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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名人轶事等的能力也存有欠缺，不利于中华文化向

世界的传播和发展。因此，教材改编势在必行，而且在改

编或筛选中要避免对思政内容的生硬填塞，而要将思政元

素自然地渗透到语言文化教学中去。

介于此，笔者在混合式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上，做

出了自己的教学理念的探索，以及针对目前课本内容的现

状，发掘出了与下文提出的三个“融入”相关的课本知识

点和主题，展开课程思政教育。

提高混合式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的路径

（一）将思想道德品质融入到大学英语教学内容中

拥有好的思想政治道德品质，不仅要了解我国的基本

国情、基本路线、基本国策和世界概况，还要关注人类命

运、社会责任和国家前途，进而升华到爱党、爱国、承担

社会责任、肩负历史使命的高度。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入推进和国际化进程

的加快，培养大学生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已是学

界共识和大势所趋。国情教育是高校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

大学英语教学在培养学生英语语言综合应用能力的

同时，更应该考虑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深层次

问题。语言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教师

在课堂教学中，除了向学生讲授专业知识外，还要引导他

们形成高尚的思想意识、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培养他

们对文化的理解能力、鉴赏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客观

地认识西方文化、观念。而要树立该观念，就要以中国情

怀和中华基因为根基，不断提升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

力，[2]引导学生要具有国家意识和和国家认同的素质。

增强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即认同制度、文化、

语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提高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

感，而由此对国家产生合理的期待。引导学生把个人思想

同国家前途命运结合起来，有报效祖国的意识，成为德才

兼备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将人文素养融入到大学英语教学内容中

人文素养是灵魂，是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的精

神。大学英语课程思政中人文素养的培养，其核心是培养

学生的文化自信。中国文化自信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不仅

可以给予学生精神上的引领，还能够让学生形成具有本土

文化特色的外语学习理念与行为。中华传统文化历经数千

年的发展，形成了十分丰富的内涵和文化体系。认同本民

族文化，坚守文化自信，增强新时代文化意识形态，才能

以批判的眼光学习西方文化，取其所长，发扬民族文化，

更好地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

作为外语教师，以教材为依托，文以载道，以文化人

的方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具体而言，就是在外语课程教

学中，将教材作为基础，通过阅读文章、练习语言表达等

方式挖掘文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和文化内容，并结合中国文

化，实现中西文化的融通，激发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学

习中国文化的兴趣和积极性，增强文化自信，提升自身文

化修养，积淀文化底蕴。在提高学生语言能力的同时，潜

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品质，进而引导

他们形成正确的“三观”。

（三）将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融入大学英语教学内容中

批判性思维能力也称思辨能力。思辨能力的培养已

被列为高校英语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大学英语教学与思

辨能力的培养相结合势在必行。思辨，从认知技能角度来

说，是指证据、概念、方法、标准等要素进行阐述、分

析、评价、推理和解释。英语教学和思辨能力培养相结

合，学生可以通过语言获取知识，夯实语言基础，提高思

辨能力。在英语教学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分析综合，抽象

与概括等多种思维能力，以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创新能

力。思辨能力有助于学生学习语言，洞察语言特点与现

象，促进语言技能的习得。教师可以在英语教学的各个环

节中将思辨的理念和技能创造性进行融合运用。在课前预

习阶段提出问题，课堂中通过精读来解决问题。通过提问

补充语言和理解性的输入，进而以评价的方式来激发和提

高学生的语言输出能力，进一步强化说、读、写之间的自

然衔接。提高学生的质疑、反思技能和依据标准评价思维

的能力，培养他们形成“扬弃”的思维理念和以批判思维

对待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

（四）结合以上三个“融入”，发掘课文思政元素，

以文育人的实例

将思政元素即思想道德品质素养，人文素养和批判性

思维能力，自然地融入大学英语教学中，结合课文内容，

挖掘符合课文的思政元素；在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译综合应

用能力的同时，将育人做到润物细无声，从而达到新时期

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要求。

以下是笔者在教授《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课文

时，发掘课文思政元素，以文育人的实例。这里同大家做

以分享交流。以《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版第二册Unit1 

text B The Great Journey of Learning为例。

这一课程的思政教学设计主要从篇章和词句层面展

开。不仅促进了学生语言应用能力、文化素养以及跨文化

交际能力的提升，还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增强学生对中

国文化的自信。

一是篇章层面。通过篇章的文化背景和文章主题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