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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英语阅读教学路径分析 
高静  张晓梅  郭玉玲  王云利 

（河北外国语学院  河北省石家庄  050091） 

摘要：新时期，“课程思政”建设成为高校课程建设的主流。本研究从德育目标的确定、教学方式的改革、教师素养的提升和

教学评价的完善等方面来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教学模式，发挥大学英语隐性思政育人功能，提升学生的思想的道德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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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2014 年上海市委、市政府率先提出“课程思政”，旨在从根本

上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任务。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提出各类课程要利用好课堂教学这一阵地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2017 年，教育部印发《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颁布实施要求各类课程进行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自此“课程思政”成为新时代高校课程建设的必要元素。 

二、“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英语阅读教学实施 

为有效落实党中央关于高校课堂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河北外

国语学院积极探索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并结合学校办学特色，转变

教师教学思想，创新教学理念，改进教学方式。在几年教学实践积

累的基础上形成了河北外国语学院独有的“准职业”实效课堂教学

模式。 

该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采用教师以教研室为

单位集智备课、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集智备学。课上学生每个小组选

出代表上台展示学习成果，教师进行补充指导，最后对本节课教学

进行教学评价。 

新时期下，立德树人成为高校教学的育人的主流，我院在原有

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对任课教师进行育人理念转变、授课内容更新、

教学方式优化及评价体系进行完善，从大一新生选取两个班级进行

为期一年的课程思政英语教学，旨在探索如何在英语教学中实现知

识学习、技能的掌握和价值观的塑造有效结合，实现学生思想道德

的提升。 

1、确定德育目标 

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针对学生的品德教

育提出了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育人目标。 

河北外国语学院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立德树人”育人理念，结

合教育专业特色及“准职业人”培养模式，确立了学生政治认同、

家国情怀、道德修养、宪法法治意识及文化素养的德育目标。在英

语阅读课堂中将教师职业规划、教师职业道德、教师教育法规、中

国传统文化等元素融入教学内容，在学习英语知识及掌握英语阅读

技能的同时让德育的小溪流淌在教学的每个环节。 

2、优化教学资源，开拓教学方式 

2019 年，《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的意见》要求充分挖掘各类课程和教学方式中的思政要素，

将知识的传授、技能的培养和价值的塑造相结合，显性教育与隐性

教育相统一。 

新时期对英语阅读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河北外国学院英语阅

读课甄选优质教材，选用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新视野大学英语

读写教程》（思政智慧版）， 

在教授每个单元内容时，深入挖掘其蕴含的思政要素，有选择

地确定教学内容，采用教师集智备课、学生集智备学的教学模式，

以小组合作为依托，教师主导、学生主讲。课前，同科目教师集中

备课，确定三维目标及导学案。导学案结合授课内容及学生认知水

平以 3-5 个问题链提前下发给学生，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集智准备导

学案内容。在英语阅读课堂中，学生通过阅读掌握英语词汇、句法

及阅读技巧，重要的德育环节体现在学生对文章进行批判性地讨论

和理解，并结合当前社会实际进行观点陈述或写作，利用好“第一

课堂”主阵地，实现知识的传授、技能的培养和价值的塑造相结合。 

树立学生正确的三观，应以学生为中心开展教学工作，让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去体验，拓展视野，提升道德品质。 

为了更好地获取体验，激发学生更高的学习兴趣，积极组建“第

二课堂”。每学期组织学生参加全国大学英语竞赛、特长生大学英

语写作大赛，拓宽学生视野，树立自信心。在全院定期举办“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英语演讲大赛、辩论大赛，提升学生的

批判思维和创新意识，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家国情怀。  

3、提升教师思想政治教育素养 

2018 年 9 月教育部颁布《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

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对教师职业规划和发展做出了明

确要求，要求高校任课教师要首先养成立德树人的育人意识，每门

课程都要挖掘思政要素，德育优先。 

教师是落实“课程思政”关键因素。因此，教师在加强自身专

业素养的同时加强思想道德修养。 

我院党组除组织各任课教师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先进思想外，还定期举办“我与民法

典”、“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征文活动、“百年风雨跟党走、

青春奋进新征程”团建活动、“党员先锋伴我行”社会实践等活动。

从理论到实践深化任课教师对国情社情、对党的理论的认知认同。 

作为高校教师时刻重视自我道德素质的培养及自身示范作用

的发挥。在日常生活及工作中，我院教师注重道德学习，以身作则、

言行一致，并把“立德树人”作为常态化教育观念渗透日常教学生

活中。同时我院不定期组织关于提升教师人文素质的专题培训讲

座，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师礼仪规范等，更好地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文化自信及民族自豪感。 

4、完善教学评价标准 

教学内容的更新势必要完善教学评价标准。新时期更突出对学



高等教育 

 77

生价值观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多元化、过程化，除常规化教学评价

外，增加对于语言形式所蕴含的思想性、内容性、价值观、态度等

评价维度。 

对于学生的评价，采用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及学生互评的评价

方式，重点关注学生自我评价和学生的过程性学习，评价内容涉及

学生出勤、学生课堂纪律、学生在小组的活跃度、课题堂参与的有

效性四方面。每节课会对小组成员及小组表现情况以 10 分制进行

量化考核，一周一汇总、一月一通告。通过此类评价培养学生的统

筹协调能力，进而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大局意识。 

对于教师的评价，采用教师自评、学生评价、同行评价、教学

管理部门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式。以是否充分挖掘教材内容的思政

元素，自然融入到课堂教学之中，并达到了预期的德育目的为主要

评价内容，从而改进提升“课程思政”的实施。河北外国语学院每

月组织各班学生座谈并对任课教师教学进行评价，学期中和学期末

任课教师会对各班级学生整体班风学风进行评价，对班级出现的问

题及时和辅导员沟通，双管齐下，从思想上确保教育教学的有效实

施。 

在日常教学管理中，上至学院领导，下至普通任课教师进行推

门课听课活动，对教师课堂的教学设计、教姿教态及育人效果等方

面进行观摩，对授课教师设定的教育、教学目标是否体现了思政元

素，教师言行是否对培养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到积极引导作

用等进行交流评价，相互学习，扬长避短。 

三、“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英语阅读教学效果 

语言学家 Stern（1983）曾提到语言学习会影响到学生的思维、

价值观、情操、态度等。在立德树人的教育背景下,英语阅读课程不

仅让学生掌握必要的英语知识和阅读技能,更加注重了对学生价值

观的培养和提升。 

通过为期一年的教学实践，教学效果初见成效。 

1、为期一年的教学实践结束后，通过语言测试，结果表明学

生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外传统文化尤其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

的专业词汇的掌握相较于往届学生提升了 80%； 

2、学生养成了时刻了解国际形势、关注国家时政要闻的习惯。 

3、通过定期举办的英语类竞赛活动，学生的跨文化思辨能力，

文化自信心，民族自豪感得到了明显提升。 

4、任课教师在注重专业知识积累的同时，思想道德修养及思

政理论知识明显提升。在教师满意度测评和最受学生喜爱的教师活

动中，获奖教师人数增加。同时教学的评价有效促进了教师参加各

类教学技能大赛的比例，实现了专业技能加政治素养双提升。 

5、严谨的教风使学生养成了积极健康的学习心态，从而促进

了向上的班风学风校风的形成。 

6、优良的师风有效引导、促进了学生社会公德的提升。 

7、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熏陶，校园曾一度掀起汉服

热风潮，同时也影响着外籍教师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和学习。 

8、学生的自控能力有效加强，集体荣誉感上升。通过数据分

析，班级学生的迟到早退及旷课现象明显下降。 

9、从图书馆借阅的书目数据发现，关于毛泽东语录、毛泽东

诗集、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等相关书籍借出率较高。 

四、结束语 

为有效落实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实现英语知识的传授、阅读技

能的培养和价值的塑造相结合，高校英语教师应时刻加强自身思想

政治理论学习，提升思想道德修养，创新教学形式，完善评价体系，

把课程思政要素渗透并融入日常教学中，使学生学习英语语言知

识、掌握阅读技能的同时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从而实现

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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