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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课程思政视角下高校英语教学创新发展的新思路和实

践路径 

王文霞 
（咸阳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咸阳  712000） 

摘  要：高校英语教学的创新发展既要注重语言技能的培养，更要兼顾学生思想道德、文化素养的提升。课程思政理念的引入

为英语教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动力，使得英语教育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传递，更是思想观念的引领和塑造。通过强化课程思政的指

导，教师可以更好地将英语教学融入学生的人生发展，使学生在学习英语的同时，更全面地认识自我、理解社会、形成正确的人生

观。本文旨在探讨基于课程思政视角下高校英语教学创新发展的新思路和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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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信息时代，高校英语教学的任务不仅仅是传授语言

知识，更是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思想品德。课程思政作为高

校教育改革的关键理念，提出了在课程中融入思想政治元素的

重要任务。 

一、传统高校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大学英语教学偏向知识传授，忽视对学生品格和价

值观的塑造 

2020 年出版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明确指出，大学英语

的教学目标不仅仅是传授语言知识，而是要实现情感价值塑造、

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者的有机融合。然而，传统的大学英语

教学往往过于注重语法、词汇等语言知识的灌输，而对于学生

的思想品德和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关注不够。在这个过程中，学

生容易将英语学习仅仅视为应付考试的手段，而缺乏对英语文

化、思想体系的深入理解【1】。这使得英语教学的价值局限在知

识传递的层面上，而忽略了其在引导学生形成正确人生观和价

值观方面的潜在作用。 

（二）大学英语教学注重应试教育，教学目的功利化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明确指出，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应

当是实现情感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者的有机融合
【2】。然而，在现实情况中，部分大学英语教学过度侧重于应试

教育，将学科知识变成应试的工具，而忽视了英语在培养学生

综合能力和素质方面的潜在价值。此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将大学

英语教学视为高中课堂的延续，过于强调语法、词汇等知识的

机械记忆，或者仅仅侧重英语听说读写的单一训练，使得学生

在应试的过程中过度注重技能的应付，而忽略了对语言背后文

化、思想的深入理解。这种功利化的英语学习模式，不仅阻碍

了学生对英语的全面理解，也使得英语教育无法真正服务于学

生未来的综合素质发展。 

（三）课程思政资源开发不系统 

虽然《大学英语教学指南》要求英语教学要融入学校课程

思政教学体系，但实际上，课程思政在英语教学中的资源开发

相对零散、不够系统。当前的课程思政资源开发主要集中在通

识教育和人文社科课程上，而英语教学在这一方面的整合和开

发相对滞后。在现行体系下，由于缺乏专门的课程思政资源支

持，英语教学中的课程思政元素常显得零散而难以深入。学生

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未能充分接触到有针对性的思政资源，导致

英语教学与思政教育之间存在较大断层。这反映了当前大学英

语教学在整合课程思政资源方面的不足，未能真正实现课程思

政与学科内容的有机结合【3】。 

二、基于课程思政视角下高校英语教学创新发展措施 

（一）加强课程思政元素的开发 

为加强课程思政元素的开发，教师可以将中国精神、中国

文化、中国智慧融入高校英语教学。以《教程》的第四单元“Sports 

and Sportsmanship”为例展开创新。在这一单元中，教师有机引

入“北京冬奥精神”作为教学内容的一部分，以此丰富学生的

英语学习体验。通过介绍北京冬奥会的主题，教师可以引导学

生学习与冬奥相关的通用英语词汇，如 mascot，ice rink，blade

等，以及专门用途英语词汇，如 figure skating，curling，bobsleigh，

luge 等【4】。这有助于学生了解与冬奥相关的英语知识和表达方

式，培养他们在英语中流利地讨论冬奥话题的能力。接着，教

师介绍中国冬奥健儿在赛场上的表现，讲述他们争金夺银的奋

斗故事，将北京冬奥精神融入到英语教学中。这样的教学内容

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语言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故事涵养

学生体育精神和人文底蕴，引导学生理解和传承中华体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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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族精神。这种教学方式不仅关注英语语言技能的培养，更

注重培养学生对体育、文化的深入理解和关注。同时，强调中

国冬奥健儿的成功经历，激发学生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使其

更好地理解和传播北京冬奥精神，实现课程思政目标的有机融

合。 

（二）加强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训练与培养 

当前大学生群体经历了 80 后、90 后到 00 后的三代演变，

其中以 00 后为主体。这一代学生受到西方文化和思想的深刻影

响，同时作为互联网原住民，信息获取更为多元，但由于年轻，

面对复杂环境时缺乏一定的应对能力。因此，在英语教学中，

加强对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以帮助他们

更好地理解和分析语言文化背后的价值观念。英语教师可结合

课程引入课程思政元素，有针对性地进行合理引导。《综合英语

教程(2014 版)》第三册第三单元为例，该单元讲述跨国婚姻中

的家庭矛盾，以第一人称视角描述外国媳妇与中国婆婆之间的

趣事。该课文选材涉及中西家庭观念、夫妻关系以及婆媳关系

中的矛盾，旨在引发学生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思考。在文章的结

尾，作者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中国婆婆会主动换尿布

吗？”这个问题以中西文化之间差异为焦点，引导学生思考中

国传统文化中对老人孝顺的道德观【5】。这一问题成为引导学生

开展思政讨论与辩论的理想议题，教师可将中国家庭中的婆媳

矛盾作为课文补充，从而引入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家庭伦理的思

考。这样的综合讨论有助于学生更全面地理解中西文化之间的

差异，培养他们对复杂社会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能力。同时，

学生也可能提出不能“愚孝”的观点，引用现代社会生活中长

辈催促子女结婚生子的例子，进一步加深了学生对于中西文化

差异的理解。 

（三）利用第二第三课堂，拓宽思政教育渠道 

为了拓宽思政教育的渠道，教师可以开设第二和第三课堂，

充分发挥学生骨干的带动作用，参与教学设计和课堂管理，极

大促进思政教育的深入开展。以主题形式分组进行翻转课堂，

不定期举办具有新时代意义主题的竞赛活动，如“我的中国梦”、 

“二十大大精神”英语演讲比赛，“英文讲述抗疫英雄”等，都

是有效的方式。在第二英语课堂中，通过学生参与教学设计和

课堂管理，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学生们通过分

组翻转课堂，不仅能够深入学习英语知识，还能在团队中共同

思考和交流，培养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同时，通过竞赛活动，

如演讲比赛和英文讲述抗疫英雄，不仅提高了学生的英语表达

能力，更让思政教育融入到实际生活中，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热

点，弘扬正能量。利用第二和第三课堂的机会，教师可以进一

步拓宽思政教育的渠道。通过选择具有思政教育意义的内容，

如国内微信公众号平台（可可英语、沪江英语、China Daily 等）

以及国外媒体平台，作为课堂教材之外的补充阅读材料，为学

生提供更加多元化和开放的学习资源【6】。这种形式不仅使学生

了解相关政治、经济、文化在中英文不同语境的差异化表达，

还有助于培养学生对时事的关注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学生参与

各种活动，既能提升英语水平，更能增强对国家发展、社会热

点的认知，培养对时事的关注和深刻的思考能力。这样的教学

模式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英语背后文化、政治和价值观念的理解，

促使他们形成独立、全面的思考能力，实现课程思政目标的全

方位融合。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课程思政的引领下，高校英语教学的创新发

展已经迎来了崭新的时代。通过深入挖掘语言文化中的思想内

涵，我们能够使学生更全面地认识世界，培养跨文化交际的能

力，同时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实践证明，将

国家政治理念、文化自信融入英语教学中，不仅能够提高学生

的语言水平，更能够塑造他们积极向上的思想品质。未来，我

们需要不断探索更多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使课程思政在高校英

语教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培养更多具有国际视野和社会责

任感的人才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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