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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文秋芳：

“课程思政”是最近学界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个概念。从理论层面解释相对容易，但落实到

课程实践层面就比较困难。本栏目作为“学术探索”，由4篇文章组成，从不同角度探究理论与

实践有机结合的路径。文秋芳从教师视角撰写了《大学外语课程思政的内涵和实施框架》一文。

她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和对教育部文件的理解，设计了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构成的课程思政

理论框架，纵向维度可分为思政范围、主要任务和关键策略；横向维度可细分为4条思政链，简

称内容链、管理链、评价链和教师言行链。每条链均由三部分组成：范围—任务—策略。该文能

够为一线教师实施外语课程思政提供积极帮助。胡杰辉的《外语课程思政视角下的教学设计研

究》从教育政策、课程学理和外语学科理论三个视角探讨了外语课程思政的内涵，提出教学设计

的四项原则，即教学目标的精准性、内容组织的体系性、流程设计的渐进性和评价反馈的整合

性。特别可贵的是，他使用“外语课程思政”教学大赛的案例，阐述了实施四原则时须解决的典

型问题：（1）外语思政目标设定脱离文本；（2）思政内容和语言教学内容互相独立；（3）将

教师提炼出的思政元素直接灌输给学生；（4）缺乏对具有价值导向内容的有效评价。该文指出

的外语教学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对改进外语课程思政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罗良功的

《外语专业课程思政的本、质、量》讨论了三个问题。第一，课程思政的根本目标是将育人与育

才相统一，育人包括三个维度，即道德人、中国人、现代人。第二，课程思政的本质是一种教育

理念，期待通过构建全员、全过程、全课程育人格局，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

形成协同效应。第三，把握课程思政的尺度在于处理好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关系。这两者

之间要兼顾兼容性与平衡性，其基础在于课程思政中的思政小逻辑服务于专业教育的大体系。该

文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分析为课程思政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王欣等的《价值引领下的英语专业课

程群思政建设》一文报告了教师团队通过建设语言、文学与文化三维一体课程群来落实课程思政

的实践。课程群涵盖的课程类型丰富、覆盖面广、层次递进并相互支撑，做到三个维度的有机融

合，即爱国主义与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树立、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知识的传授和学生综合能力的

培养。这种依靠团队建设课程群，协同合作实施课程思政的策略值得借鉴。

上述文章只是学者对“课程思政”的初步探索。这是个值得继续深挖的“金矿”，还有许多

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不错，课程思政是教学理念。这只是一种狭义解读，广义的课程思政远超出

课堂教学的范畴。例如专业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方法、评价体系、师资队伍培养等都离不

开课程思政理念。《中国外语》出专刊引领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值得点赞。

大学外语课程思政的内涵和实施框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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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代韩愈的“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

也”到民间广泛传播和赞誉的“教师是人类灵

魂的工程师”，再到党中央系列文件反复强

调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这一切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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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教师应承担教书育人的神圣使命。教育部

2020年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

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强调“课程思

政”是每个教师必须承担的责任②。“课程思

政”是近年来出现的新术语，其实质与“传道

受业解惑”“立德树人”一脉相承，只是更突

出了“课程”在落实教书育人上的“牛鼻子”

作用，牵住这个“牛鼻子”，思政工作就有了

落脚点和抓手。2020年9月26日笔者曾就这一

议题在一次会议上与外语教师分享了自己的想

法，不少参会者就笔者的发言提出了很多值得

讨论的问题，从中可以发现，部分教师对“课

程思政”这个新术语感到困惑不解，不知外语

课上如何开展思政教育。笔者认为有必要就这

一议题开展深入讨论，否则外语课程思政难以

取得实效。鉴于此，笔者进一步学习教育部文

件精神，结合40多年教书育人的实践，在本文

中对外语课程思政的内涵进行解读，提出实施

外语课程思政的框架与操作建议，抛砖引玉，

供学界争鸣。

11	 对外语课程思政内涵的理解

课程是每个专业的基本元素。课堂教学是

落实每门课程教学任务的主渠道，因此笔者从课

堂教学的角度，将外语课程思政的内涵解读为：

“以外语教师为主导，通过外语教学内容、课堂

管理、评价制度、教师言行等方面，将立德树人

的理念有机融入外语课堂教学各个环节，致力于

为塑造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挥

积极作用。”这一定义包含了四个要素：思政执

行者、思政覆盖范围、思政方法和思政功能。第

一，外语课程思政的执行者是外语教师。外语教

师不单单要培养学生运用外语进行有效交际的能

力，更重要的是要在学生理想信念的确立、价值

观的塑造上起到引领作用。第二，外语课程思政

的范围应涵盖外语教学的方方面面，从教学内容

到课堂管理，从教学评价到教师言行，应该全方

位、多维度、多层次，全覆盖，做到无死角、无

盲点（吴卫芬等，2020）。第三，外语课程思

政的方法是要将育人有机融合于教学活动中，不

能将思政教育和外语教学看作“两张皮”，把思

政教育弄成“盖浇饭”，人为地、生硬地强加在

外语教学内容上。第四，外语课程思政的功能是

协同其他课程，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我们

既不能忽视外语课程的育人功能，也不能过分夸

大其思政作用。它只是学生在校接受教育的一门

课程，不可能单靠这一门课程来完成立德树人的

全部任务。但外语课程的思政作用不可或缺，除

了与其他课程有相同的思政功能外，还有其独特

之处，例如，在与其他国家文化进行比较的基础

上，外语课程能够使学生更加坚定文化自信，更

加尊重其他文明，对文明交流互鉴和人类命运共

同体构建有更鲜活、更深入的理解。

22	 外语课程思政的实施框架

2.1 实施框架概述

本框架（见图1）由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

编织而成。纵向维度可细分为思政范围、主要

任务和关键策略。思政范围说明外语课程思政

的大致活动空间。图1展示了外语教学内容、

教学环境治理、外语学习评价和师生交往四个

主要空间。它们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全方位思

政教育体系。主要任务侧重说明外语教师在每

个思政空间中须履行的主要职责，其中包括挖

掘育人元素/精心设计教案、建立规章制度/发

挥骨干作用、构建新评价体系和完善自我修

养。关键策略列出了外语课程思政成功的四类

方法：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依规管理/适时表

扬与批评、显性化评价过程中的思政元素、言

传身教/严慈相济。这些策略的实施有利于提高

课程思政的成效。

横向维度可细分为四条思政链，简称内容

图 1 外语课程思政的描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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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管理链、评价链、教师言行链。每条链都由

三部分组成：范围—任务—策略。内容链要求外

语教师从教学内容入手，充分挖掘育人元素，精

心设计教案，通过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策略，

滋养学生的人格、陶冶学生的情操、提高学生的

品位、坚定学生的文化信念。管理链要求外语教

师从教学环境治理入手，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

发挥班级骨干作用，通过依规管理和适时表扬与

批评的策略，为学生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教学生

态环境。评价链要求外语教师在评价学生学习

时，通过构建新评价体系，使蕴藏在评价体系中

的思政功能显性化，以达到全方位育人的目的。

教师言行链要求教师在与学生交往的过程中，不

断完善自我，通过言传身教、严慈相济的策略，

使学生能够加强自律，自觉以教师为榜样，达到

“亲其师，信其道”的效果。这四条链须相互联

动，同频共振，形成一个良好的外语课程思政教

育体系。

2.2 思政链详解与实施建议

图1展现的四条思政链，内容链是核心，

其他三条思政链都围绕内容链展开。教师是

大学外语课程思政的主导者、设计者和实践

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的理想信念、育

人意识、教学艺术和师德风范直接决定了课

程思政的效果。下面详细解释每条思政链的

内涵。

2.2.1 内容链

内容链是外语教师实施课程思政教育的起

点，也是课程思政工作的主要抓手。外语教学

内容的来源大致分为两类：（1）外语教材；

（2）教师自选材料。无论是教材提供的教学

材料，还是教师自选的材料，都是课程思政的

主要源泉。外语教师有强烈的育人使命、敏锐

的育人意识，就能在外语教学内容中有效地挖

掘育人元素。

图2展示了在外语教学内容中挖掘育人元素

的三项序列任务：理解育人目标—分析教学内

容—设计课堂教学方案。首先教师要深入理解

育人目标。育人目标有层次性，大致可分为四

个层次。第一层次包括国家、学校、院系的育人

目标；第二层次具体指大学英语课程总目标，即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中列出的目

标；第三层次指不同英语课程的目标，例如综合

英语课、英语（视）听说课、英语演讲课、学术

英语课等；第四层次指某门课程的单元教学目

标，也可以具体到每节课、每个活动的教学目

标。在四个层次的目标中，上一个层次的目标包

含下一个层次的目标。这就意味着每位外语教师

在设计具体的课堂教学目标时，一定要符合上位

目标。但不少大学外语教师往往只关注手中的英

语教学材料，盯着材料中的词、句、语篇，而不

清楚或者未考虑上位育人目标。这就可能“捡了

芝麻，丢了西瓜”，或者会迷失方向。

在全方位理解育人目标的基础上，教师

要深入分析自己所教授的内容。思政元素通常

内嵌于教学输入材料中，也可能隐含在练习活

动中。教师首先要弄清楚在课堂上教授的显性

的外语语言核心知识和核心技能，但不能就此

停步，还要进一步挖掘育人元素，包括价值导

向、情感品格和自我管理等。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两点。第一点，育人

元素一定要来自教学内容本身，而不是教师生

硬贴上去的。例如，《新一代大学英语（发

展篇）综合教程2》第1单元“哲学与思想”

（王守仁、文秋芳，2015）有两篇课文，比

图 2 外语教学内容中挖掘育人元素 / 设计教学方案的步骤（改编自文秋芳，2018 ：8）

理解育人目标 分析教学内容 设计课堂教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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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苏格拉底和孔子的哲学思想。他们都是伟大

的哲学家，但关注的对象完全不同。苏格拉底

对客观世界的问题刨根问底，而孔子对如何通

过社会改革实现人民生活幸福、和谐给予高度

关注。简言之，苏格拉底不遗余力地探究客观

世界中事物的本质，而孔子一生追求的是人性

的完美、家庭的圆满与社会的和睦。教师可从

多角度挖掘其中的育人元素。就苏格拉底而

言，教师可以让学生讨论苏格拉底对物质世界

刨根问底的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是培养学

生创新思维的前提，是激发学生不怕挫折、百

折不挠的情感品格的基础。就孔子而言，教师

可以让学生讨论孔子“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的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既是价值导

向，又是仁爱之心的情感体现。自我管理能力的

培养更多体现在练习设计中。仍旧以上文提及的

“哲学与思想”单元为例。该单元末尾设计了

CHECKLIST，要求学生对自我口头报告给予评

价，旨在培养学生自我管理中的评价能力。第二

点，每个教学单元所能挖掘的育人元素受教学材

料所限，只能覆盖思政教育中的某些要素。教

师要进行科学取舍，突出重点，在深度上下功

夫（王敏、王滨，2019）。再说，外语课仅

是高等教育阶段的一门基础课，需要与各门课

程同向同行，从而覆盖思政教育的全要素。换

言之，课程思政要的是“量体裁衣”，落小、

落细、落实，而不是“画蛇添足”或者是附加

式、标签式的生硬说教（高燕，2017）。

一旦教师能够从教授的语言内容中寻找

到贴切的育人要素，就开始进入设计课堂教学

方案的阶段了。课堂教学的关键是建立教学目

标。根据图2，教学目标有两类：显性目标和

隐性目标。显性目标与学习外语知识和技能相

关，隐性目标与思政育人有关。这两类目标都

要通过选择的教学材料和设计的教学活动来实

现。目前的外语教学往往把重心放在显性目标

上，对隐性目标关注不够，甚至不在考虑范围

之内。需要说明的是，既然是隐性目标，就不

需要在学习新单元时明确地告知学生，但教师

设计的教学活动要能够实现隐性目标。这里仍

旧以《新一代大学英语（发展篇） 综合教程

2》第1单元“哲学与思想”为例。显性目标要

求学生能够：（1）介绍苏格拉底的生平和主

要追求；（2）介绍孔子的生平和基本思想；

（3）对两位哲学家的生平和哲学思想进行比

较。显性目标中似乎没有明显的育人元素，但

在隐性目标中，教师要有意识地引领学生思考

两种哲学理念的主要差异，一方面希望学生能

够学习苏格拉底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科学精神，

以及孔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

国情怀，另一方面让学生对“谋求社会和谐，

人人幸福”的中华文明有更深入的理解，从而

获得更坚定的文化自信。

课程思政内容链的关键策略是要“潜移默

化/润物无声”。王学俭、石岩（2020：52）如

此描述这种策略：就像盐溶于水，无形无色却又

无处不在，填补了专业课程教学在育人环节上的

空白，打通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后一公

里”，从而使全面协同育人落实到细微之处。作

为外语教师，如何能使外语课程思政达到这样的

效果呢？说到底，起决定作用的是外语教师的育

人艺术。正如前文所举的“哲学与思想”一例所

示，教师如果能够在正确理解目标、分析教学材

料的基础上挖掘出思政元素，再设计出恰当的教

学活动、搭建合理的脚手架，思政内容就自然融

入了语言教学之中。

2.2.2 管理链

外语教学全过程必定发生在一定的制度空

间、人文空间与物理空间中，这三个主要空间

形成了一个外语教学环境的生态系统。班级通

常是这个生态系统的基本单位，既是立德树人

的软环境，也是学生生活的精神家园，所起的

作用看不见、摸不着，难以测量，但能量大、

作用持久（蒋毅、周向文，2020）。

教学环境生态系统不仅为内容思政链的有

效实施保驾护航，而且是检验思政教育成效的

第一实践场所。制度空间指教师带领学生共同

构建的人造软环境，它对人文空间和物理空间

起到引领作用。制度涉及的内容很多，包括出

勤、请假、提交作业、迟到早退、座位安排、

考试作弊、学术诚信等与教学活动相关的制

度。人文空间指班级的风气、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等。例如，某个班级的班风是否积极向上，

是否人人关心集体、互帮互助，是否爱班、爱

校、爱国。物理空间指教室内的桌椅安排、黑

板的清洁度、学生在教室内的分布情况等。这

些都能反映学生的精神面貌。

笔者从教40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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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教学环境生态的策略主要有两条。

第一是依规管理。依纪依规管理远比人盯人管

理有效，且不失和气。教师在执行规定时，应

该一视同仁，不能因人而异。第二是要适时表

扬和批评。例如，有些学生在反思日记中能够

分析自己学习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同时列举其

他学生的优点。笔者会不失时机地在班上号召

大家向这些学生学习，学习他们的反思精神和

见贤思齐的积极态度。再如，第一次上大班课

时，很多学生往往会坐在教室的后排，稀稀拉

拉一片，显得懈怠疲沓，笔者就会要求大家在

前排坐整齐，再上课。有人认为这些是小事，

用不着多管。但笔者认为，课程思政管理要从

小处入手，教师一走进教室进入课堂，就能感

受到与学生之间的和谐与情绪饱满的学习氛

围，而不是杂乱无章和散漫无序。

只要教师坚持治理，一定会形成良好的教

学环境生态。需要注意的是，这项工作一定要

从头抓起。第一次见面就要立规矩，只要制度

合理，有言在先，学生对其有充分认同，他们

一般都能自觉遵守。

2.2.3 评价链

评价是外语教学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如何

在外语学习评价中进行思政教育呢？外语学习

评价涉及评价内容（评什么）、评价方式（怎

样评）和评价主体（谁来评）三个方面。笔者

认为这三个方面都能为教师提供思政教育的空

间。教师的首要任务是围绕这三个方面建立合

理的评价体系。表1列出了评价体系中的思政

功能。

蕴藏着作者的价值导向。命题人要对考试或评价

内容进行深入分析，精准地捕捉到育人元素，然

后巧妙地设计考题，让学生对阅读材料和听力材

料的价值导向进行解读，以帮助学生提高政治意

识和

内容可 ，

内 容

@ ñ � % � U � • � p A  * T � ã � Ä V x � Q 	 ’ Æ á � ² 5 R Â � Ž á 7 œ � ¦ @ ó 	 ¹ / ø � ž � Z B › 	 ¹ � Æ + ± • Q  ª � S Ž F ¤ R ^  8 Ñ � 9 2 � œ



52

F
L

C
M

ar
. 2

02
1

V
ol

.1
8 

N
o.

2 
(G

en
er

al
 S

er
ia

l N
o.

10
0)

 

一书中写道：“梦想要以梦想去点燃，理想要用

理想去唤醒。一个抱有理想信念的教师，才会在

孩子、青年的心中播下梦想的种子。”（《习近

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编写组，2020：

209）作为教师要时刻反省自己，扪心自问，自

己是否有为国为民献身的精神，是否在大是大非

面前能够坚定政治立场，是否在金钱、物欲、名

利面前能够把握住自己，坚守自己的道德标准，

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人的理想信念和道

德情操虽深藏于心，但会外化于言和行。例如，

教师和学生在日常交往中，可能会谈及社会中的

所见所闻，讨论国内外热点问题，教师不经意间

流露出的观点和看法就会对塑造学生的三观起作

用。在学生眼里，教师“吐辞为经，举足为法”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编写组，

2020：210）。

教师对学生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严慈相

济”。换句话说，教师需要经常反思自己对学生

是否充满爱心、是否能严格要求。爱心体现在教

师是否尊重学生，是否能对所有学生“一碗水端

平”，是否对性格特殊、很有个性的学生也能理

解和宽容。教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则体现在方方

面面。例如，学生的出勤、提交作业的质量和时

间、平时学习的努力程度、对待其他同学的态度

等，教师要就这些方面给学生明确清晰的要求，

让学生知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健康的师

生关系会推动班级良好风气的形成，也会影响学

生做事做人的方式、方法。

33	 结语

本文结合教育部相关文件精神和笔者多年

教书育人的经验，在对外语课程思政内涵理性

化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双维度的外语课程思

政描述框架。其纵向维度为思政范围—主要任

务—关键策略，其横向维度为内容—评价—管

理—教师言行。每条链都有具体的思政空间、

主要职责和实施策略。笔者虽然系统地描述了

实施框架本身，但其合理性和操作性都有待

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和完善。笔者深刻地意识

到，这项工作的深入发展还需要更多外语教材

编写者、一线外语教师的广泛参与，更需要院

系领导的充分重视。比较可行的方法是组织团

队，针对某套教材，发挥集体智慧，逐个单元

挖掘恰当的育人元素，积累成功教学案例，将

课程思政的理念落细、落实。

①  本文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高校高精尖

学科“外语教育学”建设项目（编号：

2020SYLZDXM011）的阶段性成果。李会

钦、孙曙光、张伶俐、毕争、邱琳仔细阅读

了文稿, 提出了修改意见；刘雪卉帮助整理

文献和校对文稿，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②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2 0 2 0
年5月28日）.  h t tp://www.gov.cn/zhengce/
zhengceku/2020-06/06/content_5517606.htm. 访
问日期：2020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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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ramework of Integrating Moral Education 
into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meaning of 
integrating moral education into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suggestions for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awareness of moral educ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moral education. The paper consists 
of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reports the writ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fusion of moral educa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The second part proposes 
a framework of integrating moral education into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with practical suggestions 
for applying the framework.
Keywords : fo r e ign l anguage educa t ion; 
integrating moral education into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fostering integrity and promoting 
rounded development of peop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