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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生《汉语综合》课程思政案例库建设开发研究 
邹虹 

（西安科技大学  陕西西安  710054） 

摘要：对国际中文教学进行课程思政建设是构建知华教育模式、培养亲华友华人才的重要途径。本文以来华留学生《汉语综合》
为载体，研究课程思政案例库的建设和开发。案例教学法是以真实的案例为基础，将课程思政元素自然而然地融入到国际学生语言

技能的培养中去。 

通过课程思政案例库的设计与实践，完整系统地将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中国精神全面展示在留学生面前，实现专业课与思想
教育的有机融合，将德育渗透、贯穿教育和教学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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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课程思政”在国内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中已成主流，但国

际学生群体不应是被忽略的一群人，相反，对国际学生的育人实践

是当前中国对外传播走出困境、寻求国际理解、树立自身形象、真

正建立起东西方沟通机制的必经之路（孙妍 2021）。在国际学生的

培养过程中，探讨将思政元素融入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实践和总结还

很有限。目前研究来华留学生汉语课程思政建设较多的还是涉及中

国国情、中国概况和文化类课程，如：过国娇（2019）、冯海丹（2019）、

苏瑞（2019）、孔雅婷（2021）、孙妍（2021）、龚艳霞（2022）等。

国际学生语言类课程的课程思政研究，近年来主要有杨昱华（2019）

开展的《中级汉语读写》课程思政教改；陈峥（2020）探讨了如何

依托对外汉语教材，在零起点汉语教学、中高级汉语口语、汉语综

合、汉字教学等各类课程中融入“课程思政”；周依依（2021）从

培养电子商务专业留学生的角度，对如何将“课程思政”融入《汉

语综合》教学的真实案例进行了深入分析；李慧（2021）以 HSK3

级课程为例，每课在书中常用俗语的基础上以俗语作为思政切入

点，挖掘相关的优秀传统文化，并设计 5 分钟限制性微课；罗艺

（2022）开展了汉语综合课程思政教改实践。以《发展汉语·中级

综合（II）》15 篇课文为例，列举了从词汇、语法到课文主题的思政

元素和扩展示例，结合“结构、功能与文化”相结合的教学法，从

词语学习、走进课文、综合注释、综合练习等方面讲解如何将思政

教育具体内容融入教学各环节。此外，还有一些国际学生专业课课

程思政建设，如：戴博等（2021）、张雯等（2021）、吴以凡（2021）、

程佳韫（2022）等。其中，只有戴博（2021）等基于中国国情、中

国文化和中国企业案例将核心课程内容与思政案例结合，建立了

“运营与供应链管理”留学生课程思政案例库。 

从以上国内外对留学生课程思政改革的现状分析：一是多数学

者认为很有必要对国际学生的汉语课程进行课程思政建设；二是该

类课程思政建设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语言类的汉语课程，多数研

究只限于挖掘思政元素，并无系统的思政语料库或案例库建设。因

此本文针对来华留学生《汉语综合》课程思政案例库的开发建设进

行研究，不仅让学生在真实的案例基础上学习语言知识和技能，还

能引导国际学生加深对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公共道德观念的理

解（毛雪 2020），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 

一、《汉语综合》课程思政案例库建设的必要性 
《汉语综合》作为对外汉语教学主干课，训练学生听、说、读、

写等基本语言技能，课时在各类课程中占比最高。建设《汉语综合》

课程思政案例库，将零碎的思政元素整合，构建系统的、完整的知

华教育模式，不仅让学生在真实的案例基础上学习语言知识和技

能，还能引导国际学生加深对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公共道德观念

的理解，让国际学生建立起对中国道路、中国智慧和中国精神的准

确解读，这是培养“知华、友华、爱华、助华”的高素质来华留学

人才的必然趋势。 

二、课程思政教学案例库建设 

（一） 课程思政案例库建设的思路 

我校《汉语综合》选取《HSK 标准教程》作为教材，根据该教

材主题式教学特点，项目组对教材进行二次开发，建设与主题相关

的思政案例 20 余个，涉及到中国精神、中国道德、中国科技发展、

脱贫攻坚、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方面。以《HSK 标准教程（4-5

册）》为例，挖掘整理了符合主题的思政案例 20 个，包括中国抗疫、

屠呦呦事迹、北京雾霾治理、秦岭违建别墅拆除、秦岭四宝、奋斗

幸福观、张桂梅事迹、白永皓事迹等，并将这些案例的教学与言语

知识技能培养过程紧密结合，在教授语言的同时，对国际学生进行

“润物细无声”的价值引领。 

（二）课程思政案例库的设计方案 

案例库的设计首先要明确每个案例讲授的主题和思政点，其次

收集整理能融入语言点的思政案例，再制定课程教学目标和思政育

人目标，最后设计思政育人案例及实施过程。思政案例的选择要能

反映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的、体现中国精神和正能量的鲜活实例。数

字、图表、图片、网络视频、音频、新闻报道、直播等都可以作为

素材收录进案例库中。甚至教师可以带领学生进行参观访问、实地

拍摄、侵入式体验等而形成思政案例。本案例库涉及的真实思政案

例主要反映当代中国的方方面面，故并未将中国传统文化常识作为

思政元素收录进案例库。 

（三）思政案例设计及实施过程举例 

教师要将课程思政元素自然而然地融入到国际学生语言技能

的培养中去，既要遵循国际中文教学的原则和二语习得规律，又要

让国际学生欣然接受这些思政元素，找准二者的结合点是非常必要

的。将案例融入词汇、语法和语篇的讲练中，通过归纳法、演绎法、

情景法、启发提问法、看图说话等教学方法让学生既能够达到课程

教学目标，又能够达到思政育人目标。以 HSK4 第 14 课《保护地球

母亲》为例，设计思政案例“保护地球母亲——中国在行动”。本

课的思政教学分别结合语言点“够”和“既然”的学习，以图片、

视频、数据等教学形式进行思政教学。具体思政育人案例设计及实

施过程如下： 

1.语言点一导入 

教师在 PPT 上展示“够”的两个例句，让学生观察副词“够”

在什么词前面以及表达的意思；再利用太空中地球的图片引导学生

说出目标句“地球真够漂亮的！”利用被空气污染包围的地球图片

引导学生说出目标句“地球污染够严重的”，进而导入“雾霾”及

“北京雾霾天气”的思政案例。 

2.思政案例一导入 

教师利用“雾霾”的图片，提问 1：这两个字怎么读？并播放

“ 雾 霾 ” 的 视 频 ， 让 学 生 了 解 “ 雾 霾 ” 的 危 害 。

（https://v.qq.com/x/page/h0362g5ngxg.html） 

3. 思政案例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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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师利用图片提问 2：北京 2015 年的空气怎么样？引导

学生用“够”说出目标句“北京的空气污染够严重的”。 

（2）教师明确：北京雾霾天气从 2013 年开始，1 个月仅有 5

天不是雾霾天。提问 3：这么严重的空气污染，中国政府做什么了？

怎么做的呢？ 

（3）教师利用图片简单介绍：2014 年中国政府对“雾霾”宣

战，2017 年中国政府提出“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北京市政府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汽车限行，减少汽车尾气排放、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减少燃煤、控制扬尘”等，教师利用图片法解释“宣战、

保卫战、限行、燃煤、扬尘”等补充词汇的意义。最后教师利用 2013

年的北京和冬奥会北京的图片，以及对比 PM2.5，让学生直观看到

治理前后的区别，展现中国政府在治霾方面的努力和成效。 

（4）教师播放邹毅 9 年记录北京天气变化的视频，让学生从

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更清楚地看到北京雾霾天气治理的成效和中国

政府的努力。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r4y1r7j4） 

4.语言点二导入 

教师在 PPT 上展示“既然”的三个例句，让学生观察“既然”

在句中的位置，归纳总结固定结构“既然……，就/也/还……”，及

其表示的意义。 

5. 思政案例二导入 

（1）教师利用秦岭图片提问 4：这是哪儿？它在哪儿？这里美

吗？ 让学生对秦岭样貌有初步印象。教师播放介绍秦岭的视频。

（https://v.qq.com/x/page/e3225rc6zls.html） 

（2）教师明确；秦岭位于陕西，是中国重要的南北分界线。  

6. 思政案例二分析 

（1）教师插入有很多违建别墅的秦岭图片，并引入生词“别

墅”及其拼音，提问 5：有些人在秦岭建了什么？这样的秦岭还美

码？教师再插入秦岭拆除违建别墅的图片，并引入生词“拆除”及

其拼音，提问 6：那应该怎么办？启发学生用“既然”说出目标句

“既然这些别墅破坏了秦岭的环境，我们就应该拆除它们”。 

（2） 教师简单介绍秦岭拆迁始末：长期以来，秦岭违建别墅

占用了很多农田，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2018 年 7 月，陕西省政

府开始拆除秦岭违建别墅 1194 栋，然后把原来有别墅的土地变成

农田，或者种草种树、建公园等。教师播放违建别墅拆除后新建的

秦岭和谐公园的视频，让学生直观看到中国政府在保护环境方面的

具体行动和效果。 

（https://www.ixigua.com/6985570528425673256） 

7. 思政案例总结 

教师通过对“北京雾霾天气治理、秦岭违建别墅拆除”案例的

展示，引导学生思考“地球是我们的家，我们都要怎么做？”这一

问题，让学生总结出“地球是我们的家，我们都要保护地球，保护

地球母亲”这一主题。  

三、案例库建设的实践价值 
《汉语综合》课程思政案例库可以直接运用到来华留学生其他

中国概况课程的教学中，不仅适用于 HSK 标准教程，也可作为其他

汉语教材相关主题的课程思政内容。以该案例库为模本，可以开发

建设来华留学生其他汉语课程思政案例库。另外，以该案例库文本

为依托，可以制作系列微课视频，作为中国概况、中国文化学习的

资料，为创建对外汉语教学课程思政建设提供语料库素材。 

四、结论 
深入挖掘专业的课程思政元素，将课程思政元素融入教学各环

节，是贯彻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理念，是实现中国学生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必要途径，而针对来华留学生进行课程思政研究本

身就具有创新性，既要符合培养知华友华爱华人士的需求，又要符

合培养国际学生的教学规律和原则。以《汉语综合》课为载体，以

“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课程思政案例库的设计与实践，充分挖

掘蕴含在汉语专业课中的德育元素，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专业知识教学中，实现专业课与思想教育的有机融合，将德

育渗透、贯穿教育和教学的全过程。 

本文首次以《HSK 标准教程》为依托，进行汉语综合课的课程

思政研究在对华留学生汉语课程思政改革中鲜见，具有创新性。且

以往研究多局限于挖掘思政元素，而本文则以较为完整的课程思政

案例库的开发建设为研究对象。通过思政案例教学，不仅训练学生

的语言技能，还增进留学生对当代中国国情、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全

面了解，这也是培养“知华、友华、爱华、助华”的高素质来华留

学人才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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