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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课程思政”的研究在学界兴起。 《大学英
语》是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占用课时最长的一门课程，也
是中西方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最突出的课程，然而，
《大学英语》的“课程思政”功能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
视，其应有的“课程思政”作用也远没有得到发挥。如何
在全面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将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
程，实现全程育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具体化，在教
学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探究《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具
体做法， 使实践教学起到将理论知识转化为理论信仰
的催化剂作用，是一个值得全面、深入探究的课题。

1 “课程思政”的内涵及功能
“课程思政”概念的提出与“思政课程”有很大关

系，但“课程思政”绝不是“思政课程”语序上的重组，二
者内涵上有着本质的区别。

课程的定义有 100多种。 “广义的课程是指所有学
科（教学科目）的总和。 或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各种活
动的总和。 狭义的课程指一门学科[1]。 ” “思政课程”是
指思想政治教育类课程， 在大学的人才培养体系中主
要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等课程。

“课程思政” 不是一门或一类特定的课程，而是一
种教育教学理念。其基本涵义是：大学所有课程都具有
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及思想政治教育双重功能， 承载着
培养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作用。

“课程思政”也是一种思维方式，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要有意、有机、有效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体
现在教学的顶层设计上要把人的思想政治培养作为课
程教学的目标放在首位， 并与专业发展教育相结合。
“课程思政”理念强化了课程的思想政治功能、意识形
态功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贯穿教学全过程。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
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 思想政治理论课要
坚持在改进中加强，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
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
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

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2]。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文化兴国运

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
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 ”“文化自信，是更
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在 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
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
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
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

《大学英语》课程不仅是一门语言基础课程，也是
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也应是一门
中国文化传播课程，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 通过《大学
英语》的学习使大学生获得“文化自信”，是《大学英语》
课程重要的思政功能。大学生在学习教材内容时，除提
高自身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外， 也在有意或无意地进
行着制度比较、文化比较、价值比较、道德比较、信仰比
较等。引导大学生在这些“比较”中坚持“文化自信”，是
《大学英语》课程的重要功能，正如在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教育大学生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
国、看待外部世界”[2]。

2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功能弱化的原因
2.1 教学内容的选取上忽视中国文化

目前，《大学英语》的教材版本较多，从体系安排上
一般都有四册， 收录的篇目也基本能充分考虑对学生
的文化素质培养和国际文化知识的传授。涉及政治、经
济、科技、文化、教育、伦理、宗教、道德等方方面面的内
容，题材广泛 。 然而，教材中所选取的内容，多是来自
英美国家，反映的多是英美国家的人、事、物，有关中国
文化的内容在教材中所占的比例十分有限， 平均大约
为 2%，某版本的《大学英语》教材，四册 60 多篇文章没
有一篇是关于中国文化的。讲民族英雄故事，中国的民
族英雄极少出现在《大学英语》教材中；选取文学作品，
很少选取鲁讯、茅盾等中国著名作家的作品；选名著，
中国的“四大名著”很少被选进《大学英语》的教材中；
讲科技进步，中国的四大发明、新“四大发明”很少被选
进《大学英语》的教材中；中国的“四书五经”、唐诗宋
词、琴棋书画、名胜古迹、清明端午等内容也极少被编
进《大学英语》教材中。 《大学英语》在教材内容选取的
源头上就忽视、弱化了中国文化，不仅不利于培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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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文化自信”，还可能造成大学生的“文化虚无”、
“文化盲从”。
2.2 教学目的的功利性及文化交流的单向性

强化《大学英语》的“课程思政”功能，不是要改变
《大学英语》的课程属性，其基本功能仍然是培养大学
生英语语言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但这种跨文化交
际能力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而片面培养大学生的“单
向跨文化交际能力”恰恰是目前《大学英语》教学的问
题所在。

所谓“单向跨文化交际能力”，是指过分强调文化
输入能力培养，忽视文化输出能力培养，从而在文化交
流中出现不对等不平衡状况。

事实上当文化的输入输出能力不对等不平衡时，
既使单向的文化输入能力很强也不能很好地完成跨文
化交际活动。

在各类英语考试中和中国文化相关的内容也很
少。 对山西省 8 所独立学院 2017 至 2018 学年第一学
期期未英语考试试题的分析数据显示， 明显涉及中国
文化的内容仅占 3.97%。 “一带一路”、“中国梦”、“人类
命运共同体”、“新时代”、“小康社会” 等词在考题中基
本没有涉及。

如前所述，强化《大学英语》的“课程思政”功能，不
是要改变《大学英语》的课程属性，更不是要把《大学英
语》课改造成思政课模式，或者让其取代专门的中国文
化课程，或者成为英语版的国学。但《大学英语》教材中
0%~2%的中国文化内容占有率以及教学中片面强调
单向的文化输入是值得反省、反思的。 《大学英语》要承
担起“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培养文化自信”的
“课程思政”功能。

3 《大学英语》的“课程思政”功能实现路径
3.1 树立“课程思政”理念是关键

实现《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功能，树立“课程思
政”理念是关键，在《大学英语》课程建设的顶层设计
中，要不断强化“课程思政”理念。现有的《大学英语》教
学大纲对于中国文化的输出以及大学生“文化自信”意
识的培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要求学生掌握的词
汇中，很少有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在要求学生掌
握的精典范文中很少有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名篇
名文。因此在制定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时不仅要注重语
言技能和英美文化的学习， 也要注重中国文化极其英
语表达的培养， 对体现中国文化的词汇要有明确的要
求，不仅要输入西方先进文化，也要输出优秀的中国文
化。
3.2 改革教学内容是核心

目前我国《大学英语》教材版本很多，但内容编排、
取舍上的着力点基本上是以英美文化为核心， 以培养
学生知识点、能力点、技能点为核心，重点是服务于教
师的教法、 学生的学法， 中国文化内容在种类繁多的
《大学英语》教材中的含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说明，
“输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培养大学生的文化自信”还

没有成为教材编写者的主流指导思想，编写者对《大学
英语》的“课程思政”功能认识还不到位。 另一方面，从
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来看，这种单一的英美文化学习，也
不利于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正如美国语言
学家克拉姆契(Kramsch)所说: “对目的语文化的学习与
理解应和母语文化背景知识相结合并加以对比, 语言
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包含的应是目的语和母语的文化教
学。 ”

因此，要强化《大学英语》的“课程思政”功能，就要
改革教学内容，加强教材建设，优化教材结构。 一是要
在“量”上增加中国文化内容，改变《大学英语》教材英
美文化“单极化”的局面。二是“质”上要有典型意义，能
反映中国文化的特色，反映当代中国发展的面貌。三是
在课程的“面”上要充分覆盖，结合教学实际体现在听、
说、读、写、译，课内、课外，理论、实践的方方面面。
3.3 提升英语教师的思政意识和思政能力是重点。

实现《大学英语》的“课程思政”功能，提升英语教
师的思政意识和思政能力是重点。

教师的“思政意识”，就是教师要充分认识到“课程
思政”的重要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
师，承担着神圣使命。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高
校教师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 努力成为先进思想文
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更好担起学生健康
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2]。 ”

教师的 “思政能力”， 是指教师在教学中有意、有
机、有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能力。对于《大学英语》
教师而言， 最重要的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中国文化素
养和用英语传播中国文化的能力。 在教学中有意识地
将目的语文化与中国文化有机结合， 努力培养大学生
“文化自信”意识。

4 结语
《大学英语》不仅是一门培养大学生英语综合应用

能力的课程，也应成为传播优秀中国文化的课程，承担
起以培养大学生“文化自信”为重点的“课程思政”任
务。 大学英语教师要有“课程思政”自觉、文化传播自
觉，不断深化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手段
改革，提升“课程思政”意识、“课程思政”能力，探索出
一条符合大学生成长规律的基于“课程思政”的大学英
语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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