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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之中国话语嵌入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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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话语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能够被普遍接受的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客观表述。通过

把中国话语的核心内容嵌入大学英语教学的行动研究，能够有效激发学生中国话语的学习动机，加深对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

理解，也是对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新探索、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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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话语权

话语权的研究，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也是思想政治教育

的核心要素。历来，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它

是固国安邦的重要手段。由于国家体制、文化价值取向的不

同，思政教育直接影响着国民的意识形态、教育方式等。话

语权作为一种表达，是国家综合能力和理论文化的表象和再

现，用以诉说和代表国家的政治立场、价值取向和国家形象。

现代国际话语权增添了对外通过协商和争端保障国家利益

的要求。西方国家凭借其超前的话语权意识和强大的军事力

量，抢占话语中心位置，逐步形成了西方话语霸权。国外话

语研究的主要特点是：一是构建了“中心-边缘”国际话语平

台。西方发达国家是占据中心位置的“主角”，发展中国家

成为只有参与权而无发言权的“配角”。二是借助其话语强

势地位对中国进行话语封锁、形象歪曲、文化渗透。随着国

际形势的发展，西方话语霸权越来越多的暴露出其弱点和悖

论。学者们研究的趋势为：霸权主义话语向多元话语平台转

变，西方话语维系中的合法性危机处理，发展中国家话语权

回归的合理性诉求。

2 中国话语

中国话语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下的，能

够被普遍接受的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客

观表述[1]。在过去十年，中国话语研究指明了中国话语研究

的意义、内容和方法。尤其指出：中国话语的特殊表达在国

际上表现出一定的力量，但也会引起误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成功为把握中国话语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构建中

国话语，要考虑到中国话语的特征[2]，也要中西融合，增强

说服力；中国话语不仅要向中国人民传播，也要向世界人民

传播。

3 大学英语教学与话语嵌入

3.1 研究对象

以南通理工学院车辆工程和交通服务专业二年级 160名

学生为研究主体，大学英语课程为教学载体，在为期一年的

研究周期中开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方针，以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为教学素材，进行中国话语嵌入式大学英语

教学行动研究。

3.2研究框架

把西方话语和中国话语相结合，在大学英语教学内容中

嵌入式加入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据教材内容，

有选择性的融入思政知识点。在教学过程中强调过程性评价

方式，分别以拼读比赛、口语交际、情景模拟和辩论对抗的

形式进行实验班教学行动研究。

3.3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实验

班教学行动干预下，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通过访谈、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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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问卷的方式，了解其对英语学习中的中国话语的掌握程

度，进而对行动研究的步骤进行调整和完善。

3.4 研究案例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为了体现中西方文化和思维的差异

性，可选择共同现象和共同事件进行对比分析。如：以新冠

疫情为例，可以扩展为危机治理的中西差异及其原因分析。

防控新冠疫情的不同模式折射出中西方在危机治理体系方

面的深刻差异，在央地关系上是“集中”与“多元”的差异，

在政府权限上是“有为”与“有限”的差异，在社会动员上

是“群众路线”与“民粹路线”的差异。在此部分可以涉及

渗透习总书记的治国理念。

中西方危机治理的差异和结果充分表明了不同政体国

体，民族文化逻辑的差异。其核心为个体本位与共同体本位

的差异。[3]中国抗疫充分展现出“共同体本位”的文化逻辑。

人民奉行大局观念，人人尽责，体现家国情怀和人道主义的

伦理底线。

4 观察与反思

4.1 提升学习动机

在收回的 152份有效问卷中，134 份明确表示：中国话

语的输入，尤其是在情景模拟和辩论对抗准备过程中，学生

通过资料搜集和整理，对新时期中国特色的政治思想有了较

为深刻的认识，且产生了强烈的自主学习意愿。学生对于政

治化的内容在情感上产生由远到近，由陌生到熟悉，由冷漠

到自豪的迁移。

通过课程学习，学生对于政治话语和词汇，从原先的乏

味无趣到逐渐形成兴趣。结合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在给学生

提供恰当的学习环境和学习资料，以任务和活动来驱动学习

进程的条件下，学生有较强的学习动机，愿意学习和掌握中

国话语的英语表达。

4.2 丰富学习内容

从词汇、故事、文化等方面进行的嵌入，学生依赖网络

资源的比例较大。网络英语资料的多少决定着学生的选择意

愿。以课堂辩论为例，网络资源的多少也决定着学生语言表

达的质量。可见，语言的输入对输出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此外，通过查找、阅读、整理、翻译和撰写等过程，在

消化、理解找到的资料基础上，学生能用英语建构、抽象和

概括相关知识内容，写出演讲和辩论稿。在这一过程中，学

生扩大了相关中国话语的词汇量，掌握了相关术语和习语，

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英语表达能力，也增强了中

国话语的学习意识。

4.3改革学习方法

本行动研究采取比较研究法，以中西方不同的语言元素

为工具，文化差异与思维方式为主要落脚点。在充分体现中

国文化的英语教学中，更加注重语言教学与传统中国思想、

人文环境的融合，逐渐将大学英语文化教学的视野从英美环

境转移到中国人所熟悉的传统环境中。

例如：在讲授有关西方文化时，教师可以先讲授与之相

关的中国文化，通过简单的中西语言文化对比来帮助学生理

解中西方的异同点。

4.4训练多元思辨能力

当代大学生主体性强，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他们不会一

味地接受和被灌输，尤其是思想意识领域。他们希望通过自

己的思考、分析，与同伴之间讨论、交流，在教师的尊重和

肯定下接受和理解新事物和新观点，并在互动中获得知识的

内化和发展。中国话语的嵌入不能生搬硬套的说教，而是利

用各种媒体所提供的多元舆论导向，引导学生比较现象，发

掘本质，理解差异背后的原因，形成自己的判断和看法，在

探讨和辩论中改进自己的观点。因此，本研究引导学生形成

多角度、多方位的信息处理方式，克服主观情绪对思维判断

的影响，训练多元思辨能力和正确、理性的沟通能力。

5 结语

中国话语体系博大精深，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

概念、原理和范畴体系。对于大学英语课程，需要教师加大

自身修养，充分了解中国话语体系的英语表达，明确地区分

中西方话语的文化差异，以期有良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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