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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大学英语听说课的思政教育策略 

李晓岩*，刘静音，胡 君 

青岛城市学院  山东青岛 

【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英语作为国际交流的通用语言，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大学英语听说课程在培养学

生语言交际能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而思政教育则对于塑造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道德品质和思想素质具有不可

忽视的意义。探讨大学英语听说课程中的思政教育策略，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还能培养出具有国际视

野和良好品德的新时代人才。因此，本文旨在深入分析全球化背景下大学英语听说课程中思政教育的重要性，并

提出一系列有效的思政教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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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English, as a common language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College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courses play a pivotal role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language communication abilities, whil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PE) is indispensable in shaping students'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moral character, and ideological quality. Exploring IPE strategies within college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courses can not only enhance students' overall qualities but also nurture talents with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good moral character for the new era. Therefore, this paper aims to delve into the importance of IPE in 
college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course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ization and propose a series of effective IPE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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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化背景下大学英语听说课中思政教育的重

要性 
全球化加速了英语的全球化进程，使其成为国际交

流的必备技能。同时，随着素质教育在应用型本科院校

的普及，课程思政已经成为其践行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

务的主要途径。思政元素的融入，丰富和延展了大学英

语课程教学内容，培养了学生的道德素养，促进了应用

型本科院校“智育”与“德育”的协同发展[1]。因此，在大学

英语听说课程中加强思政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1.1 培养社会责任感 
思政教育在大学英语听说课程中的融入，有助于培

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通过思政教育，学生可以更加深

入地了解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状况，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

的角色和责任。这种责任感的培养，不仅有助于学生形

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还能激发他们为国

家和社会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的热情。 
1.2 提升道德品质 
思政教育对于提升学生的道德品质具有至关重要

的作用。在大学英语听说课程中，通过引入与道德品质

相关的思政内容，如诚信、友善、公正等，可以引导学

生形成积极向上的道德观念。这些道德观念的形成，不

仅有助于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良好的道德品质，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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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他们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道德基础。 
1.3 促进全面发展 
思政教育在大学英语听说课程中的融入，还有助于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通过思政教育，学生可以更加全

面地了解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需求，明确自己的职业规划

和人生目标。同时，思政教育还能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和实践能力，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和领导能力。这

些能力的提升，不仅有助于学生更好地适应未来的职业

发展和社会需求，还能为他们的个人成长和全面发展提

供有力支持。 
1.4 培养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 
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学英语听说课程中的思政教育

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本土情怀。通过思政教

育，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

历史和社会制度，增强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同时，

思政教育还能引导学生更加珍视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培养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这种国际视

野与本土情怀的结合，不仅有助于学生更好地融入国际

社会，还能为他们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机

遇。 
2 全球化背景下大学英语听说课的思政教育策略 
2.1 优化课程规划 
首先，确立清晰的融入目标。结合英语教学大纲，

设定具体的思政融入目标，如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的同时，强化其国家认同感、社会责任感及文化自信。

其次，提高融入的针对性：分析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学

生的特点和需求，针对性地设计思政融入点，确保内容

与学生认知水平、兴趣点相匹配。还需增强可操作性：

设计易于实施的教学活动和评估机制，如小组讨论、角

色扮演等，使思政元素自然融入教学过程，避免生硬灌

输。同时，确保可持续性：构建长期规划，将思政融入

作为英语教育的常态，通过持续更新教学内容、方法，

保持其时效性和吸引力。例如，《新未来大学英语视听

说教程》第四单元“Think green, live green”时，设计角

色扮演的口语活动，小组成员分别扮演濒危灭绝的动物

和人类，“动物团队”控诉人类的罪行，人类则提高解

决方案。 
2.2 显性融入与隐性融入相结合 
“课程思政”是当前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

学改革的必然趋势，大学英语课程的隐性思政教育功能

使其具备了得天独厚的课程思政建设优势[2]。隐性融入

需要注重课程设计，在听力材料、阅读材料中自然融入

思政元素，如选取反映中国社会发展成就的新闻报道、

人物访谈等。在教学方法方面，可采用项目式学习、翻

转课堂等教学模式，鼓励学生自主探究中国文化的英语

表达方式，提升思辨能力。而显性融入需要设置思政专

题：定期安排“中国文化与世界对话”等专题，探讨中

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影响。适时的引入思政案例，并结

合时事热点，如环保、科技创新、社会公益等，用英语

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例如，《新未来大学英

语视听说教程》第四单元“Think green, live green”时，

引入了中国柳州“森林之城”这个概念，引导学生分析

这些案例背后的社会责任感和环保意识。 
2.3 利用现代科学技术 
教师可以建立在线教学平台，或利用现有平台，提

供丰富的思政英语学习资源，如微课、视频讲座等；同

时，教师可利用 AI 技术，如 AI 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

理等技术，开发智能对话系统，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思

政英语学习体验。学校也可以开展网络研讨会，定期邀

请国内外专家进行线上讲座，围绕中国发展理念、文化

传统等主题进行深入探讨。组织英语演讲比赛，例如举

办以“讲好中国故事”为主题的英语演讲比赛，鼓励学

生用英语讲述中国的发展成就、文化故事。提高社会实

践活动的机会，组织学生参与文化体验、志愿服务等实

践活动，用英语记录和传播中国文化。 
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促进思政元素在英语教育

教学中的深度融合，既提升学生的语言能力，又培养其

综合素质，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本土情怀的新时代人

才奠定坚实基础。 
3 案例分析 
以《新未来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第六单元“From 

the Past into the Future”为例，该单元通过介绍土拨鼠节、

猴子自助餐节等外国节日，以及中国的一岁孩子的抓周

习俗和其他国家类似的庆祝活动，旨在让学生了解不同

国家的文化。在具体教学时，教师应以单元思政主题为

主线，从课前、课中、课后三环节开展思政教学，以全

面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3]。课前要求学生预

习相关词汇和短语，为课堂上的听说练习做准备；课中

鼓励学生扮演不同角色，用英语进行对话交流，加深对

节日习俗的理解和体验；课后提供与单元主题相关的拓

展学习资源，如相关书籍、文章、视频等，鼓励学生自

主学习和深入研究。并通过一系列思政教育策略，使学

生的学习成果和思想方面得到提高。以下是对这些思政

教育策略及其实施效果的分析。 
3.1 思政教育策略 
（1）通过文化对比与辨析，利用视听说资料中的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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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和庆祝活动，引导学生进行中外文化的对比与辨析，

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节日意义和社会习俗。教师先简

要介绍本单元的主题，即“From the Past into the Future”，
并引出中外节日文化的话题。然后播放关于土拨鼠节、

猴子自助餐节等外国节日的视听材料，以及关于中国抓

周习俗的视听材料。将学生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负责讨

论一个或几个节日/习俗。要求学生对比中外节日/习俗

的异同，包括庆祝方式、意义、历史背景等。同时，每

个小组选取一个节日/习俗进行角色扮演，模拟庆祝场景，

让其他同学猜测是哪个节日/习俗，并解释其背后的文化

意义。活动结束后，全班共同总结中外节日文化的异同，

并讨论这些差异对跨文化交流的影响。 
（2）文化认同与自信，在引导学生了解外国文化的

同时，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价值，培养学生的文化

认同感和自信心。结合视听说资料中的中国抓周习俗，

教师详细讲解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寓意，如对孩子未来

的美好祝愿、家族传承等。邀请有抓周习俗体验的学生

分享自己的经历，或组织学生进行模拟抓周活动，让学

生亲身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将中国抓周习俗与其

他国家的类似庆祝活动进行对比，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

性和价值。鼓励学生以抓周习俗为主题，创作英语短文

或对话，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增强文化自信。 
（3）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通过模拟跨文化交流

场景，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教

师根据视听说资料中的节日和庆祝活动，设计模拟跨文

化交流场景，如国际文化交流节、虚拟国际旅行等。将

学生分成小组，每个小组分配不同的国家和文化角色，

准备相应的庆祝活动和交流话题。在模拟场景中，学生

运用所学语言和文化知识进行交流，体验不同文化背景

下的沟通方式。教师对学生的表现进行反馈和评估，指

出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优点和不足，提出改进建议。 
（4）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培养，鼓励学生对所

学内容进行批判性思考和创新性解读，培养其独立思考

和创新能力。教师提出与节日文化相关的问题，引导学

生进行深入思考，如“为什么不同文化会有类似的庆祝

活动？”“这些庆祝活动对现代社会有何意义？”等。鼓

励学生从多个角度对节日文化进行分析，如历史、社会、

文化、心理等。引导学生对节日文化进行创新性解读，

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如“如果让你设计一个融合中

外文化的庆祝活动，你会怎么做？”等。鼓励学生将批判

性思考和创新性解读的结果转化为具体的创作实践，如

英语短文、对话、海报等。 
3.2 学习成果 

（1）语言运用能力显著提升，学生不仅掌握了更多

的英语词汇和表达方式，而且能够更流畅、更准确地运

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流。他们能够在模拟的跨文化交流

场景中，自如地讨论节日文化、风俗习惯等话题，展现

出良好的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 
（2）跨文化交际能力大幅增强，学生对不同文化背

景下的节日和庆祝活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体验，能够

更敏锐地感知和适应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在模拟的跨

文化交流活动中，他们能够尊重并接纳不同文化，展现

出良好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和适应能力。 
（3）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得到培养，学生学会了

从多个角度对节日文化进行批判性思考，能够提出自己

的见解和看法。同时，他们也展现出了较强的创新能力，

能够结合所学知识和个人经验，创作出具有独特性和创

意性的英语短文、对话或海报等作品。 
3.3 思想变化 
对中外文化的异同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通过对比和

辨析中外节日文化，学生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习俗、

价值观念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他们意识到文化

差异的存在，并学会了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看待这些差

异。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得到增强，通过

对中国抓周习俗等传统文化的讲解和体验，学生深刻感

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他们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得到了显著提升，更加珍

惜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培养了跨文化交流的意识和能力，学生学会了在跨

文化交流中保持尊重、理解和包容的态度，能够积极适

应不同文化的交流方式。他们能够在模拟的跨文化交流

场景中，自如地运用英语进行沟通和交流，展现出良好

的跨文化交流意识和能力。 
增强了全球意识和国际视野，通过了解和学习不同

国家的节日和庆祝活动，学生逐渐形成了全球意识和国

际视野。他们开始关注国际事务和多元文化的发展动态，

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和理解世界。 
总之，《新未来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第六单元

“From the Past into the Future”通过文化对比与辨析、文

化认同与自信、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能

力等思政教育策略的实施，使学生在学习成果和思想方

面均取得了显著提高。 
4 结语 
综上所述，全球化背景下大学英语听说课程中的思

政教育不仅是培养学生语言技能的重要途径，更是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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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全球视野、社会责任感和良好道德品质的关键环节。

通过本文的探讨，我们深刻认识到将思政教育融入大学

英语听说课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有效的思政教育策略，

如结合时事热点进行话题讨论、引入多元文化视角以拓

宽学生视野、以及通过角色扮演等活动增强学生的社会

责任感，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更能在潜

移默化中培养他们的国际视野、跨文化交流能力和良好

的道德品质。因此，教育工作者应积极探索和实践更多

创新性的思政教育策略，以适应全球化时代对人才培养

的新要求，为社会培养出既具备扎实语言功底，又拥有

高尚品德和国际视野的新时代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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