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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思政的难点在于价值

观如何与“硬知识”柔性对接。大学英语课程中蕴含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政资源存量较为可观，但分布较为

零散。应根据课程思政目标，立足于学生的认知水平，

从传统文化的当代意蕴的视角去理解经典，深度挖掘提

炼课程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形成挖掘的基

本思路，合理设计挖掘的基本框架，达到应挖尽挖，可

挖 尽 精 ， 在 教 学 中 精 准 投 放 。 在 充 分 发 挥 厚 植 爱 国 情

怀、加强品德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和提升综合素质的核

心作用上加大思政元素的挖掘力度。

结　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文化感染力、丰富的

表现形式以及意义深远的育人功能。探索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融入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路径方法，有益于当代大

学生群体形成文化认同，有利于培养其文化自觉，有利

于其树立文化自信。从而正确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当代价值，使高校切实成为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

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坚强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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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英语教学、思想政治教育

自信的主体。作为量大面广的公共基础课，大学英语课

程在我国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举足轻重。然而，其人文

性与工具性还存在不平衡现象，课程思政效能的发挥还

与满足大学生个人成长需求和国家战略需求存在差距。

因此，做好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顶层设计，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知识融入教学中，使得大学英语课程的显性教育

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课程思政隐性教育相融合，有效地实

现课程渗透文化、文化涵养思政，发挥大学英语课程的育

人功能，不但是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的应有之义，也是高

校英语教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义不容辞的责任。

2、以育人能力提升疏堵点

 何 以 为 师 ？ 习 近 平 主 席 告 诉 我 们 ， 要 以 信 念 ， 以

情操，以仁爱，以学识。“四有”好老师的标准，就是

《 论 语 · 述 而 》 中 “ 志 于 道 ， 据 于 德 ， 依 于 仁 ， 游 于

艺”的现代诠释，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传

承和创造性吸收。大学英语教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

解的深度、与教学资源融合的力度以及在课堂上呈现时

的态度是其有效融入课程思政的关键。因此，大学英语

教师群体就必须在具备扎实专业知识的同时，以专业知

识所涉及的文化为基点，全方位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

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各类课程，教师就必须育

人者先育己，不断增强自身的传统文化底蕴、不断拓宽

自 己 对 传 统 文 化 的 理 解 、 增 强 文 化 自 觉 意 识 和 文 化 自

信。只有增强了教师“立德树人、教书育人”“为人师

表、行为世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才能围绕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构建出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学英语

课程思政课堂，才能正确引导新时代的大学生正确处理

民族和世界的关系。从而引导学生在深刻理解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借鉴古人智慧、汲取精神力量、

树立文化信心、立足当下现实、融通古今资源、面向未

来创新。

3、以教材开发建设破难点

一 是 要 加 大 大 学 英 语 教 材 建 设 中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的占比。大学英语课程的讲授内容绝大部分来自于教

材，教材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含量直接决定了教师授

课以及学生学习时涉及的传统文化信息量，教材编写的

指导思想应体现新时代新特点，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

基本要求，注重自觉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体呈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之所在。[6]因此，大学英语课程在

教材建设时，应适当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

和比例，尤其在涉及基本精神、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

方面，可以开辟专章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相关内容

进行介绍。二是要充分挖掘大学英语课程中的隐性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