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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课程思政融入高校俄语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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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对我国高校俄语教学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如何促进俄语教学与思政工作的有机

结合，大力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成为了现阶段广大俄语教师亟待解决的课题。以下紧扣上述课题，首先分析课程思政融入高校俄

语教学的意义、问题，接着就课程思政融入高校俄语教学的策略展开探究，希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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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courses, it puts forward a new challenge to the

Russian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How to promote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Russian teaching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and vigorously promo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ourses,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for the majority

of Russian teachers at this stage. The following closely follows the above topics, first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and problems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Russian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n explores the strategies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Russian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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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教学体系中，俄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蕴藏

了大量的思政教育元素，不仅可以帮助学生获取俄语知识、学

习俄罗斯人文风俗，还有助于学生思政素养的提升。作为一名

合格的教师，要积极探寻思政工作与俄语教学之间的契合点，

并且加以完美整合，让俄语教学与课程思政相辅相成。那么，

在实际教学中，从哪些方面入手，达成上述目标呢？具体如下。

1 新时代背景下课程思政融入高校俄语教学的意义

在以往的高校俄语教学中，通常是将听、说、读、写、译

的训练作为教学重心，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俄语教育中蕴藏

的人文性内容的挖掘，这就致使部分学生在进行中国文化的传

达时，常常会有“失语”的情况。在新时代背景下，教师要充

分发挥自身的引路人作用，在帮助学生了解俄语文化、思维方

式的同时，锻炼学生运用俄语阐述中国思想、道路的能力，以

此推动中国文化的弘扬和发展[1]。高校俄语教学的主要对象是

大学生，他们正在三观培养的关键阶段，教师既要引领学生明

确中国、俄罗斯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别，还要将其形成的具体历

史背景进行细致的讲解，切实增强学生的敏锐性、洞察力。俄

语教学中包含了丰富多样的内容，且这些内容具有极强的专题

性，通过俄语教学活动的开展，使学生在学习俄语及其文化的

过程中，比对中西方文化的异同，将“立德树人”真正落到实

处[2]。可以说，俄语教学中的专业知识是显性教育，文化传播、

引领价值则是隐性教育，高校俄语教师作为学生学习、成长道

路中的引路人，不仅要加强学生对俄语知识、技能的掌握，还

应具备深层次挖掘思政元素的意识，将“育人”当成教育的生

命，将“立德”当成教育的灵魂，以坚持价值引领、坚定理想

信念为课堂的底色，发挥俄语课堂这一阵地的作用，建立、健

全课程思政体系，推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达成。

2 新时代背景下课程思政融入高校俄语教学的问题

2.1课程思政教学意识薄弱

现如今，外语课程思政建设有了新的进展，但在俄语教学

中，却显得有些欠缺。受到教学任务繁重、课堂教学时间有限

等因素的影响，俄语教学目标的制定往往局限在知识与技能的

传授上，对素质方面的引领还远远不足[3]。另外，部分教师深

受政治素养、眼界的限制，并未对俄语教学、俄语教育形成正

确的认知，部分教师认为思政教育是高校思政教师与辅导员的

工作，自己只要完成俄语教学即可；部分教师虽然有将思政工

作融入俄语教学的想法，但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

将课程思政真正融入到高校俄语教学当中。

2.2课程思政教学模式陈旧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教师授而学生受”的模式已经被

淘汰，“师为导，生为主”渐渐成为了广大教师的共识。如何

理解这一理念呢？简单来说，就是在教学中，教师要明确、尊

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在此基础上发挥自身的作用，循循引导、

循序渐进，不代替学生学习，不使学生沦为知识的容器[4]。但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4卷第 9期 2022 年

44

是，就高校俄语课程思政教学情况来看，一些教师依旧是占据

了课堂的主体地位，一味地灌输理论知识，认为俄语与思政工

作大相径庭。除此以外，个别教师对课程思政有一定的见解，

但受到“有思路没出路”的影响，导致俄语教学、思政工作出

现“两张皮”的情况，不仅未能发挥俄语教学的功效，还适得

其反，引发了一些学生的抵触、厌倦情绪。

3 新时代背景下课程思政融入高校俄语教学的策略

3.1加强师资建设，树立思政意识

教育事业的长远发展，离不开高质量师资队伍的支撑，只

有具备了这些“引路人”，教育活动才能够有序组织、开展，

才能够切实提高，获得良好发展。同样的，课程思政在高校俄

语教学中的融入，也要注重俄语专业教师队伍的建设，这是推

进俄语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开展

者，承担着传授知识、实施德育的重任，他们的教育理念、方

式方法与学生三观的养成息息相关[5]。作为新时期的高校俄语

教师，必须要紧跟时代发展步伐，积极革新教学理念和思路，

树立良好的思政意识，为深化课程思政建设奠定良好基础。一

方面，高校俄语教师要不断提升个人的政治理论素养，积极参

加理论学习活动、培训以及讲座，站稳政治立场，明确政治方

向，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尽职尽责，遵纪守法，树立

终身学习的意识，尽可能地多关心学生，宽严并济，努力成为

学生的“良师益友”；另一方面，高校俄语教师要有意识地将

爱国主义教育、思想道德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等融入到课堂教

学之中，在帮助学生获取丰富俄语知识与技能的同时，形成健

康、积极的三观；在课堂教学之余，可以参与一些业务方面的

培训，形成良好的创新意识，更好地推动教学内容、方式方法

的创新和优化；对教育事业保持高涨的情绪，淡泊名利，守好

“三条底线（政治底线、法律底线以及道德底线）”，为国家

提供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储备。总的来说，新时代背景下

的高校俄语教师，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增强自身育人意

识，发挥自身作用，为高校俄语课程思政教学事业的长远发展

“添砖加瓦”。

3.2挖掘思政元素，充实教学内容

教材是由专家学者精心编制而成的，参考价值毋庸赘述。

对于高校俄语教材来说，这点亦是如此。细心观察高校俄语教

材，可以发现其中蕴藏着不少思政元素，只要教师善于挖掘、

开发，这些都可以成为俄语课程思政教学的“利器”。新时代

背景下，课程思政在高校俄语教学中的融入，教师可以从教材

入手，探寻其中的思政元素，并在课堂上进行展示，为思政教

育的开展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在俄语教学目标的制定上，也

可以将课程思政建设的要求融入其中，从多个角度（如语言、

逻辑等）出发，根据教学主题来判断课程思政点，在不影响俄

语教学起承转合的连贯性的基础上，解读俄语背后的思政元

素，这样，学生能够通过中西方文化的对比、分析，感受到中

国文化的内涵、价值，更加认同中国文化。除此以外，教师还

可以站在思政角度来实施俄语教学，在主题、词汇以及篇章教

学中融入思政元素，如增加一些时事热点、名人名言等，为学

生构建优良的思政语境。这样，不但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还

可以锻炼学生语言运用能力、思辨能力，一举数得。

3.3借助信息技术，导入思政内容

近些年，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在我国各个领域中获得了广

泛的应用，尤其是在高校教育教学中，更是成为了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与传统教学手段不同的是，信息化技术集音频、图像

以及视频等为一体，可以将原本抽象、难懂的内容具体化、直

观化，在降低学生学习难度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

学生更愿意参与到学习活动当中，获得事半功倍之效。在新时

代背景下，高校俄语教师也可以将信息化技术利用起来，巧妙

地导入思政内容，促进俄语教学与思政工作的融合。例如：在

教学“спорт（运动）”这部分知识内容的时候，教师就可以

适当拓展，引申出里约奥运会，就我国运动健将身上的优良精

神、品质进行介绍。在此基础上，将舞台交给学生，鼓励学生

用俄语来介绍自己最喜欢的运动项目，谈谈自己最喜欢或欣赏

的运动员。当然，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教师还可以在大屏幕

上呈现我国运动健将在里约奥运会上的精彩表现片段，让学生

说说自己的真实想法，感受国家的强大，体会奥运健将敢于拼

搏、不懈奋斗的精神，彰显学生在课程思政中的主体性，给学

生创造更加广阔的思考、探究平台，让学生的俄语组织、表达

能力、思想品质、道德素养得到协调发展。

3.4开展实践活动，强化思政实效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其实，对于高校

俄语课程思政教学来说，这点也是如此。教师切忌将俄语教学

局限在教材、课堂上，而是要加以延伸，组织学生开展多样化

的俄语实践活动，有意识地将思政内容融入到实践活动当中，

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实践。与乏味的理论灌输相比，实践活动

更符合学生的身心特点、成长需求，学生踊跃参与其中，不仅

可以感受到俄语学习的乐趣，还可以通过亲身实践升华思想品

质、道德素养，达到思政教育的目的。例如：在教学“Смелые

люди（勇敢的人）”这部分知识内容的时候，教师就根据学生

的基本情况，将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让学生以合作的方式展

开实践活动，如情境演绎、对话或角色扮演等。如，学生可以

根据自己的兴趣、喜好，选择文中的角色进行演绎，将渔民、

医生积极救助生病的妇女的场景重新呈现出来，在亲身参与中

体会到主人公的勇敢、无畏。如此，不仅充实了俄语课堂教学

内容，活跃了课堂氛围，还促进了俄语教学与思政工作的衔接，

使学生在演绎中深刻体验不同的社会角色，在进入社会后，树

立乐于助人、感恩等意识，有效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强化高校

俄语教学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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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课程思政融入高校俄语教学中，是落实“立德

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有力举措，更是提高俄语教学实效，推

动学生全面发展的必由之举，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日常工作中，

教师要深刻认识到俄语教学与思政工作融合的价值，从树立思

政意识、挖掘思政元素、导入思政内容以及开展思政实践活动

等方面入手，将俄语学习与课程思政元素融为一体。如此一来，

让学生在学习俄语知识的同时，实现思政素养的提升，成为德

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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