学实际需要，设置个人性学习任务，并以多种形式辅助

学生自主完成任务，综合评估学生的任务完成过程和结

果并给予反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观察课程思政目

标的达成情况。

四、课程评价与教学效果

除课程大纲规定的考核与评价方式之外，新增思

政效果评估，分为课堂实时评估和学年动态评估。课

堂实时评估伴随授课过程的进行，实时反馈给学生，

并由教师适当记录；学年动态评估以全学年中学生综

合表现为依据给出评价。评估结果一方面以授课、答

疑、谈话等形式渗透给学生本人，作为德育工作的一

部分，另一方面进行多维度汇总对比，用以改善课程

思政建设工作。

经过一学期的教学，学生普遍产生的变化有二：一

是能够保持收看阅读新闻的习惯，同时学会从不同角度

分析看待事件，观察问题的客观性与思辨能力均有所提

高；二是主动尝试在各类作业中使用葡萄牙语讲述中国

和家乡，文化自信得以巩固。另外，在这一过程中发掘

表二　专题性思政元素

专题 / 单元 阅读内容 思政元素 思政融合案例

历史
葡萄牙的历史

与国土变迁

1. 历史唯物主义

2. 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1. 结合对葡萄牙历史的讲述，培养学生客观、全面地看待历史，

学会使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历史；

2. 观察同时期的中国历史，复习中国历史知识的同时建立不同国

家历史间的横向联系；

3. 以“欧债危机期间葡萄牙年轻人中怀念‘新共和国’思潮”为

例，讲解何为历史虚无主义，并对其进行批判和摒弃。

世界范围内的

葡萄牙语

世界葡语国家

分布与概况

1. 近代历史的反思

2. 和平发展道路

3. 澳门回归始末

1. 通过观察葡萄牙“大航海”时期的地理大发现进程，一方面认

识到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历史意义，另一方面认识到其殖民

统治作为早期资本积累对殖民地的剥削与掠夺；

2. 对比观察葡萄牙及欧洲国家的崛起进程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

发展道路，认识到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性与重大意义，坚

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道路自信”；

3. 回顾澳门回归事件始末，认识到澳门作为中国和葡语国家间交

往的重要纽带地位，树立民族自豪感。

音乐、舞蹈、

电影、戏剧、

文学

葡萄牙音乐、舞

蹈、电影、戏剧的

历史与概况

1. 美学与审美

2. 坚定文化自信

1. 通过对葡萄牙知名艺术家作品赏析，提升对相关艺术领域的了

解，同时引入现代美学概念与中国传统美学概念，提升审美能力；

2. 介绍中葡两国近年来重大文化交往事件，美美与共，坚定“文

化自信”。

旅游、体育与

美食

葡萄牙旅游、体育

与美食概况

1. 身心健康、阳光积

极的生活态度

2. 运动安全意识

1. 观看纪录片《7 月 10 日》，通过对葡萄牙优势体育项目尤其是足

球的介绍，激发对体育活动的喜爱，督促适度运动，培养阳光向

上的生活态度；

2. 以身边事件为例，提醒学生在进行体育活动时注意运动安全。

时尚与设计
来自葡萄牙的

经典设计
创新思维

以“‘一带一路’中葡高层次人才科技创新与孵化国际会议”为

例，体现创新在中葡合作中的重要地位，树立创新意识；

建筑与绘画
葡萄牙建筑史、

绘画史概览

建 筑 与 生 活： 良 好

生活习惯的养成

通过对室内建筑与生活的讲解，敦促养成良好居住习惯与卫生习

惯，促进健康生活。

自然遗产
葡萄牙自然遗产与

自然资源分布

1. 自然遗产保护

2. 环境保护意识、垃

圾分类意识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通过对比和阅读葡萄牙星星山自然资源保护情况与我国峨眉山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引起对自然遗产的重视与关注；

2. 以旅游与生活为切入点，树立环境保护意识；

3. 以大连市垃圾分类试行条例为例，科普垃圾分类的必要性与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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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新的外语学习动力，在面对不会表述的内容时能够主

动查阅查证。

五、结语

教师在葡萄牙语篇章阅读课程上，进行为期一学期

的课程思政建设，结果显示，外语阅读课程中融入课程

思政元素可以在短时间内产生积极成果，同时对外语教

学本身也具有促进和推动作用。亦以教师个人经验说明：

在外语阅读类课程中进行思政建设时，教师除在原有教

学内容中挖掘思政元素，更要发挥自身优势、在阅读材

料与拓展内容选择上向课程思政主题主动靠拢，并使思

政元素与专题教学内容以及综合教学目标相融合。外语

教师亦应继续探索如何在其他专项类课程中完善思政教

育，从而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助力，实现大

学“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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