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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立德树人”是当前高等教育的关键所在。大学英语课程设计和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元素,

学生树立文化自信,其实质就是思政,就是立德树人的重要部分。本文从课程思政与文化自信的关系入手,

结合课例,从思政教学的渠道、环节和效果评估三个方面探究如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有机融入思政元素,

提升学生的思辨能力,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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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简介 

不可否认,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

展,“一带一路”建设的开展,中国的国际

地位有了显著变化,世界对中国的期待大

大提升,中国也迫切地需要在扩大自身在

世界上话语权和文化影响力。大学英语作

为高校公共必修课程,在提升中国文化影

响力的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是沟通中国

文化和英语国家文化的桥梁。 

2 课程思政与文化自信 

然而,作为外语通识课程,传统的大

学英语主要以语言技能、人文教育和跨

文化交流为中心,特别是以英美国家的

文化为主要内容,中国文化这一重要元

素往往被忽略。这样的教学内容不符合

“全方位育人”的目标,也影响了大学外

语教学的健康发展。 

2016年,国家领导人在高校思政工

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

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学全

过程”。因此,大学英语教学亟需从“外

向性跨文化教育转向结合内省的立德树

人教育”(蔡基刚,2020)。大学英语教学

既要让学生了解并客观看待西方的科学

技术和社会文化,又要培养学生的文化

自信,并自发地传播中国文化,中国声

音。可见,大学英语课程设计和教学中融

入中国文化元素,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其实质就是思政,就是立德树人的重要

部分。 

3 课程思政框架下大学英语教

学如何彰显文化自信 

立德树人作为课程思政的核心要素,

就是要培养学生的批判能力,通过中外

文化对比,让其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

独特魅力,进而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热

爱和自信。大学英语的教材中蕴含着丰

富的思政元素,教师可以通过一定的课

程和课堂设计,植入中国文化、中国主

张。这就需要我们对这门课程进行再思

考,再建构。 

3.1思政教学的三个渠道 

首先,融合思政元素,彰显文化自信,

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是主渠道。教师需要

根据教学单元主题,深入探究与该主题

相关的思政元素,自然地将其与课程知

识融合在一起,在传授语言知识的同时

进行思想引领,达到育人的目的。因此,

教师要认真研读教材,以学科知识为明

线,思政元素为暗线,围绕爱党、爱国、

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从中国传统文化价

值观、中国历史、中华名人轶事、社会

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方面,系统地进行教学设计。 

其次,教师的引领是主导。课程教师

需要理清课程思政体系,明确其中所蕴

含的思政教学资源,寻找他们之间的契

合点,努力做到课堂教学和思政教育的

内容的无缝对接。换言之,只有教师本人

有更高的思政素养,才能更容易挖掘出

思政元素,讲好思政内容。因此,教师需

不断充实自己的思想、文化修养,给学生

以正确的引领。 

最后,学生的参与是主体。课程思

政教学是以学生为主体参与的教学过

程。立德树人的根本目的在人,教师需

要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进行情感激发,

价值引领和精神塑造。因此,在教学设计

时,教师需要采取一些学生乐于参与的

活动,将学科知识和思政教育相结合,学

生才会积极参与,内化所学。大学英语思

政教学常见的学习实践活动有：阅读中

国文化经典的作品,对社会问题或和学

生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小组讨论,小组

汇报,小组互评,课堂表演,写作等。 

3.2大学英语思政教学的三个环节 

融合思政元素的大学英语教学可以

分为三个环节：课前准备、课中教学和

课后提升。下面,笔者将以《全新版大学

英语综合教程1》中的Unit 4 The 

American Dream,Text A Tony Triviso 

nno’s American Dream作为案例,展示

如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挖掘思政元素,

引发学生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和思考。 

课前,教师需要仔细研读教材,寻找

教学内容和思政元素的契合点,明确教

学目标。根据单元话题和课文内容,本单

元的教学目标可设定为： 

语言技能：了解课文主要内容和结

构；学习单元核心词汇和相关语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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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读文章,了解主人公Tony的性格特点

和如何实现自己的梦想；梳理归纳,理解

文章主题思想。 

思政目标：了解美国梦的社会背景

和文化内涵,寻找真实的或文学作品中

人物对美国梦的追求；了解中国梦的概

念和文化内涵；对比分析中国梦和美国

梦,了解二者的不同实质,培养学生的爱

国情怀。 

明确教学目标后,教师发布课前任

务,要求学生进行课前预习,学习新词和

表达,各小组搜集关于美国梦、中国梦的

相关信息,并对二者进行对比分析,准备

小组展示。 

课堂讲授时,教师首先随机抽取小

组进行小组展示,让小组代表陈述本组

对于美国梦和中国梦的理解和二者的

对比分析。教师可对各小组的展示进行

评价,并引导小组间进行补充、评价、

质疑等,激发学生的主动思考。随后,

教师根据小组的陈述,结合课文,选择

性的对内容进行讲解,如对学生提到的

美国梦、中国梦的理解和对比分析,作

进一步阐释。 

课后,教师可设置思考题,就中国梦

和美国梦的区别写一篇短论文,总结与

强化学生在课堂的文化认知,锻炼学生

的写作和思维能力,激发学生进一步探

究本民族文化的兴趣和热情。 

3.3效果评估 

首先,在预习环节,学生具备了一定

的语言学习能力,能对所学文章的主要

内容和主题有初步的理解。 在小组活动

中,学生进行了合理的分工,任务分配适

当。学生具备了一定检索搜集信息,整合

信息的能力,能将美国梦和中国梦的内

涵进行整理加工。 

在课堂展示环节,学生能根据搜集

到的信息,解释清楚美国梦和中国梦的

概念,并能初步阐明二者的区别,部分

小组能对其他小组的观点提出质疑和

补充。 

在课后复习巩固环节,大部分学生

根据课前小组查阅的信息和课堂陈述和

学习,完成写作练习。尽管学生的分析显

得有些大同小异,思考还不够深入,有时

还有语言错误,但学生们已具有了一定

的敏感性和批判性。  

4 结语 

在课程思政大背景下,一方面,课程

思政元素融入大学英语教学对教师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教师首先需要不断强化

自身的思政意识,科学系的挖掘和嵌入

思政元素；其次,教师在了解自己的专业

知识外,还要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国

际社会热点问题等有一定的涉猎。同时,

教师要深入研究教学法,提升自己的教

学能力,实现思政元素和课堂教学的自

然融合,润物无声地对学生进行情感、态

度、价值感的引领。另一方面,从实际教

学效果看来,学生是具有很强的可塑性

的。在思政元素植入课堂学习中后,学生

的学习热情并未减少,思辨能力却得到

了提升,对传统文化、社会问题的敏感度

有所增强。 

因此,课程思政是一项系统工程。不

论学生还是教师,在这项工程中,都应当

始终保持终身学习的热情,在潜移默化

中达成课程思政的目标,激发自身的民

族自豪感,爱国情,坚定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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