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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思政”格局下高职英语专业“中华文化英文阅读”课程 

思政教学模式建构 

温柳春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广州 

【摘要】本文探讨了在“大思政”格局下，针对高职英语专业构建“中华文化英文阅读”课程的思政教学模

式。文章首先回顾了“课程思政”的提出背景及其在教育改革中的重要性，随后分析了当前高校英语教学存在的

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作者通过在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进行的教学改革实践，展示了如何将中国传

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英语教学中，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教育的有机结合。通过选取具有中国

文化特色的文章，实施课程思政教学策略，采用讨论法和情景教学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提高他们用英语

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研究结果表明，该教学模式能显著提升学生的英语口语表达水平和跨文化交际技能，同时

增强了学生的文化认同和自信心。文章最后强调，教师应深入挖掘教材中的思政元素，创新教学设计，以培养具

有全球视野和家国情怀的新时代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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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mode of "Chinese Culture English Reading" course for 

higher vocational English majors under the pattern of "Great Ideology and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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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ing model for the "Chinese Culture 
English Reading" cours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Great Ideology and Politics" for vocational college English majors. It 
first reviews the background of the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educational reform. Subsequently, 
it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current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he author 
demonstrates how to integrat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to English teaching through teaching 
reform practices at Guangdong Polytechnic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Engineering, aiming to achieve an organic 
combin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knowledge education. By selecting articles with Chines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mplementing specific strategies for curriculum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use of discussion and 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s stimulates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enhances their ability to tell Chinese stories in English.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is teaching model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students' oral English expression and cross-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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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skills, while also strengthening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and self-confidence. The paper concludes by 
emphasizing that teachers should delve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teaching materials, innovate in teaching 
design, and cultivate new era talents with a global perspective and patriotic sent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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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这一概念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于 2014

年提出。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6 年 10 月在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了课堂教学的重要性，指出思

想政治理论课需要在不断改进中加强。总书记提到，课

堂教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各类课程应与思

想政治理论课齐头并进，共同形成教育的协同效应，满

足学生的成长需求和期待。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

和相关政策文件，明确了将“课程思政”作为课堂教学

改革的新要求，即不仅思想政治理论课要讲“课程思

政”，所有课程都要在“课程思政”方面齐头并进，共同

形成教育的协同效应。随后，这一领域迅速吸引了学术

界和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催生了众多相关的研究和教

学改革的实践探索。 
学者们的研究主要关注“课程思政”概念的定义、

深层含义、其重要性的认识，以及探索如何在教学实践

中有效贯彻这一理念。高德毅强调了建立"课程思政"理
论框架的重要性，主张学校教育应成为全面培养德育

素质的熔炉[1]。邱伟光则认为，"课程思政"不仅是高校

深化课堂教学改革的关键途径，也是提高教育质量的

有效策略[2]。王景云则从理论层面出发，深入剖析了"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之间的内在联系[3]。王学俭进

一步探讨了新时代背景下"课程思政"的内涵、特点、面

临的挑战以及应对之策。为“课程思政”的教学实践提

供了理论指导[4]。在各学科中，研究者们结合各自的课

程内容，探讨如何在具体的学科中融入课程思政的元

素。例如，徐淑梅将生态文明思想融入“地球概论”课程，

通过课程内容挖掘生态文明的教育价值，提出了如何

在课堂中贯彻这一思想的具体建议[5]。夏嵩则将伦理教

育引入桥梁设计专业课，通过两轮教学实验，发现这种

融合不仅提升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也增强了他

们的职业道德意识。这些研究为如何在大学英语课程

中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借鉴[6]。 
在高校英语教学中，许多教师也积极探索如何在

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陈雪贞从六个维度出发，探讨了

在大学英语课程中实现课程思政的路径：课程计划的

精心设计、教学内容的审慎选择、教学形式的多样化、

课程实践的深入内化、外部教学条件的优化，以及评价

机制的正确引导[7]。崔戈则从构建外语课程思政体系的

视角，阐述了大连理工大学通过建立丰富的教学资源

库和示范课程，促进外语教学中思政教育的实践与创

新[8]。 
尽管"课程思政"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已取得一定进

展，但整体而言，该领域仍处于发展初期。特别是关于

如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有效传达中国故事，教师们需

结合各自学校的具体情况和学生的实际需求，持续深

化理论研究，并不断探索教学改革的新路径。这种不断

探索和实践，将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符合新时代要求

的课程体系，真正实现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

合。 
2 高校英语教学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英语作为高校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具有长期的教

学历史，对学生的影响深远。然而，目前高校英语教学

中存在诸多问题，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很多教师将英语

简单地视为语言技能课，主要关注听、说、读、写、译

的技能提升，而忽视了课程中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文化

教育价值。过于单一的语言技能训练使学生对英语学

习的兴趣逐渐减弱。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接触到的

与中国相关的英语资源相对有限，这使得他们在用英

语讲述中国故事时面临挑战，难以满足社会对英语交

流能力日益增长的期望。此外，如果教学过程中未能妥

善识别和应对教材中可能存在的不当思想和价值观，

学生可能会受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的思想影

响，从而对他们产生不利的负面影响。 
现行的高校英语教材多选自英美国家的原版材料，

涵盖哲学、教育、文化、科技、政治和历史等多方面内

容。这些材料丰富且有趣，具备很高的教育价值。然而，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不少教师倾向于将这些教学材料

仅作为语言练习的辅助工具，而忽视了它们所蕴含的

深层思想和知识价值。这种做法往往导致文章被拆解

成孤立的语言片段，教学过程中过分强调语法和词汇

结构，忽视了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 
从学生学习英语的体验来看，他们接触到的英语

资料大多展现了英美文化的特点。虽然这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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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提升了他们用英语表达西方文化的能力，但在用英

语传达中国文化和故事时，学生们往往感到难以胜任。

这种偏重语言形式而忽视文化内容的教学方式，不仅

削弱了英语教学的实际效果，还使得学生的英语交际

能力无法满足社会对他们的期待和要求。 
基于以上挑战和现状，高校英语教学亟需融入“课

程思政”的理念，将“讲好中国故事”作为核心目标。在

英语教学中，教师应注重文化知识的传授和价值观的

引领，结合语言技能的培养，帮助学生提高用英语讲述

中国故事的能力。 
教师为实现这一目标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1）

选择教学材料时注重思政元素：优先选择那些能够反

映中国文化、历史和价值观的英语材料，或者在现有教

材中挖掘相关内容。2）多样化的教学方法：采用多元

化的教学形式，将思政教育融入语言技能训练，如小组

讨论、项目式学习和角色扮演等，使学生在真实的语言

环境中体会和应用所学知识。3）加强教师自身的思政

素养：教师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政教育能力，理解并

能够在教学中有机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 
通过这些措施，高校英语课程不仅可以提升其思

政教育功能，还能为课程注入新的活力，显著提高教学

效果。如此，学生不仅能够在英语技能上得到提升，更

能在思想层面上获得更深层次的成长，真正做到在国

际舞台上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 
3 高职“中华文化英文阅读”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建

构 
在本节中，我们将详细介绍“中华文化英文阅读”

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并探讨如何在英语课程中融入中

国文化和传统的教育内容。这一模式是在高职课程教

学过程中实践的，旨在“讲好中国故事”，并在两个班级

中进行了为期 12 周的教学改革。 
我们选取了两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题目分别是

“茶与禅的融合”和“美国人能从儒家学到什么？”在分

析这些教学内容时，我们确定了课程思政的融入点。我

们的主要目标是让学生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和传统，

特别是儒家文化和茶文化，这两者都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高度契合。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特别注重传递儒家的“和”的

思想，讲解了仁、义、礼、智、信等基本价值理念。同

时，我们也介绍了茶文化中天人合一和众生平等的思

想，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中的核心概念。通过这样的教学

改革，我们希望能够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中国文

化的深度和丰富性。 
这些内容旨在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并提

高他们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能力和跨文化交际的技能。 
3.1 实施课程思政教学的具体策略 
1）结合课文内容，深挖“讲好中国故事”的思政元

素 
在《美国人能从儒家学到什么？》这篇课文中，作

者从美国人的视角讨论了儒家思想的学习价值。文章

分为四部分，依次探讨成为善良、有责任心的人，在日

常生活中寻找人际关系中的闪光点，将“和”作为终极

价值，并呼吁全世界的人变得更善良。这篇文章是讲述

中国故事的优秀材料，教师应通过中文介绍孔子及其

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如仁、义、礼、智、信、恕、忠、

孝等，并探讨儒家思想在社会和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

此外，孔子的教育理念如“因材施教”、“学而不厌，诲

人不倦”等也是课程思政的重要内容。通过这些介绍，

学生不仅能够理解课文的思政元素，还能增强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在讲解过程中，教师可以首先使用

中文介绍孔子和儒家思想，随后再列出相关的重点英

文表达，并用英语概述孔子及其思想的核心内容。通过

这种中英双语的介绍，学生能够更深入地理解这些文

化概念，并在语言表达中灵活运用。这一过程不仅提升

了学生的英语能力，也使他们更好地理解和传承中国

的传统文化。 
2）采用讨论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教师用英文介绍孔子及其思想，随即鼓励学生用

英文开展讨论。教师可以提出以下供讨论的问题：中国

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流派有哪些？这些流派倡导的美德

是什么？随后，可以结合《论语》中的一些名言进行听

力练习，如：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子曰：“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 
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

智者乐，仁者寿。”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

择其不善者而改之。”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这些名言对于学生来说虽然耳熟能详，但在理解

和用英语表达上可能存在困难。教师需要详细讲解这

些名言的含义，并鼓励学生用英语讨论，这不仅激发了

他们的学习兴趣，也活跃了他们的思维。 
3）情景教学法的应用：学以致用，讲好中国故事 
在课程的最后阶段，我们采用情景教学法，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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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拟的场景中实际运用所学知识。教师可以组织学

生进行辩论，让学生扮演孔子，用英语宣传儒家思想。

例如，学生可以分成小组，围绕“儒家思想对我们生活

的影响”这一主题展开讨论，并选择代表上台发表意见。

在前期的教学中，教师已经用英语介绍了儒家思想，并

对孔子的名言进行了详细解释，这为学生在讨论中运

用英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不仅能

够提高英语表达能力，还能在国际化的语境中讲述和

传播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3.2 课程思政教学的成效 
在为期 12 周的教学改革中，笔者在两个班级中成

功实施了这一教学模式。在对比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的

班级时，我们发现参与实验的学生在课堂上的互动更

为积极，并且他们的英语口语表达能力有了显著的提

升。这种提升不仅体现在语音和语调上，更关键的是，

他们的表达内容已经不仅限于西方文化。在期末考试

中，实验班的学生成绩明显超过了对照班级。因此，我

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所采用的高职"中华文化英文阅

读"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是有效的，并且是可行的。通过

这种教学模式，学生不仅提升了英语技能，更重要的是，

他们在思想和文化层面上得到了更深层次的教育和启

迪，真正实现了“课程思政”的教育目标。在实施基于

“讲好中国故事”的课程思政教学模式后，学生不仅在

语言技能上取得了显著进步，还在思想层面上获得了

更深刻的成长。他们学会了如何用英语自信地讲述中

国的故事，展示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这种教学方法不

仅提高了学生的英语水平，还增强了他们的文化认同

和自信心，培养了他们成为具备全球视野和家国情怀

的新时代人才。 
3.3 高职“中华文化英文阅读”“讲好中国故事”

的课程思政教学模式 
1）教材内容与课程思政的结合 
现行的大学英语教材，诸如《新目标大学英语》和

《新视野大学英语》等，覆盖了广泛的题材，包括政治、

经济、教育、宗教、科技文化等多个领域。然而，这些

教材的内容大多以西方国家的背景和事件为主。这就

需要我们在教学中深入挖掘每篇文章的思政元素，并

补充与文章相关的中国背景材料，以便在课堂上将西

方与中国进行对比，展示两者的文化差异和相似之处。

例如，在讲授涉及西方政治体系的文章时，可以引入对

比中国政治制度的材料，让学生了解两者的不同之处

和各自的优缺点。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树

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能提高他们的英语口语和

写作能力，培养他们的英语论辩技巧和批判性思维能

力，从而实现英语水平的全面提升。 
2）教师角色的转变与学生的全面发展 
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课程思政教学中，教师的角

色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从传统的“语言教学者”变为

“教育家”，教师不仅要教授语言知识，还要在课堂中渗

透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和世界观。教师在教学中需要时刻保持“课程思政”意
识，充分发挥课程的育人功能。通过这种教学方法，教

师能够让学生在提高英语语言能力的同时，接受深刻

的思想教育。学生不仅学会了如何用英语表达和交流，

还能用英语讲述中国的故事，展示中国的文化和价值

观。这不仅解决了“为谁培养人”的问题，还使得学生能

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自信地传播中国文化，成为具有

全球视野和文化自信的新时代人才。 
3）深入挖掘教材中的思政元素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仔细分析教材的内容，找到

可以融入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切入点。例如，在讲解涉

及西方科技发展的文章时，可以对比介绍中国的科技

成就和创新精神。这种对比不仅可以丰富课堂内容，还

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补充相关的中国背景材料 
针对教材中主要反映西方国家内容的部分，教师

应适当补充一些反映中国文化、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

的英语材料。通过这些补充材料，学生可以在学习英语

的过程中，深入了解中国的发展和成就，这有助于他们

在国际场合自信地讲述中国的故事。 
5）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在教学设计中，教师可以采用小组讨论、角色扮演、

辩论等多种教学方法，鼓励学生用英语表达对中国文

化和社会的理解。这种教学方法不仅能提升学生的英

语表达能力，还能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批判性

思维能力。在讲授中国文化和价值观时，教师可以首先

用中文解释核心概念，然后用英文进行讨论和总结。这

种双语教学模式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复杂的思想

内容，并在英语表达中应用所学知识。 
4 结语 
"中华文化英文阅读"课程的思政教学模式与传统

大学英语教学法存在显著差异。传统教学通常着重于

提升学生的语言技能，尽管有些杰出教师会尝试将西

方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融入教学，但这种模式往往未

能充分发挥课程在育人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潜力。

相比之下，"中华文化英文阅读"课程的思政教学模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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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语言技能提升的同时，更加注重利用课程内容进

行思想政治教育和价值观塑造，以"讲好中国故事"为核

心，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在这种教学模式中，

英语课程不再仅仅是语言技能的训练场，而是育人的

重要阵地。课程思政教学的核心目标是将中国的文化、

历史和价值观有机地融入英语教学中，使学生在学习

英语的同时，也能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核心价

值观。这要求教师在教学设计、模式和过程上都要有所

创新和突破。 
随着课程思政教学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我们期待

更多的教师能够将这一理念融入到教学中，探索出更

多创新的教学方法和模式，让高职“中华文化英文阅读”

课程在“大思政”格局下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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