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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外语课程思政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研究
于思琦　赵　堃　欧阳思悦

（东北石油大学，黑龙江 大庆 163318）

摘要：课程思政要求学科落实立德树人的素质要求，虽然高校外语教学中也开展了课程思政的建设，但由于评价体系研究的缺失，

这部分的短板呈现出了很多问题。本文针对研究高校外语课程思政评价体系，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从课程思政对社会发展的重要现

实意义出发，剖析目前在高校外语课程思政评价中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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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受到全社会的关注与重视，2014

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印发《上海市教育综合改革方案》拉开上海市

乃至全国课程思政建设的帷幕。之后学术界就展开了关于课程思

政建设的探讨与研究。这其中，对于课程思政评价的研究数量不

多，外语教学领域的课程思政评价研究几乎是空白。在文秋芳对

于课程思政的理解中，课程思政评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

是评价本身，还是其衍生出来的评价制度、评价指标、评价标准、

评价方法等，都是课程思政整个实践链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是

必须要完善的一环。因此后续研究急需根植于高校外语课程思政

教育，分析评价体系实施中存在的不足，才能为高校外语课程思

政评价体系建设起到推动作用。

一、高校外语课程思政评价体系研究的意义

2016 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系列文件，提出要建立健

全的多元的课程思政评价机系，课程思政评价作为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整体性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得到凸显。

外语学科作为中外交流的保障学科，教与学的过程中最易受

到西方文化及思潮的影响，在思政教育及立德树人方面的教育引

导就更为不可或缺。在高校外语课程思政实践的过程中，评价体

系是检验课程思政教学效果的关键一步。课程思政环节是否能够

有效地推进立德树人的相关政策实施，是否能够配合思想政治课

程实现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从很大程度上来说，

全都需要评价体系来把关。现阶段外语课程思政评价体系还不够

完善，这对课程思政教学的效果、课程思政本身的完善以及立德

树人这项根本任务的落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无法更真实地呈现

出立德树人的实践效果。

二、高校外语课程思政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外语课程思政实践取得了一定的的成效，但同时我

们不能忽视的是，高校外语课程思政评价体系研究是自课程思政

理论研究开展以来的一大短板，通过分析现有的文献，我们不难

发现，现阶段关于高校外语课程思政评价的研究只停留在理论层

面，且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还不够完善，当前外语课程思政的评

价体系还存在很多问题。

（一）评价指标不科学

课程评价体系应该具有明确的评价指标，而当前高校外语课

程思政的评价指标还不够科学完善，主要体现在：首先，高校外

语课程思政评价倾向于相对范式的评价方式，多维度的评价指标

体系的构建还不完善。在已有文献中不难发现有些研究中也尝试

从多维的视角构建评价体系，但评价指标的选取往往缺乏合理的

论证，照搬其他学科的评价指标不符合课程思政的特点，不能对

课程思政做出科学有效的评价。其次，由于外语课程的教学内容

是庞杂的，每堂课所能融入的课程思政内容也千差万别，在评价

过程中是没有具体明确的具象化的指标可供参考的，所以现阶段

关于外语课程思政的评价，是缺乏使用具体且量化的指标来进行

科学的定量和定性评价的。最后，目前高校外语课程思政评价过

分注重对实践结果的评价，部分研究项目中对课程思政的评价选

用终结性评价，忽略了对实践过程的评价，使得评价体系实施成

效并不理想。 

（二）评价内容不完整

现阶段针对高校外语课程思政的总体评价内容不完整，在一

些评价体系中缺少各个方面内容的表达。有些项目中只对学生的

外语课程成绩做出评价，试图找出课程思政对外语学习效果产生

的正向影响，研究结果并不令人信服。有些项目只是对一些显而

易见且并不具备现实意义的思政问题或调查做出提问和统计，研

究结果不能有效评价课程思政效果。另外，目前课程思政评价中

一般只对评价内容进行单一角度、浅显层次的评价，没有深入到

外语课程内部对课程思政的内容、教学方式、学生反馈等多方面

进行多角度、深层次的评价。现阶段很多高校对外语课程思政的

评价集中于外语教师的能力和道德素质或者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

等单一维度的评价，没有涵盖教师、学生、学校、环境等多方面

因素，评价内容的完整性方面是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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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价方法不多样

现阶段外语课程思政评价的方法多是单一且传统的。外语课

程思政的多维度评价需要采用多元化的方法来进行，但目前的评

价更多强调的是学生对外语教师的主观性评价，或者是开展相关

的理论成果研讨会、学习经验分享会、调查问卷结合访谈等传统

的评价方法。在已有的研究中，一些学者提出要对高校的外语课

程思政评价采取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但在实

施的过程中采用的具体的方式也十分有限，高校外语课程思政评

价体系当前更多的是一种程式化的评价，在评价方法的选择上都

有很大的局限性，这就导致现有的评价结果不能令人信服。

三、结语

基于以上对高校外语课程思政评价体系的问题分析和论述，

可以看出要建立相对完善的评价体系是需要从多方面考虑的，从

评价标准、评价方法、评价内容、评价结果等多角度入手，在现

有评价体系基础上，结合思政元素融入外语学科特点。为了全面

了解外语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就需要全方位、多渠道地开展评价，

但目前应用于外语教学领域的研究还十分匮乏，还需要后续学者

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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