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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大思政背景下，高校全面推进课程思政，通过将思政教育渗透至各学科课程中，达成

育人全覆盖的宗旨，符合新纪元下大学教学的职责。 在高校中，英语教学对所有在校生而言皆

属基础性必学科目，融汇传统教育理念至该课程之中，有助于促进这些理念的普及与传承，进

而不断增强大学英语教学的人文特色，达成培养学生德能并塑造优秀品格的教育宗旨。高等院

校的英语教学对所有在校学子而言，属于必修内容。将深厚的教育传统融汇入该语言课程之中，

能够有效地促进这些教育价值观的广泛传承与传播，使得大学英语在弘扬人文精神方面的作用

愈加明显。此举旨在通过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对传统教育思想的探索，培养德才兼备之人才，达

成教学与育人的双重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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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infiltr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the courses of all disciplines, and achieve the purpose of full coverage of education,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of university teaching in the new era.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nglish
teaching is a basic subject for all students.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concepts into the
course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populariz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hese concepts, thus
continuously enhancing the human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and achieving the
educational purpose of cultivating students' morality and shaping excellent character. English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compulsory for all students in school. Integrating the profound educational
tradition into the language curriculum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wide inherita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se educational values, and make the role of college English in carrying forward the humanistic spirit
more obvious. This move aims to cultivate talents with both political integrity and ability and achieve the
dual mission of teaching and education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ideas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Keywords]Traditional educational thought; College Englis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s

引言

习近平主席强调，传承中华文化的教育理念构成了民族

精神的生命之血，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至关重要，同

时也是我们在全球文化交流浪潮中保持坚定立场的可靠基

石。在 2020年推出的《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大纲》中，

增强传统的思想道德教育被列为课程思政教育建设的主要

内容之一[1]。经典的教学理念孕育了丰富的文化底蕴、伦理

观点和实用的生活哲学，其育人效用长久矢志不渝。

一、传统教育思想融入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价值

依托传统文化教育理念深化大学英语教学的思政教育

内容，有益于加强学生的品德塑造和精神塑造，促使他们建

立文化自豪感，坚定地形成对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认同感。它

的重要性主要反映在培养道德、文化共鸣和教育功能这三个

层面。

（一）树德

隐逸无痕地增进德行修为，传统的教化理念凝结了中华

儿女的智慧与能量。儒家学说作为思想支柱，推崇的“以仁

爱人”“涵养自身、整顿家庭、管理国家、泰平世界”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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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对于引领大学生自我完善及涵养情操，深化他们对社会

的责任感以及对国家家庭的深情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力。将

优秀的传统教育理念融入大学英语教学之中，可以为课堂注

入深邃的文化养料[2]。当教师有策略地在课程和教育互动设

计中穿插思政教育的精髓时，不仅让学生在掌握语言听、说、

读、写与翻译的技巧过程中，更能深刻领略到传统教育智慧

的精神实质，培育他们的思想道德，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个人

的道德素养。

（二）认同

在比较东西方文明时，不仅促进文化身份的认同和语言

技能的提升，也同样促进了文化的交融与沟通。当我们把卓

越的中国古代教育观念同西方文明对照时，学生能够更深刻

地领悟多元文化的精髓与风貌，这不仅能够开拓他们对文化

的洞察力，感知全球文明的多样化，还能培育他们的批评性

思考能力，正确处理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加深学生对中华文

化的认同与归属，进一步激发他们对文化认同的情感，建立

文化自信心，更加有力地继承和推进传统的教育理念。

（三）育人

育人为本、培才为国，思政课程立足默默滋养人心，旨

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党和国家教育战略的核心所在。集

传统教学理念于大学英语教学之中，预示着教学模式将由单

一的西方文化传播向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双向文化互动演

变，课程重心转向扎根中国实际、推广中华文化精髓、传播

中国之声。学子既是英文知识的汲取者，亦是中西方文明的

鉴赏者与华夏文明的继续者。在传统的教学理念中吸纳精华，

学生们不停地构建正确的时代观、民族意识、国家立场及文

化洞察力，从而为培养他们成为负有社会担当并充满创新力

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后继力量打下牢固根基。

二、大学英语教学课程思政的现状及问题

面对新纪元的考验以及愈加崇高的教学目标，中国的外

语教学不得不在融入思政教育的课程体系方面持续深化与

发展[3]。然而，在推进大学英语课程的思政教育建设时，我

们面临着几方面的挑战：大学英语教师在思政教育方面的认

识不足、教科书中缺少与思政教育相关的内容，以及教师在

实施课程思政教育方面缺乏高效的策略和方法。诸多研究结

果指出，目前使用的大学英语课本主要囊括了英国和美国的

人物、事件及物品，与传统教学理念相关的材料严重不足，

其比例平均仅占大约百分之二。这套教材充斥着大量异域文

化要素，而母语文化的传递鲜见，结果是学生对西方文化过

度崇敬，逐渐淡漠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传统教学理念”

在大学英语教学现场几乎哑口无言，这种现象严重阻碍了中

西文化间互惠互鉴和交流的均衡，对学生对本土文化自觉性

的涵养及传统教学理念的继承与推广产生了负面效果。在习

得一种崭新的语言时，学习者往往不知不觉地受到这一语言

内涵的文化思想所影响，进而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

和社会定位进行重新思考，从而对自身的文化定位有一个新

的认识。在掌握英语的旅程里，英语国家的文化影响往往会

逐步削弱学习者对他们自己民族语言及文化的归属感，导致

他们对原有语言文化的认同度持续下滑。在大学生最基础的

英语教育过程中，学习英语与个人的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减

弱联系显而易见，这表明当学生们接触英文及西方文化时，

对本土语言和文化的归属感遭受了显著影响。读大学期间，

英语教育对学生而言至关重要，若是常规授课没能融入传统

文化教育的有机增强，学生对本土文化的归属感可能会逐渐

削弱[4]。

再者，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的观念较晚出现，相关研究

亦不充分，大学英文授课教师普遍缺少在进行思政课教学方

面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根据莫非（2010）的研究，对国

内一所大学实施的意识形态教学现状进行分析后，揭示了一

个现象：超出七成的课程教师专注于本专业课程的传授，对

思政教育不予以关注，而将思政教育元素融入课程授课的比

例尚不达三成，表明这些专业科目的教授组在思政教育方面

存在明显的漏洞。

三、传统教育思想融入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存在的

问题

（一）教材中西方文化不平衡，学生无法输出本国文化

综合来看，如今高等院校所采用的英语课本仍主要聚焦

于西方文化的传授，由此导致学生仅能一味地接受西方文明，

未能建立起对本土文化教育观念的阐述和传播技巧。当采用

这种课本进行授课时，学生在跨文化沟通过程中往往难以觅

得语言与文化的共鸣之地，多数时间在对话中处于倾听方的

位置，显然，这对他们的成长以及我国传统文化的推广与扩

散并不有利。

（二）大学英语考试目的性强，对语言交流能力的培养

不足

尽管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现已提升对学生个人成长的重

视，然而观其考核手段，教学方法仍旧显著偏向于应试教育

的特性。考察学生英语课程的学习效果，基本上还是要通过

分数的高低来评估，这就造成了学生在学习中过分重视分数，

忽视了提升个人的沟通技巧。众多学子望在测验中获佳绩，

遂致力刷题不辍，旨在增进对文字运用的敏感度与掌握考试

策略，然而此法对于增强其言语沟通技能几无助益。归根结

底，高等院校的英语考试教学法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重视

轻易，忽略重要，进而偏离了学习语言的本质目的[5]。

（三）教师对本民族文化缺乏了解，扩大语言负迁移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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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众多高等院校为了提升英语授课的专业水平，招

聘了大批外籍师资进行英文教学活动，这一做法有限地将传

统的教学理念与英语教学相结合；此外，一些从事英语教育

的老师在学习和传授英文的过程中，逐步受到西方文化的渗

透，使得母国文化的理解逐浅，忽视了向学生传达民族文化

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语言间的相互影响可能会导致语言学习

上的误差传递，进而影响了将本土教育思想融入到大学英文

教程中的过程。

四、传统教育思想融入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模

式路径选择

眼下，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正经历持续的变革之中，众多

学府纷纷提高了中国传统教学理念在英语课程中的比重。该

项革新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和流传。

然而，在具体操作层面，仍旧存在若干瑕疵亟待提升和优化，

以期不停地进行校正，确保高校英语课程中思政教育传统观

念教学的圆满落实。

（一）改革教材内容，扩大传统教育思想占比

高校英语课程的主要素材大抵选自指定教科书，故此，

在确保中国传统教育理念深度融入高等院校英语思政教育

中，必须对这些课本素材进行深化改良，提升大学生在学习

英语时对本土传统教育观念的接受度与赞同感。历史悠久以

来，英文课本所包含的文化素材几乎都集中于讲述西方国家

的传统与历史真实故事。这样的做法的确扩展了学生们对不

同文化的了解，但同时也可能削弱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

与荣誉感，并对他们建立对世界、人生和价值的正确观点产

生负面效果。因此，需要持续增进传统文化教学理念在大学

英语课本里的比重，调整英语教学资料中东西方文明内容的

配比，确保学子在掌握国内文化根基的同时，拓宽国际化视

野，为他们将来在文化交流中传播本土文化创造条件，使得

学生在不同文化的互动交融中既能够保持强烈的民族自尊

心和归属感，又能促进文化的吸纳与传承，扩散本民族文化。

（二）提升教师素质，采用对比教学方法

教育者的品质直接决定了学生的知识视野和学术的深

广。所以，为了确保把传统教育观念实质性地整合进高等学

校英文课的思政教育中，教育工作者必须提高自我素养，还

需积极革新教学手段。详细来讲，把传统的教学观念植入高

等院校的英语教学中，实质上是一种将异质文化互通和结合

的实践，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深化对这两种文化底蕴的认识

和探究。教育工作者可以更多地使用对照法这种更合适于多

文化教学的方式来进行教学。教育工作者可以以学生已有的

传统教学理念为基础，向他们灌输西方的文化素养，促使学

生在对比两种文化的过程中，清晰地认识到两者之间的相似

之处和不同特点。此举不但可以缩短学生掌握异域文化的时

长，同时也能在无形中增强学生对文化素养的印记。

（三）培养学生民族意识，提升其人文素养

高等教育阶段的学生正值塑造完善人格和形成个人价

值体系的重要时期。因而，在教育活动中，教师既要着眼于

学生技术与知识的提升，也要兼顾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觉、文

化认同及对国家的深厚情感。教育工作者有责任拓宽教育视

角，超越纯粹语言知识和交际技能的传授，结合思政教育的

目标，着重于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尤其是加强其民族精神

和对国家的情感的培育与加深。课堂教学中，为了培育学生

对本民族的认同，教师可以采取多样化的途径，例如增加额

外的阅读材料，让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自己民族的传统与文

化，同时拓展他们的知识领域。通过比较和交流两个不同的

文明背景下的资讯，能够增进学生的文化素质，并且促使他

们在教学过程中获得更加丰富的知识和经验。

（四）融合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模式

的构建

将我国深厚的传统文化精髓整合进大学英语思政课程

教学之中，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对教育模式、授课方式及管理

策略进行深刻革新，同时教师们也需要策划如何将课程内涵

中的思政因素与课堂教学材料巧妙地结合起来，在教学实践

中执行。大学英语教师有望依托现代化的多媒体技术工具进

行创新，积极探索并建立融合式的教学模式，刷新教学流程，

向学生们提供海量的教学资源，以此全方位地增进学生们的

文化修养和语言应用技能。在开展大学英文课程中融入思政

教育时，教师需将这种教学的哲学深植于内心，并付诸实际

操作。各阶段的课堂授课都需周密策划，妥当地将思政内容

渗透其中。教学过程应旨在培育学生自主思维与言语表达技

巧，同时也需通过潜在的影响，逐步提升他们的全面素质。

首先，大学英语教师需要设置上课前的复习方案。通过透彻

研究和充分发掘课程单元学习与练习材料里所隐含的思政

成分，为学生构建一个包括影片、声音文件、文本资料等多

样化的思政课堂资源库，便于学生在网络平台上独立自学。

我们鼓励学生兼顾运用网络等多种手段搜集和梳理西方文

化资料，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辨析，借此培养他们的批判性

思考能力，并提高他们的语言表达综合水平。在授课过程中，

教师根据课本的材料，经过巧妙的策划，实施教学方案，以

确保思政因素得到适当地融入并普及于教学的各个阶段。英

文授课老师能够依据教学单元内的课文所包含的思政因素，

巧妙规划多种形式的课前引入活动，激发学生结合中华文化

对课文所涉思政议题进行深层次的反思。在探究课程内容时，

教师可以依据文本精华挑选出若干议题，温和启发，激励学

生开展深思熟虑的辩论，并且鼓励学生呈现他们的辩论成就。

教育者将学生经讨论后产生的看法进行归纳并提出点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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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辅助学生确立恰当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结课之时，教

师可以根据学过的材料安排含有思政教育成分的家庭作业，

并促使学生通过网络提交；同时，也能组织若干加强对课堂

上思政理论的消化与掌握的练习，并指导学生对所学习的政

治思想课程内容进行深入的思考及巩固。通过全面施行此种

课程思政的教育方案，潜移默化地提升学生们的人文修养及

道德观念，进而让课程思政的教学法步入优质循环，旨在确

保大学英语教学不仅传授知识，同时也实现培养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全球人才的双重目标。

五、结语

高校英语教育，在我国培养高素质人才体系中占据核心

地位，不仅负责向学生灌输专业技术和知识，还着力于其品

德教育与发展，同时也有着将我国文明推广至世界各地的责

任。大学的英语授课教师有必要强化在课程教学中融汇中华

民族经典教育理念，在此过程中促进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及全球观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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