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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课程思政为导向，本文结合混合教学模式对英语专业的主干课程《高级英语》进行问题探析和困境研

究。根据当下的研究现状及教学实践，从教材内容、教师团队、学生特点、教学方法以及考核机制等方

面提出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进而达到推进英语专业课程在教学效果上更契合课程思政的目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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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riented by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mixed teaching mode to 
conduct problem analysis and dilemma research on the main course Advanced English for English 
majors.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and teaching practice, the current problem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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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 to be solved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aspects of textbook content, teacher team, student 
characteristics, teaching methods and assessment mechanism,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pro-
moting the teaching effect of English major courses to better mee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
quirements of the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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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指出，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要求高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充分挖掘课程内的思想政治元素，发挥课程

的育人作用，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1]。根据《纲要》要求，高校教师需要对课程思政建设的原因、课

程思政融入的内容以及课程思政展现的方式有系统的认知和把握。在信息化、网络化的技术背景下，针

对课程思政的教育教学改革方式更加多元化：开放的教学环境、丰富的教学内容、多样的教育资源以及

先进的育人方法等。线上教学虽然具备提供优质网络资源、克服空间限制的特有优势，但其互动性差、

考核方式单一等局限性也不可忽视。因此，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有机衔接能够帮助教师实现预期的

教学效果，从而充分体现课程思政在传授知识、提升能力和引领价值观念趋向上的深远意义。本文以线

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和课程思政相关研究为基础，对高校英语专业课程——《高级英语》的课程特点以

及混合模式下开展课程思政的相应问题进行梳理，结合实际情况整理相关困境的成因，以更好地帮助学

者后续实现课程内容和思政元素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2. 研究综述 

2.1. 混合教学模式研究现状 

混合教学模式主要是线下教学模式和数字化教学模式有效结合的一种教学方式，关键在于克服空间、

时间、角色以及互动方式等局限性[2]，重点突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教师的主导作用，以实

现教学合理化、效果最佳化。Yoon 和 Lim 指出混合教学模式是指在恰当的时间，利用恰当的的传播媒介，

采用行之有效的教学技术和教学手段，为合适的目标对象提供恰如其分的教学内容，力求以最小的投入

获得最高的效益，从而取得学习效果最优化的一种方式[3]。 
针对高校领域应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研究，国内学者更多地将研究对象聚焦在某一类课目、

特定或多个线上教学平台以及线上资源的影响因素与实施途经。金晶、尹合栋、陈宝国、王磊等人分

别利用微信、泛雅 SPOC、学习通、Blackboard 等平台对混合教学模式的应用进行了研究，指出线上平

台与线下教学相辅相成，为线下教学提供了多样的素材，同时也顺应了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趋势[4] [5] 
[6] [7]。赵彤、凌小萍等人将这一混合教学模式分别应用于高校专业类课程、公共类课程、理论类课程

和实践类课程等不同类型课程，系统地阐述了教学资源建设、教学方法、教学实施以及应用成果等，

为课程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8] [9]。刘玲、许莉萍等探索了混合教学模式对大学生学习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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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学习绩效、教师能力的影响因素，认为学习者的学习渠道趋于多元化、学习思维趋于多样化、

教师角色趋于多重化[10] [11]。刘晓燕等指出混合教学模式教学质量的提高需要线上线下教学资源的合

理整合、师生之间的高效互动、评价体系的进一步完善等，对混合教学模式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建设

性的方案[12]。 

2.2. 高校课程思政研究现状 

国内教育改革逐步实现从学科德育、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的转变，逐步向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的有

机融合、同向协作而转变，总体呈现出思想政治因素与教育教学同向同行的特点。目前国内对于高校课

程思政教育的研究主要聚焦在课程思政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教学改革、教学模式思考与探索等方面

的应用，主要针对目前面临的障碍以及优化方案提供描述性的研究。目前课程思政的教学模式逐步由嵌

入向融入转变，教学方向逐步由课程向学科过渡，教学内涵逐步由实体向理念转化，教学实践逐步由单

一向多面延伸。这就需要在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把重心放在制度保障、机制优化、认知强

化、能力提升等方面，使教学实践环环紧扣、相得益彰，创新完善课程思政工作体系。 
在学科建设方面，课程思政在其趋于成熟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目标导向和内容导向的双重作用，即从

传统简单的知识讲授逐步向价值和能力培养的深度教学转变[13]。在人才培养方面，如何引领学生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是课程思政建设的核心问题。课程思政的融入需要依托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发挥引领作用，指导学生正确认知自身职责，合理看待时代和历史发展，全面夯实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充分挖掘事物发展规律，自觉地将个人的远大抱负与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此外，更应该锻炼

学生观察社会现象及问题本质的洞察力，以及在思想热潮下明辨社会主要发展方向的能力，从而帮助他

们把握时代发展趋势，确立人生方向。由此，课程思政这一理念为教师更好发挥立德树人的效用提供了

突破口，为学生树立与时代主题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提供了推动和协助作用。在教学改革方面，课程思

政实践需要相应的经验借鉴和理论指导，从学生层面、教师层面、学校层面、社会层面等多方面多维度

地探索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要素、内在逻辑、体系化形成[14]。在教学模式思考与探索方面，课程思政的

应用没有统一且固定的模式，需要结合不同专业、不同课程的实际目标要求去探索实施路径和融合策略，

这一过程既要发挥课程思政的核心作用，也要体现专业课程的隐形意义。 

2.3. 混合教学模式下高校课程思政研究现状 

目前，由于全球性、媒介化的时代特色，高校课程思政实施路径的切入点，逐步从单一的线下教学

模式向线上线下教学模式相结合的方式转变。但是需要注意地是：该模式的创新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

出转变，其中包括教学基础理念、教材核心内容以及教学实施方法。首先，我们需要改变目前的单一且

枯燥的教学手段，向线上线下资源综合运用视角上转变；改变目前的教材格局和安排，逐步根据教学实

践合理布局教材内容，从而实现学生对思政元素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改变传统的实体课程教学模式，

以数字平台为手段合理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实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打破传统教学的单一性和闭塞性[15]。
除此之外，还需要建立完善线上平台的资讯更新和沟通渠道、设置灵活的考核评价机制、打造复合型师

资队伍等，进而推动高校课程思政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准发展[16]。 

3. 《高级英语》课程思政现状和问题 

3.1. 《高级英语》课程介绍 

《高级英语》作为英语专业高年级的必修课程，是该专业低年级《综合英语》系列基础课程的延伸，

是一门训练学生综合运用英语技能的课程。该教材为英语专业语言类教材，由张汉熙主编，外语教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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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出版社出版，共两册。本版书籍选取的文章题材多样，涉及到自然灾害、人性善恶、科学真理、文

化传承、生态文明、战争和平等多个层面的主题，蕴含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和文学价值，一方面不仅为学

生提供了获取多样化专业知识的渠道和看待历史发展和时代进程的多方面视角，另一方面也推动学生不

断提升自身专业知识技能综合运用的能力、理论与实践有序结合的能力。本研究主要采用《高级英语 1》
(第四版)第一册为研究对象，以教材内容、课程目标、教学原则为着力点，深入挖掘教学活动过程中呈现

思政元素内容时存在的障碍，期望后续对教材本身进行合理安排，最终实现语言能力培养、多方面素质

提升和正确价值观塑造的共同发力。 

3.2. 目前课程思政实施问题分析 

1) 教材存在局限性，具体表现在教材结构、内容以及价值导向方面的局限性。在教材结构编排方面，

文章体裁广泛、专业知识呈分散性，这种以语言知识为逻辑的编写安排不符合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课程

思政的教学目标。如 Lesson 1 Face to Face with Hurricane Camille 和 Lesson 9 Ships in the Desert 的主旨均

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展开，在讲解过程中如果单纯按照教材编排顺序，势必无法顺应知识结构化、系

统化的安排规则，同样难以贴合课程思政的教学内涵。在教材内容方面，课文本身语料丰富、难度较大，

能够为学生提供大量的专业语言知识的输入；课后练习模式多样，亦能够为学生架构多样化的输出模式。

但是如果仅仅以线下课本资源为单一的授课素材，缺乏相关新闻时事的有机结合和线上平台的有效辅助，

将出现课本与现实脱轨，学生需求与课程思政的教学理念不契合等问题。在价值导向方面，把西方文化

和西方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教材作为教学的主要渠道，学生在接受专业英语知识、锻炼高阶文化解读和

思维能力的同时，容易将西方价值观念作为自身价值的导向。如 Lesson 6 Everyday Use、Lesson 7 Three 
Cups of Tea 和 Lesson 8 The Way to Rainy Mountain 连续三个单元主要对他国文化如何传承进行了阐述，

缺乏了显性的中华古老文明的输入和中国精神的诠释。在教学活动中，中国文化素材的缺乏会造成学生

出现思维方式的偏颇和思想观念的畸形，淡化自身的家国情怀，难以将自身的理想抱负和国家命运事业

紧密相连。在“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背景下，不利于中国精神“走出去”，更不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

素养、价值取向以及文化自信等，这与课程思政的教学理念背道而驰。 
2) 师资队伍思政意识和能力不足。一方面教师在实际课程教学过程中对自身的专业身份认知存在理

解不充分的情况。当前有部分社会思潮认为高校教师应当秉持不偏不倚的教学理念，只需要专注在传授

专业知识上，把教师价值引领的角色放在次等位置，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观念没有必要与专业

课程相结合，从而忽视甚至放弃教书育人的总目标。这种错误观念导致了一些高校教师产生了教学理念

淡漠、理论知识薄弱、角色认知单一、价值导向欠妥等问题，未能跟随正确的道德指引方针进步，也未

能充分体现自身立德树人的教师风范。另一方面，理论基础的薄弱导致部分教师照本宣科，专业知识和

思政内容融入过程过于生硬，造成学生出现知识冲突，无法理解课程思政的意义所在。部分教师对不同

科学领域的知识储备较低，而且了解不够深刻，无法做到在恰当的氛围下，以恰当的方式将思政主题内

容与专业知识隐形的结合，甚至无法挖掘文本中隐藏的思政元素，而是生搬硬套，造成教学内容枯燥，

前后内容脱节。如在讲授词汇语义修辞格、复杂语法知识点和英语长难句结构时，仅着眼于专业英语知

识领域，难以转换视角，缺乏对汉英两种语言进行比较，无法呈现语言和思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此外，

还有部分教师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在讲授过程中思政内容陈旧老套，对现实新闻热点话题关注较少，

枯燥乏味的术语难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导致课程思政流于形式，教学活动质量较低。 
3) 学生参与度不高和教学方法单一。快餐式、娱乐化的信息生产及传播特点正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

高校学生产生着消极且负面的影响，荼毒着他们的观念和行为，使他们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时参与度不

高，甚至产生抵触心理。当前的媒介环境以“碎片化”的形式向高校学生传播新颖的信息，同时并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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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为一种高校学生普遍接受并认同的信息交往机制[17]。这种具有碎片性、消费性、新奇性的网络资源

难以与系统性、精神性、导向性的思政内容相契合，使教与学双方陷入不合作的状态，课堂气氛不和谐，

整体教学效果不佳。在传统的线下教学模式下，思政元素的展现方式单一，更多地是教师单方面输出，

对于大学生的吸引力不强，从而造成课上出现“隐形逃课”和“低头族”的现象产生。这种“课堂沉默”

现象意味着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教育者的独自表演，意味着教学理念的缺失，从而造成学生对课程思政元

素的接受程度偏低，对课程思政环节的教育意义理解不够。虽然可以借助线上资源，实现多平台联动，

但是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如何实现课前资源覆盖化、课中教学效果最优化、课后反馈反思系统化都是课

程思政建设的痛点、难点。 
4) 考核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有待完善。评价体系作为教学系统中的关键环节，是检验课程思政是否

更好地与专业课程有机融合的标尺。首先，在线下和线下教学过程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更加

注重评价模型、评价目标以及评价形式的呈现，从而忽视了对教师自身数据素养、教学质量和师生互动

等方面的考虑，造成教师评价片面化、两极化，课程思政教学活动形式化、低效化。其次，高校学生群

体思政水平评价体系缺失。线下传统的教学考核和评价机制主要聚焦在学生专业知识掌握的程度上，缺

乏对课程隐形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考核或掌握，造成了以下多重问题：课程思政的教学成果无法得以

验证，学生的思想政治能力是否得到提升无法得以了解，价值观念是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无法得以检

验。最后，高校对于课程思政建设的评价体系多流于形式。针对教学科研在考核评价中的占比、育人实

际成效的影响、课程思政实施的标准和依据等方面的相关文件部署存在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并且对专业

任课教师的的职业发展影响不大，导致其在课程思政的建设过程中缺乏一定的积极性和认真性。 
《纲要》指出：把教师参与课程思政建设情况和教学效果作为教师考核评价、岗位聘用、评优奖励、

选拔培训的重要内容。虽然各大高校愈来愈重视课程思政建设，但却未能形成树标杆、推经验的良好课

程思政教学环境。而且优秀课程思政教师在职称评审、评优评选、人才举荐等方面并不具有相对的优势。

此外，课程思政的建设也没有设立严格的惩戒制度，缺失“负面清单”的建立。没有健全的激励机制的

鞭策，没有正向激励制度的推动，专业教师在推进课程思政教学活动中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而制约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持续发展。 

4. 结语 

在课程思政背景下，《高级英语》课程如何最大程度凸显自身的前沿性、人文性以及工具性是高校

英语专业人才建设亟需解决的问题。结合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实现课程思政教学的逻辑性和系统性，

《高级英语》课程还需要结合实践教学深入发掘潜在问题。本文以混合教学模式为基础，课程思政理念

为指导，剖析《高级英语》课程思政实施困境的原因，以期为后续专业课程的改进提供一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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