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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智慧教育中的思政渗透研究
——以《综合英语Ⅰ》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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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在新时代背景下，大学英语应顺应时

代利用好智慧课堂，以课程为载体，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全过程。以《综合英语 I》为例，从大学英语智慧教育与

思政教育的内在联系、大学英语智慧课堂的思政渗透中现行的问题以及改革对策三方面出发，阐释在现代化教育技术

的引领，教师发挥引导作用将新时代的思政教育渗透入英语教学课堂，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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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made a major judgment that“socialism with Chi-

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come into a new era”. Complying with the tim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hould be instilled into

College English Wise Class. Taking New College English Integrated CourseⅠ as a case, this paper will firstly figure out the relation-

ship amo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llege English and Wise Class, and then demonstrates existing problems and solu-

tions through process of combin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llege English and wis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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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的重大判断，这对高职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思想政治工作贯

穿教育教学全过程，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不断提升

内涵和质量，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那

么，如何将渗透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智慧课堂有机

融合，有效解决英语教学信息化过程中出现的母语

文化缺失、思政教育缺位现象，促进学生智慧全面

发展，这是新时代对英语教学提出的新要求。本文

将以《综合英语 I》为例，从大学英语智慧教育与

思政教育的内在联系、大学英语智慧课堂的思政渗

透中现行的问题以及改革对策三方面出发，提出大

学英语教师如何在现代化教育技术的引领，发挥引

导作用、将新时代的思政教育渗入英语课堂教学、

课堂评价等方面的建议，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而献策。

一、大学英语智慧教育和思政教育的内
在联系

（一）新时代背景下的思政教育

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这对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

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一方面，新时代对高校思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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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习书记在报告中强

调，我们“要建设教育强国，优先发展教育，深化

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大学生的思政教育工

作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以学生为主

体，在有效引领上下功夫，增强学生在思政教育中

获得感；在主动参与活动上下功夫，增强学生思政

教育中存在感；在成长辅导上下功夫，增强学生方

向感。另一方面，对所培养的新时代接班人和建设

者也有了明确的方向要求。报告中提出“建设知识

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

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

敬业风气”。从人才供给侧角度来看，高校应该竭力

为社会提供具有专注精神、创新精神、精益精神和

敬业精神的人才，高校教师在课堂中就应以身作

则，并从职业精神、职业道德、职业能力、职业品

质、职业价值取向和行为表现等方面进行引导，把

“匠心”融入教学的每个环节，引导学生专注专业，

摒弃杂念，成为新时代各行各业不可或缺的人才。

（二）大学英语思政教育的内涵

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总

书记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

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

面。”高校应始终利用好课程这一载体，将思政教育

渗入所有教学科目和教育活动，突破单一依靠思想

政治理论教育课程提升学生思想政治觉悟的局限，

用“课程思政”理念提炼课程的文化基因和价值范

式，形成课程教学渗透思政教育的新格局。[1]

英语课程在完成理想成长教育和和专业发展教

育结合的教学中有其特殊性。一方面，语言教学必

定和文化相互交织，如何让“母语文化发声”是英

语课堂思政必然要解决的问题：在英语语言的学习

过程中，必然牵涉到外国文化摄入，如若作为主体

一方的中国母语文化基本处于失声状态，中外文化

交流将处在尴尬状态。另一方面，英语课程在语言

输出的过程中，必然带有观念的输出，如何在学生

理想信念建设上把好关是英语课程思政另一个亟待

解决的问题：在实际授课中，英语教师应挖掘自身

优势和特色，提炼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文化基因和价

值范式，将其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化、

生动化的有效教学载体，在“润物细无声”的知识

学习中融入理想信念层面的精神指引。[2]

（三）智慧教育的内涵

“智慧”涵盖两层意思：心理学上的“聪敏、

有见解、有谋略”和技术上的“智能化”。因此，

大学英语智慧教育也包含两个视角层面的含义：从

教育视角上来看，教师不是简单进行“英语知识传

授”，而是以“智慧”为核心对商务英语专业学生

进行综合素养的培养和以“开发学生的智慧”为任

务的“智慧课堂”构建，实现学生的全方位智慧发

展；从信息化视角来看，教师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实

现英语课堂教学的信息化、智能化，以及教学环境

的“智慧化”。[3]

智慧教育教学设计理念涵盖三方面：学生中

心、学用一体、全人教育。其中，全人教育思想是

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和中国当

代科学发展观相结合的体现，符合当前高校思政教

育理念，要求学习者在“整全的知识”的传授过程

中，逐渐形成“健全的人格”，促进整体、全面发

展，成为德业双收、人格完善的人。因此，英语专

业教师在培养强化英语专业型、知识型人才的同

时，结合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思想，挖掘英语课程自身特色，强化

英语课程的教育性，提炼英语课中蕴含的文化价值

基因，将其内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贯彻到

具体的教学案例中。即用潜移默化方式把我国的思

政教育落实到智慧课堂中，为培养有道德、有知

识、有能力、和谐发展的“全人”而尽责。从而使

学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要求。[4]

（四）新时代背景下，思政教育和智慧教育的

关联性

“新时代”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时代，他决定了高等教育要培养面向新时

代、赢得新时代、领跑新时代人才的定位和使命，

也是高等教育开展思政教育和智慧教育充要前提和

基础。在这样的新背景下，高校的思政教育和智慧

教育也呈现出了丰富的关联性。智慧教育关注人的

智慧启蒙，“以学生为中心、以全人教育为核心，

学用一体为导向”，是思政教育必然选择；智慧教

育包含思政教育，思政教育是智慧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新时代高等教育的思政工作面临着新的形

势，智慧教育启迪不仅帮助我们学生在世界舞台中

央发出中国声音、加入中国元素、分享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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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在人格塑造上让我们学生成为更有影响力、感召

力、塑造力的完人。

二、问题与成因分析

（一）大学英语教学与思政教育的问题表现

课堂思政并非在2016年习总书记全国高校思政

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早在201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颁布《中国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后，很多高校将思想政治

教育与课程、与科研相互渗透作为工作主阵地，以

期达到预期的育人目标。但大学英语教育与思政教

育的融合过程中仍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对思政教育重视度不够。在英语教学中各

高校依然注重对学生听、说、读、写、译等英语能

力的培养，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输入；大多数英

语教材直接引用英语国家作者原文，保持语言的原

汁原味，却忽略了对学生正确的价值观的引导。

二是教学内容处理不当。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

英语课程中，教学内容应该是经过处理的教材，但

实际教学中，常常会出现为了渗入思政教育而生搬

硬套、教学内容不连贯的课堂状况，实际内容和思

想政治完全没有必然联系、或联系牵强，没有达到

预期的效果。

三是教学组织形式缺乏创新。以教师为主导的

传统课堂传统的教学方法的局限，无法完成教学手

段的创新。在开展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学组织形式

采用不当，不仅达不到影响教育学生的目的，还影

响了学生学习英语知识的兴趣。[5]

（二）问题成因分析

在大学英语智慧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中所出现

的问题，成因十分复杂。从管理层面，有评估考核

的导向因素；从教师层面，有教育观念和教育能力

的因素；在学生层面，有学习动机和学习方法的因

素。此外，就问题本身还与以下因素相关：一是教

学目标设置不明确。现有大学英语教育中，教师主

要目标还是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没有结合思政教

育来配合教育的概念，导致教学目标不明确，教学

重点不突出，教学内容主次不分。二是教学内容组

织缺少相关性。实施教学的教师大部分是英语专业

的教师，并没有思政教学经验，因此在教学过程

中，不能准确找到思政教育和教学的结合点，导致

教学手段生硬，教学过程枯燥无味，生搬硬套。三

是教学评价未系统化。社会上普遍认可，四六级考

试、托福雅思考试的成绩才是学生的学习目标，而

忽略了英语专业是否重视育人，影响了高校教育的

进行。因此，现今的社会对英语专业学生的评价主

要依赖于其专业考试的成绩，而对学生的政治素养

关注度不够。

三、改革对策与思考

（一）思政教育融入教学目标

在教学目标上，思政的刚性要坚卓。课程思政

在教育理念层面的突破，集中体现在将所有课程的

教育性提升到思政教育的高度，表明课程教学目标

之首要是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6]那么，如

何将英语课程的教学目标与思政教育相融合呢？英

语课程教学目标通常具体化为产出活动，以“学生

能用英语做事”的形式呈现，努力培养学生运用英

语完成产出任务的能力。根据“新课标”，教学目

标可分为三个维度，即“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

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因此，思政化的教学

目标的设定则侧重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一

维度出发，将学生个体对人文精神、科学态度，对

己、对人、对事、对自然的情感、态度及价值观的

分析与判断，用英语产出任务。[7]

然而，教学目标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

一维度非常抽象，如何使其具体化后，满足驱动

性、可教性、细分性、逻辑性、可测性这五个检验

教学目标思政化后的恰当性的指标呢？下面将以

《综合英语 I》以“工作”为主题的第五单元 live to
work or work to live为例，阐释如何将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爱岗敬业融入教学目标中。从

五个指标角度，分析如下：

1. 思政化教学目标的可测性：教学目标是学生

在教学活动结束后应达到的标准，必须可测，否则

不能充分发挥教学目标的评价功能。然而，思政化

的教学目标如何从抽象概念走向具体化，是大学英

语智慧课堂思政渗透的关键点。首先，措辞必须明

确、具体。避免使用“了解，掌握，领会”等抽象

模糊的词；而是要用行为动词，如“解释、找出、

说出、描述、提出、比较”等便于观察、测量的

词。其次，行为主体是学生，避免将“教学要求”

和“教学目标”混为一谈。思政化的教学目标不是

教师传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生要有实实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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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可评测的任务产出、有可陈述的学习结果，有

较强的可完成性，从而内化思政元素。比如第五单

元，教师要产出爱岗敬业这个思政元素，教师应避

免直接实用了解爱岗敬业这个观点，而应该通过描

述一个为了生活而工作的极端例子的描述，使同学

们产出对这个例子的评价，从而得出我们应该要爱

岗敬业这个观点。

2.思政化教学目标的细分性：教师设定第五单

元的教学目标，讨论为了工作而生活和为了生活而

工作的利弊，得出在生活和工作中取平衡、爱岗敬

业的事业观。为了降低学生完成目标的难度和焦

虑，将其细分成子目标：

从子目标3，4点可看出，思政教育融入到一个

个细分目标中，通过 3的描述到 4的爱岗敬业的观

点产出，步步为营，逐步击破。

3.思政化教学目标的逻辑性：细分后的子目标

间需具有内在逻辑性，环环相扣，形成产出“目标

链”。第五单元的文章《The Company Man》给出了

为了工作而生活视角，讲述工作狂菲尔劳累致死

后，其子女、遗孀、公司老板员工的态度，从而折

射出仅仅为了工作而生活的不恰当性。为了补充为

了生活而工作这一视角，教师添加自备材料维密天

使奚梦瑶走秀摔倒，引导学生导出为了生活而工作

的不恰当性以及爱岗敬业的观点。通过课文文章和

自备材料的对比，得出我们应该在生活和工作中取

平衡的生活态度。

4. 思政化教学目标的驱动性

教师利用“故事链”驱动手段，提供为了生活

而工作和为了工作而生活的两个“故事场景”，通

过产出驱动，创造饥饿感，使学生用英语表达出爱

岗敬业的观点。

5. 思政化教学目标的可教性

教学目标思政化，若只是简单说教思政思想，则

无法使学生共情，达到“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内化

的效果。教师自备材料“维密天使奚梦瑶走秀摔倒”

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可读性、可教育性，学生学习饶

有兴趣，用任务产出驱动，具备可教学特性。

（二）思政教育融入教学内容

在教学内容上，教师应利用好思想政治理论教

育的学科思维处理教材，重新组织教学内容，挖掘

教育因素。教学内容是依据教学的目标选择出来、

根据学生发展需要和教学条件进行加工的、在教学

环境下传授给学生的知识。教学内容和思政元素的

结合主要从吃透教材、教材的选取和拓展、脚手架

的搭建两个方面入手。

1. 扣紧教材与课程思政的结合点

教材是一个课程的核心教学材料，是教师开展

教学活动的依据，吃透教材教师才能剔选出符合新

时代精神、凝聚新时代智慧的内容，引导学生在观

点输出和母语文化输入过程中，形成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等。以《综合英语 I》 American dream
（美国梦）为例，教师只有吃透教材，掌握作者是

如何通过短语、句子、篇章的描述来给读者呈现一

个美国梦，才能深层次挖掘思政教育相关的内容引

入中国梦，通过对比和比较的方式，提升学生民族

责任感、自豪感，真正为国家培养和输送全面发展

的应用型人才与后备力量。

2. 教材的选取和拓展

教材使用常常陷入“过分依赖”和“完全抛开

“两个误区，前者表现为高度依赖教材，照本宣

科；后者表现为教材利用率低，另起炉灶。教材选

取应遵循精准性和多样性原则，对准教学目标，多

种输入模式。以美国梦为主题的第四单元American
Dream为例，教师设定教学目标分别了解中国梦和

美国梦的内涵，对比中国梦和美国梦相同点和不同

点。第四单元给出了两篇文章讲述美国梦，选取文

章A《Tony Trivisonno's American Dream》，其讲述的

是意大利人Tony来到美国这片热土，实现自己美国

表1 第五单元子目标设定

子目标1：描述文章《The Company Man》中菲尔死亡的过
程，以及周边人的态度。

子目标2：评价为工作而生活的生活方式的利弊

子目标3：描述自备材料中维密天使奚梦瑶走秀摔倒的过程

子目标4：评价为生活而工作的生活方式的利弊，得出爱岗
敬业的观点

子目标5：讨论如何在生活和工作中取得平衡

表2 第五单元子目标间内在逻辑

为了工作而
生活视角

为了生活而
工作视角

对比

1.描述文章《The Company Man》中菲尔
死亡的过程，以及周边人的态度。

2.评价为工作而生活的生活方式的利弊

3.描述自备材料中维密天使奚梦瑶走秀摔
倒的过程

4.评价为生活而工作的生活方式的利弊，
得出爱岗敬业的观点

5.讨论如何在生活和工作中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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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的故事。教师拓展中国梦的教学内容，通过马云

创业的中国梦故事的打造和微课中国梦观点的描述

丰富教材内容，从而实现与教学目标的精准对接。

3. 脚手架的搭建

学生接收和获取信息或者陈述性知识，并不能

直接产出语言程序性知识，应该通过逐渐搭建脚手

架，完成从接受知识到产出语言的过度，遵循渐进

性、多样性、精准性的原则。以美国梦为主题的第

四单元American Dream为例，教师通过线上关于中

国梦的微课平台教学资源和线下马云创业的中国梦

故事等多样性的教学内容输入，结合给出提示词，

撤销提示词等多样的教学手段和方法，从产出表达

中国梦的英语词组，再产出表达中国梦的英语句

子，再到产出中国梦和美国梦篇章。为学生搭好脚

手架，精准化输入、精准应对学生表达难点、渐进

性产出，最终实现学生对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产出。

（三）思政教育融入教学评价

在教学评价上，思想政治教育应有不可置疑的

底线。英语课程教学评价依据听、说、读、写、译

的教学教学目标对教学过程及结果进行价值判断并

为教学决策服务的活动，通过不同的测评与反馈形

式，实现对英语教学活动现实的或潜在的价值做出

判断。[8] 思政化的教学评价是研究教师的教和学生

的思政教育的过程，将育人置于首位，将正确的价

值观、成才观渗透到教学全过程，做到以评促思、

以评为学。以《综合英语 I》以“工作”为主题的

第五单元 live to work or work to live为例，阐释如何

将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爱岗敬业融入

教学评价中。学生需要完成细分目标 3（描述自备

材料中维密天使奚梦瑶走秀摔倒的过程）和细分目

标 4（评价为生活而工作的生活方式的利弊，得出

爱岗敬业的观点），通过师生合作评价的方式对学

生语言输出进行评价。评价的过程分为课前、课中

及课后三个部分：课前，教师给出自备材料，要求

学生提交观点，教师确定评价焦点为爱岗敬业这一

思政元素、选取学生中典型样本中表达出色的词

组、句子、篇章；课中，教师进行焦点样本点评、

引导学生互评和小组讨论并在班级分享修改方案，

教师给出修改样本，观点通过语言一次次输出的过

程中，实现思政教育的渗入；课后，学生通过线上

或线下方式进行自评或互评并修改作文，教师抽查

修改情况并通过推荐优秀作品等方式鼓励学生，使

得学生进一步明确爱岗敬业这一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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