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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生态理论视角下课程思政融入大学 英语教学的效度研究

——以《新目标大学英语系列教材综合教程 2》Unit1 为例

陈　丽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　湖北武汉　430415

摘　要：课程思政融入外语教学的研究，内容多为思辨性探讨，缺少实证研究。本研究在教育生态理论的指导下，从教学大纲、

教师、教学方法、教学材料、评价方式五个方面将课程思政融入大学英语教学，并在学生的输出中从传统文化词汇层面、

传统文化的了解方面、思想信念三个方面检测了这种融入教学的效度，以期为将课程思政融入课程教学的教学实践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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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课程思政”这一概念提出以来，学者们围绕外语

教学与课程思政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其研究内容大致分为

四类：立德树人的理论阐释、外语课程思政元素的来源与

挖掘、外语课程思政实施路径的探索、外语课程思政评价

研究 [1]。

尽管前人对外语课程思政的研究比较丰富，但内容多

为思辨性探讨，缺少实证研究。本研究基于课程思政理念 ,

在教育生态理论的指导下，将课程思政融入大学英语教学，

并在学生的输出中检测这种融入教学的效度。

1. 教育生态理论

教育生态理论源自自然生态，终极目标是为了人的全

面发展。该理论强调要把事物看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要看到系统内部各个要素、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联，同

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强调内部各个要素的协调。对于

解决教育现实中的问题，这种方法论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

义。要想让思政教育融入大学英语教学并取得成效，研究

者必须看到教学大纲、教师、教学方法、教学材料、评价

方式各方面犹如一个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紧密相连；各

环节都对这种融合教学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忽视任何一

个环节，课程思政的良性运转都会受到影响，融合教学的

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2. 研究过程

2.1 研究对象

该项目的研究对象为 22 级非英语专业的一个本科班级，

人数为 33 人。实验分为前测和后测。前测安排在单元学习

之前，后测安排在单元学习一个月之后，前后测均采用试

卷形式。

2.2 研究问题

通过前后测的比较，该研究旨在回答：

(1) 在课程思政融入大学英语的教学后，受试对象在

中国传统文化的输出方面在词汇层面有什么变化？

(2) 在课程思政融入大学英语的教学后，受试对象在

中国传统文化的输出方面在内容层面是否更加丰富？

(3) 在课程思政融入大学英语的教学后，受试对象在

思想信念上有何变化？

2.3 研究过程

课程思政是一个全面而复杂的过程。教师通过广泛阅

读课程思政融入外语教学的有关文献，真正感受到课程思

政融入大学英语教学的必要性和意义，在教学大纲中将课

程思政明确作为自己的一个教学目标，并在自己的日常教

学中启动此项工作。接着，在准备教学材料时，教师根据

教学材料挖掘出相关的课程思政材料，增加学生的输入，

如一些文化知识词汇的强调关注、文化知识的介绍。作为

单元学习的补充，教师精心挑选相关主题的含有中国文化

知识的课外阅读篇章，在课内外同时增加学生的输入。作

为课程思政效果的考评方式，任课教师在单元学习前安排

了一次试卷形式的前测（包括传统文化词汇测试、传统文

化知识考察和能体现思想信念的开放性问答），在单元学

习后的一个月，教师又安排了一次试卷形式的后测。为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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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检测学生的输出效果，前后测使用的是同一份试卷；

同时为更好地检测学生对传统文化知识的长期记忆能力，

后测安排在单元学习后的一个月进行。通过比较学生在前

后测中的表现，来进一步判断课程思政融入大学英语教学

的有效性。

3. 结果及分析

《新目标大学英语系列教材（第二版）综合教程 2》第

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阅读文章是 What 

can Americans Learn from Confucianism，围绕这一主题，该

研究从传统文化词汇层面、传统文化的了解方面、思想信

念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3.1 传统文化词汇层面：

该研究使用 excel 表格的均数函数公式计算了前后测试

卷中词汇部分的均分，并对其进行了比较分析。此次考察

的传统文化词汇有“孔子”、“儒家思想”、“论语”等

传统文化词汇，满分为 100 分。前测中受试的均分是 29.09 分，

后测的均分为 87.88 分，几乎是前测成绩的 3 倍。这些传统

文化词汇在非文化类题材的阅读篇章中出现的不是特别频

繁，所以很多学生不能准确地输出这些词汇；但是随着新

教材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有关中国传统文化题材的篇章

被编入教材，学生对此类词汇的输入量越来越多。同时由

于外语类教师对课程思政内涵理解得越来越透彻，他们在

日常教学中也更督促学生对传统文化词汇的记忆和检查，

所以学生在此类词汇的输出时就能更快更准确。

3.2 传统文化的了解方面：

对外准确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外语学习的目标之

一。本次研究的课外阅读文章是 D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为了解受试对象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的深度和广度，

该研究就“杜甫为什么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这个问题，

详细比较分析了受试对象前后测中的作答。前测中，所有

受试都提到杜甫写了很多的诗歌；后测中，受试不仅赞同

杜甫写了很多流传千古的诗歌，10 名受试认为杜甫的伟大

还在于他在动荡的年代仍然对国家十分忠诚，6 名受试提到

杜甫同情广大的平民，6 名受试认为从杜甫是儒家思想的代

表诗人，将儒家思想的价值观进一步发扬光大。前后测的

比较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能丰富学生的传统文化

知识，加深他们对传统文化了解的深度和广度。

3.3 思想信念方面：

儒家思想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一直是中华民族

核心价值观的指导思想。作为当代儒家思想，它更多地在

指导人们“如何去做一个好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2]。围

绕这个问题，该研究以儒家思想的“五常”作为评价标准

详细比较分析了受试在前后测试卷中对该问题的作答。

儒家思想核心价值观为“五常”，即“仁、义、礼、智、

信”[3]。仁，有仁爱之心，关爱尊敬他人，乐于助人 [4]。前

后测中受试对象提到过如下方面：要和室友、家人、同事、

朋友及周围的人和睦相处，要尊重周围的每一个人；在别

人遇到困难时我们要乐于帮助别人。受试在前测环节共有

15 次提到过“仁”的不同方面，而在后测环节共有 39 次，

是前测环节的两倍有余。值得注意的是后测中受试有 20 次

提到要和他人和谐相处，而在前测环节中此方面只被提及

过 4 次。受试对象都是 00 后，他们大多是家中的独生子女，

是在关爱的包围中长大的一代。经过单元学习后，更多的

受试对象意识到，他们要给与周围的人更多的关爱和尊重，

这是和谐社会人与人相处的基础。

义，在集体利益面前，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要

乐于奉献社会，要乐于承担社会责任，并从中享受到其带

来的快乐 [4]。前后测中均只有 4 位受试对象提到过如上方面。

教师要深度挖掘教材，利用相关素材，引导学生切忌“见

利忘义”，要以国家利益为重，这样有“大家”，我们每

个人才能有温暖的“小家”。不论在哪个工作岗位，我们

都不能为了追求更多的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这样才

能少更多的贪污腐败和国家的蛀虫。同时，我们每个人都

要意识到我们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做有担当的个人和集体，

这也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礼，是整个社会的正常秩序和人们的行为准则 [4]。中

国自古以来都是“礼仪之邦”，这是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

能丢的传统美德。前测中仅有 2 位受试提及：要做一个好人，

我们要有礼貌；后测中有 16 位受试提到：要和同学和室友

礼貌相处，要尊敬教师，要孝敬老人。在经过传统文化的

学习后，越来越多的学生意识到人际交往中礼貌的重要性。

作为社会、学校、教师，我们都要去引导学生提高“尊师敬老”

的意识，把中华民族的美德继续发扬光大。

智，即在知识和品德上要不断自我提升 [4]。前测中有 9

位同学提到要多读书，要努力学习，要用知识武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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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珍惜我们学习和受教育的机会，而后测中有 22 位同学提

到过这些方面，远远超过了前测人数，这说明更多的学生

意识到终身学习的重要性。在品德的完善上，前测中有 5

位同学提到我们要“自律、坚持、不放弃、谦虚、要有好

的德行”，后测中有 19 位同学提及以上品德，同时还提出

要“正直、勇敢、准时、有公德心”，单元课程学习使更

多的同学认识到他们要成为一个有知识又德行兼备的人。

信，要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要诚实、守信用 [4]。前

测中受试有 5 次提及，但后测中其被提及了 14 次。要做一

个好人，一个有责任的人，我们就必须言行一致，这是立

足于社会的根本。教师在日常的教学中，通过各种素材引

导学生做一个“说到就要做到的人”。

总的来说，在经过单元学习后，越来越多的受试在“如

何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责任的人？”问题的思路上更加

多元化，内容上也更加充实，这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4. 结论

综上所述，课程思政融入大学英语教学对学生传统文

化知识的增加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学生传统文化词汇的输

出更准确、传统文化知识的了解更丰富、价值观也变得更

加积极多元化。由于该受试群体的人数有限，前后测内容

的范围有限，将来的研究可以在更大的受试群中对更广泛

的学习内容来检测课程思政融入大学英语教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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