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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高职英语的课程思政元素 
王  惠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江苏  徐州  221000） 

摘要：高职英语作为通识教育必修课要顺应党中央的号召和时代发展的要求，融入课程思政元素，不仅能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和

应用能力，还能提高其思想政治水平。党的十九大六中全会中再次强调了科教兴国、立德树人的重要意义，将思政教育融入高职英

语课堂，为祖国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新时代对高职英语教师提出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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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思政概述 

自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教育事业在国家

发展和民族复兴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习书记在二零一六年全国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

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中国特

色和国际比较，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党的十

九大报告也指出，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这就要求高职教师除了传道授业解惑，还要以身作则坚持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帮助学生建立高尚道德品

行，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

各种课程科目教学中，引导学生把课本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在实

践中磨练意志和塑造品格，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二、高职英语课程思政现状 

自课程思政这一概念提出，许多高职校英语课堂已推进以课程

思政为目标的教学改革。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下面四个问题。 

第一，作为课堂教学实施主体，许多高职英语教师在教学中仍

然以听、说、读、写、译的英语实际应用技能为教学重点，以提高

学生的英语水平和考试成绩为主要教学目标，忽略了意识形态方面

教育，没有真正做到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堂教学每个环节中去。 

第二，在教学实施过程中，由于高职英语教师没有思想政治专

业背景和教学经验，在教学内容处理上不能有效捕捉到英语教学与

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点，造成两者结合牵强和内容肤浅，缺乏一定

思想深度，也就没有真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高职英语知识体系有

机统一。 

第三，由于高职教师缺乏对“课程思政”意义和内涵理解，普

遍不能在有效的教学设计中适时体现思政元素，教学方法缺乏灵活

性和创新性，导致高职英语课堂枯燥乏味。学生被动学习，缺乏主

动参与性，没有做到引起学生的反思，不能使学生在思想上有深刻

体会和认知。 

第四，在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教师们忽视了教学评价中思政

元素。教学评价方式是以有标准答案考试为主，主要检测学生听、

说、读、写、译五方面能力，暂且还没有对学生的意识形态方面进

行评价。 

三、思政元素应用 

针对以上“课程思政”实施现状，为了更好实现高职英语课程

中思政元素，从以下四方面进行改革和实践。 

1.教学目标 

高职英语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中，除注重英语语言的各项“知

识与技能”外，还应强调语言表象下所蕴含的“情感、态度与价值

观”，强调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养，并将此教学目

标贯穿于整个高职英语课程设计。 

2.教学方法 

高职英语课堂并不是老师单纯讲授思想政治理念，更重要的是

要靠学生去主动参与和反思领会。教师应该灵活运用教学方法，如

针对某一话题让学生进行小组讨论或分组辩论，培养合作精神，激

发学生思考价值理念，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或让学生进行

角色扮演，增加情感体验，观众从旁观者角度有所启发，潜移默化

地引导学生向正确和健康的道德方向发展。 

3.教学内容 

在课前准备阶段，教师以每个章节、每个单元、每个主题为单

位，结合十九大六中全会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挖掘现有教

材中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元素。同时，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图书馆资

源选择与教材内容相关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英文素材作为材

料。教师还应该充分剖析语言表象下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

神，在学习西方文化理念同时，引导学生客观地比较和分析中西方

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去其糟粕取其精髓，建立起文化自信，培养高

职生的浓厚的爱国情怀。 

4.教学评价 

高职英语课程思政教学涉及到意识形态，教师可以采用非标准

答案形式考试，布置反思报告或案例分析任务，为每个学生建立起

学习档案，还可以在小组讨论报告活动结束后让学生进行自评和互

评，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帮助教师掌握学生的学习动态，并及时

调整教学内容。 

四、结语 

高职英语教师应该主动提高自己的思想意识和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能力，坚决贯彻和执行党中央精神，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人民

教师所肩负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自身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用正能量引导学生，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并给学生

传授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真正做到“立德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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