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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块一讲好中国故事这一栏，对应的是一个小组作业，用

英文介绍汤显祖和他的代表作品：《牡丹亭》。

模块二的主题是论自立，主要学习爱默生，简·奥斯丁，

托马斯·哈代的代表作品。爱默生是美国超验主义的代表作

家，被誉为美国的孔子，他的代表作品是《论自立》。超验

主义被誉为美国的文艺复兴，在当时的美国也起到了推动思

想解放，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他的思想的形成，其实也是

广泛的吸收东西方哲学精粹的结果。他的名言是相信你自己。

自立自信——相信你自己，走自己的道路—一直以来就是中

华民族血统里流淌着的精魂。更早一些的时候，老子在《道

德经》里说“自胜者强”，孔子也推崇“君子求诸己”，商

鞅指出“能胜强敌者也，先自胜也”，先贤们都阐述了这个

道理：你自己才是一切的决定因素。相信你自己，倾听内心，

树立起强大的主体意识，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人人都可

以成为最好的自己。这一部分的讲好中国故事一栏，小组作

业，用英文介绍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时期我国独立自主

的革命道路，以及当今中国独立自主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简·奥斯丁，托马斯·哈代的《傲慢与偏见》，《德伯家的

苔丝》是两部包含女性人物婚恋生活的小说，通过两位女性

人物不同的人生遭遇引发学生思考：为什么伊丽莎白能过上

幸福的婚姻生活，为什么苔丝会遭遇命运无情的打击。排除

社会历史背景，恐怕还要从两位女性人物的性格上找原因。

伊丽莎白的魅力就在于她独立的人格，女性的幸福生活从来

都在于自身的自立自信自尊自爱自强。

模块三的主题是人与自然，主要学习华兹华斯，梭罗和

麦尔维尔三位作家。华兹华斯是英国浪漫主义的领军人物，

被称作自然诗人。与古典主义诗人不一样的是，浪漫主义诗

人将目光从城市转向农村和大自然，华兹华斯的诗歌咏了很

多自然风物，并认为自然能抚慰人的心灵，不论是他的“水

仙”还是《孤独的割麦女》都颂扬了自然风物给人带来的无

与伦比的美感，并在日后给人带来心灵慰藉。在一个物欲横

流，风气败坏的时代，梭罗身体力行的践行着爱默生的自立

观，呼吁人们不要追求物质的丰盛，而是过最简朴的物质生

活，把精力放在更高的精神生活的追求上。他认为房子只不

过是一个座位，尽管他在世上所有的财产加起来不过十美分，

但他却能慷慨的放弃农民违约赔偿的十美金，然后用无形的

诗歌做篱笆圈住农民的农庄，并带走不用手推车就能带走的，

这块土地最好的产出——自然风光所能给人精神上的给养。

他认为在能够保证生存的前提下，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无所

事事，享受闲暇，将自己沉浸在大自然中。麦尔维尔是黑色

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是莎士比亚的忠实崇拜者，渴望写出

像莎翁那样主题宏大的作品，而他也确实做到了。他的《莫

比迪克》刻画了一位极度自负的具有超人气质的英雄人物—

—船长亚哈。这位船长凭借自己超人的意志和主观能动性，

在事业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也获取了大量的财富，但他太

过偏执，在航行中收获了大量鲸油还不满足，执意要向咬断

他腿的莫比迪克复仇，终于在与莫比迪克的斗争中船毁人亡，

所有人都跟着葬身大海。这部小说运用了大量的象征手法，

船长亚哈就是当时以自我为中心的妄图征服自然的美国人

的代表，而莫比迪克就是神秘莫测的自然的代表，当时的美

国人民的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做法，给自然

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也让人们自食苦果。这与我国古代文

化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天人合一的理念想去甚远，人类

在自然面前要保持相对敬畏的心态，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

这一部分的讲好中国故事是讲述现代中国科技环保的故事。

模块四的主题是希腊悲剧精神，主要学习弥尔顿，菲茨

杰拉德和海明威的作品。希腊悲剧所表现的是希腊人民和神

祇在面对自身无法战胜的强大力量（命运）时，哪怕没有办

法打败对方，却依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从不屈服，哪怕一

次次被打败。这种一次次被打败又再次爬起来再战的精神就

是希腊悲剧精神。弥尔顿的《失乐园》所塑造的反叛者撒旦

是一个典型的希腊悲剧英雄形象。菲茨杰拉德塑造的盖茨比

也是一个希腊悲剧英雄的形象，在他再次与黛西重逢时就发

现有些东西不一样了，但却依然毅然决然的冲进自己编织的

梦里，哪怕黛西让他背锅，依然还在憧憬黛西的爱情。海明

威的《老人与海》正是“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是不能被打

败。”这句名言的出处，圣地亚哥身上所折射的也正是这种

不屈不挠的希腊悲剧精神。注定要失败的事情还要去做吗？

答案是当然要去做。因为正是这一次次没有希望的挑战，揭

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希望也蕴含在失败之中，只有这

样 ，不可能才有变成可能的可能。西方有希腊悲剧精神，

我国也有“愚公移山”和“精卫填海”的故事，中华文化里

也有“愚公精神”和“精卫精神”，在我国各个历史时期，

也都有践行这种精神的故事发生。这一部分的讲好中国故事，

对应的是用英文讲述“抗美援朝战争”的故事。

模块五的主题是讽刺与黑色幽默，主要学习斯威夫特，

马克·吐温，约瑟夫·海勒的作品。讽刺是中外文学一个历

史悠久的传统，黑色幽默虽然是上个世纪才提出来的名词，

但它所折射的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的荒诞却是亘古弥新的。

斯威夫特所批判的是当时英国当局政府政治的种种龌龊；马

克·吐温所批判的是人性中的种种贪婪，金钱至上；约瑟

夫·海勒批判的是帝国主义，官僚主义。讲好中国故事这一

栏，斯威夫特部分所对应的是郑和下西洋的故事，马克·吐

温所对应的是张伯苓家族的故事，约瑟夫·海勒对应的是当

代中国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学生从这三个

里面挑一个来讲。第一个故事：郑和早在 14 世纪就七下西

洋，比西方开辟海上新航路和进行地理大发现要早；明朝皇

帝派他下西洋也不是为了侵略欺负和对别的国家和百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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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殖民，这是海洋文明和中华文明的一个区别。第二个故事：

甲午战争之后，无数人都在思考中国的出路的问题，康有为

和梁启超选择维新变法，孙中山选择了革命推翻封建统治的

道路，而张伯苓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创立了南开系

列学校，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先河，为当时的中国

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很多院士都是出自南开大学。在多灾多

难的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对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很多

南开学生不惧日军压迫，表现出了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这

正是张伯苓教育救国的目的所在：秉承民族精神，救国于危

难，救民族于危亡。正是因为有这种精神在，所以中华文明

得以延续，中国近乎亡国灭种却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三个故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帝国主义不会长久，罗

马帝国，大英帝国都是如此，不管过程有多艰难。君子和而

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受到了越来越多其它国家的认

可，中国也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显示出他的大国担当，这部

分的故事，可选取当下的时事新闻来用英文讲述。

讲好中国故事这一部分，需要学生自行查找资料，运用

AIGC 手段来制作视频，在课堂展示。学生在查找资料和制

作视频以及展示的的过程中不仅自身能够受到思政要素的

感染，同时也能传播这种感染。

二、课程思政效果检测

本课程的考核项目分为五部分：课堂学习表现，线上自

主学习，讲好中国故事，创新创业项目，以及期末考核。课

程思政效果的检测体现在各个考核项目当中，课程组要求在

考核项目当中都要考核课程思政的效果，如在线上自主学习

的作业中，学生是否在作业中展露出强烈的中国情怀和正确

的价值观念，具有强烈的批判性思维的意识，具有高度的本

国文化自信和自豪感；在创新创业活动中，学生是否表现出

高度的敬业，严谨的工作态度和锐意创新的精神等。学生在

作业中体现出了相当的课程思政效果，如在《大白鲸》这部

分，大部分的同学在讨论题中都意识到习近平新时期绿色生

态观的重要性。

在学期末，还有一个关于课程思政效果的调查问卷。我

对所教的英语专业专升本的班级进行了问卷调查，该班共有

42 人，由于期末繁忙，有效回收试卷 24 份。以下是调查主

要结果：

问卷截图 1

问卷截图 2

问卷截图 3

三、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7 年 10 月的的十九大报告上明确指

出：“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

做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要时刻思考如何才能做好外语课程思

政的建设工作，培养出国家，地区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合格人

才。要提高人才的培养质量，以“产出为导向，以学生为中

心，持续改进”的 OBE 理念不失为一个饱经考验的教学方

法，而以内容为依托的 CBI 教学法，则让学生的学习更有意

义，学习效果更好。本文对《英语文学导论》课程课程思政

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在未来，还将持续对该课程的课程思

政建设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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