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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英语写作课程思政建设现存问题及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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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目前高校英语写作课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主要成因。英语写作课程与英语语言和

英语文化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尤为迫切且重要。当前的种种实践结果表明，英语写作课

程与课程思政相融合的过程存在一些较难解决的问题。一方面，英语写作课程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课程

思政的效果；另一方面，思政教学还缺乏系统的过程性评价，无法完全体现思政教育效果；同时，写作课程与课

程思政在教学目标上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这些问题使得两者结合遇到一定的阻力，既不能辅助专业教学，也不

能展现思政教育。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教师缺乏一定的思政教学能力，教学缺少合适的思政素材，且执行缺乏完

善的机制支持。本文中的发现将为高校英语写作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途径探索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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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oblems and the corresponding causes in the integration of English writing causes 
and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nglish writing courses have close connections with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s, so the integr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with such courses are especially urgent and 
important. However, various practices have shown that problems that are relatively hard to solve exist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tegration. On one hand, the teaching mode of English writing, to some extent, limits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n the other hand, a systematic process evaluation is unavailable concerning the teaching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 Meanwhile, English writing courses and ideology and politics teaching also show differences in their objectives. 
Theses problems bring about obstacles to the integration, which is neither favorable to teaching activities, nor ideal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main causes lie in the lacks of teachers’ ability to teach ideology and politics, 
appropri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the support of well-developed mechanism. These findings would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successful integration of English writing courses and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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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

调：“各门课程都应当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

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而行，形成协同效应”
[1]。从而，在新时代“大思政”的教育格局下，在培养德

才兼备的国际视野人才的基础上，增强中华文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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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

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

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2]。因此，各大高校纷纷倡议思

政教育走进课堂，实现学生的专业能力与思想政治素

质和道德情操协同并进，引领专业课程高质量发展。 
1 高校英语写作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 
英语写作课程作为高校英语专业的传统必修课程，

具有较高的规范性、条理性和文化性，是高校英语课程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英语写作课程从深度、广度、

温度层面上挖掘思政元素[3]，从隐性的教育目标着手，

最后通过书面的外化形式呈现，是全面构建课程思政

与高校英语类课程的重要桥梁。 
深入研究高校英语写作课程思政建设，充分发挥

其卓越的育人功能，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意义[4]。英语写作，作为写作的一

种，有着写作本身的共性，即以语言为载体进行表达的

一种方式，其表达内容涉及作者个人的文化素养、思想

品质、道德情操及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由此可见，良

好的文化素养、优秀的道德品质、高尚的道德情操及正

确的意识形态等对写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课程思

政进入写作课堂将会推动高质量写作课程的诞生。另

一方面，英语写作也有着自身的特性。这种以英语为载

体的表达方式，能为向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

国声音，展现好中国形象做出积极贡献。所以，以课程

思政为抓手，协同发展学生的专业能力、文化素养、创

新思维等，将会进一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有利于培

养新一代优秀的文化传播者。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容，语言习得

意味着文化的移入[5]。那么，英语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就

是以英语为载体，书面展现英语国家文化途径。在英语

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到形形色色

的英美国家文化，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崇外国文

化、轻本土文化的状况[6]。潜移默化之中，学生会在写

作中会侧重关注外国文化，宣扬国外的价值观，导致国

内优秀的文化传承、道德品质、价值观念缺失，进而得

不到应有的传播和推广。因此，高校英语写作课堂与

“课程思政”的结合至关重要。两者的有机结合不仅在

提升学生专业素养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推广中国文

化、强化价值观引领方面也将发挥独特且重要的作用。 
2 高校英语写作课程思政建设存在的问题 
2.1 教学模式具有限制性 
传统的高校英语写作课程主要遵循讲授法为主的

教学方式，强调教师在课堂上的主导作用，并不利于调

动学生的课堂积极性。目前，英语写作课程中课程思政

的薄弱环节主要是学生学习具有较强功利性，缺乏一

定的主动性、文化自觉性及自信意识。而以教师为主体

的教学模式又忽略了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性，将交互

式的课堂变成了教师纯粹的满堂灌，不能达到课程思

政与课堂教学有机融合、齐头并进的目的，无法激起学

生对于思政内容学习的激情。 
2.2 课程评价缺乏系统性 
高校英语写作课程通常为专业基础课程，着重考

察学生对各种写作体裁的掌握情况，考察方式严重依

赖卷面考试，最后以分数或等第的形式给出总体评价。

这样的评分体系模式只能片面地反映出学生对英语写

作专业知识水平的掌握程度，并不能全面地反映展现

出学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水平等[7]。同时，课程思政融

入英语写作课堂目前还处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过程

性评价模式相对缺乏系统性，导致学生的人文素养、思

想品质、道德情操等方面的发展在整体评价中缺失。 
2.3 课程思政呈现形式化 
在课程思政模式下，教师在写作教学过程中或教

学过程后，通常会结合每堂课的授课内容挖掘相应的

课程思政元素，以教学中的知识点为出发点和载体，基

本围绕“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要求和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和责任这三句话”[8]，实现

升华课堂主旨的目的。为达成课程思政的目的，部分教

师急于将课程思政引入课堂，很少深入研究课程思政

的深刻内涵和课堂教学的具体要求，强行将与教学内

容关联性不强甚至是毫不相关的思政元素灌输给学生，

亦或是简单提出而不作深入阐释，仅仅是完成既定的

课程思政教学任务。至此，课程思政进课堂仅仅流于表

面，不仅不能从本质上达到思政教育的目的，还易出现

思政元素与学科知识“两张皮”的现象，课堂思政教育

的效果也将大打折扣。 
2.4 思政与教学目标差异化 
传统英语写作课程的教学目标主要强调语言运用

和写作技巧，不仅要求学生掌握各种文章类型和文章

结构等，更是注重让学生通过实际练习熟练运用，所以

其教学内容和手段基本固定且单一。课程思政的目标

不仅强调专业学习，而且注重所授内容的思想化和实

践化，要求学生将所学内容内化于心，由内而外提升思

想道德水平。课程思政没有固定、具体的教学目标，主

要依靠学生的自我理解和消化。这种学习过程更加突

出学生的主体性，注重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既引导

学生思考分析问题，用逻辑思维来摆事实讲道理，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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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水平提升；同时也着眼德育的实践性，引导学生把

思政元素带到日常学习和生活场景中，从而把课堂上

的“大道理”转化成学生便于参与的日常生活好品德、

好习惯[4]。因此两者的教学目标有所偏差，给思政元素

融入写作课程带来了一定的阻碍。 
3 主要成因分析 
3.1 教师缺乏思政教学基础能力 
高校专职英语写作教师普遍为英语专业出身，大

多还有海外留学经历，因而在专业知识和语言使用上

具有很强的能力。但在专业学习过程中，他们深受英美

文化影响较大，没有或少有机会接触到较为系统的思

政教育，也并没有对思政教育进行过深层次的研究[9]。

因此，在思政教学内容深入理解上以及将思政内容融

入专业教学的能力上较其他文科专业老师相比存在明

显短板。同时，英语写作是一门外国语言类课程，其教

学过程通常中要求使用全英文教学模式，使得课程思

政在元素与写作教学结合的过程中遭遇语言文化差异

带来的阻碍，致使课程思政教学在正常教学过程中出

现占时较多等情况，造成课堂教学的失衡性和突兀性。

在特殊情形下，教师为完成教学的思政目标，不得不采

取“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也会对整体的教学产生较大

的影响。 
3.2 教学缺少适配思政教育素材 
教材是教学活动开展的重要基础与资料[10]。现阶

段高校英语写作课堂所用教材大多强调遣词造句、修

辞手法、不同体裁写作等方面的要求和技巧等。相对于

其他以文本为载体英语类课程，英语写作类课程在课

程思政元素融合方面较难找到契合点。所以，一方面，

目前能够与教材相配套的课程思政素材少之又少；另

一方面，开发出即符合不同写作教学目的又有利于达

成思政教育目的的思政素材难度也相对较高。在缺少

必需素材的情况下，授课教师往往会在缺乏参考和指

导下，在教学过程中强行加入课程思政元素，使得课程

思政教学流于表面，呈现形式化。同时，由此导致的专

业课程内容与课程思政元素的差异，也会使得最终的

教学目标无法统一，而是呈现差异化。 
3.3 实施缺乏完善机制支持 
课程思政自提出以来已经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

但是与英语写作课程的结合还处在初始阶段，尚在摸

索当中。所以，相关的机制还未完善，无法对两者的融

合形成有效的支持，也难以对课程思政质量效果进行

有效考评。从课时安排上看，课程思政的教学时长在教

学大纲中难以具体量化，无法得以体现，导致实际课堂

中无法严格把控专业教学和思政教育各自的时长，进

而影响实际的教学效果。从教学评价上看，相关体系还

未有效建设。课程思政具有特殊性，其教育效果往往要

通过知识和理念的内化转换为外化的行动[11]。对英语

写作来说，最终的评价可以以学生书面文章为主要外

化形式进行，但过程性评价手段因写作课程模式的单

一性而稍显缺乏，因而难以作出客观有效的过程性评

价。 
4 结语 
“课程思政”作为近年来高校教育的焦点问题，将

其引入高校课堂教学是必要的，符合国家客观要求和

学生主观愿望。高校应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设定为主要教学目标，充分发挥学生

在课堂学习中的主体性，在重视知识传授的同时，也要

致力于学生人文素养、思想品质、道德情操的全面发展。

总体来看，目前课程思政与英语写作课程融合在教学

模式、课程评价、实施过程及达成目标等方面面临较多

问题。究其原因，既涉及教师个人，也包括教育素材及

机制支持方面等因素。因此，高校英语写作课程思政建

设需要以问题为导向，以原因为抓手，积极探索适合高

校英语写作课堂的思政教育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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