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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大学英语写作课程隐性思政教育功能，并通过疫情期间的网络直播课教学实践探索如何基于

过程写作和主题写作教学方法，因势利导，将价值塑造、写作知识传授和写作能力培养融为一体。教学

实践表明，该课程的网络直播课在提高学生英语写作能力、潜移默化影响学生思想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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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ounds on how college English writing class performs its role of providing hidd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discusses how live online teaching of college English w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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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during the pandemic shapes students’ value, imparts writing knowledge and develops their 
writing competence under the guidance of process-oriented and theme-based teaching methods. 
Teaching practice proves that live online teaching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students’ English 
writing competence and valu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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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必须将价

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不可割裂；要深入梳理作为课程思政建设基本载体的专业

课教学内容，结合不同课程特点、思维方法和价值理念，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

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1]。作为高等院校公共基础课程的大学英语课程，兼具人文性和工具性，并且

涉及学习的学生人数和专业范围广，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大学英语写作教师要“正确把握课程的知识

技能目标和育人目标的关系”[2]，强化育人意识，提高育人能力，在培养大学生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的同

时，实现大学英语课程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学各环节，确保课程思政建设落地落

实。 

2. 大学英语写作课程是实施思政教育的“一段渠” 

实施“课程思政”，既要强化显性思政(思想政治理论课)，又要细化隐性思政(综合素养课程和专业

教育课程)，发掘高校所有课程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突破思想政治教育过于集中于“点”“线”的瓶颈，

把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与专业教育变为一个协调同步、相得益彰的过程[3]。大学英语课堂是通过听、说、

读、写等课堂活动培养大学生语言综合运用能力，了解西方社会国家文化，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主要

场所，所以大学英语课程具有隐性思政的优势，可与思想政治教育同向同行，最大限度地发挥课程协同

效应，实现全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教学。而且，大学英语教学主要集中在大学一年级至二年级，这段时

期是大学生从高中生活到大学生活的重要过渡时期。作为数字土著族的现代大学生，缺少理论根基和人

生阅历，世界观、价值观还没有完全形成，面对浩瀚如烟、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

网络文化，他们容易被迷惑，出现思想上的动荡，世界观和价值观易产生倾斜。把思想政治教育巧妙地

融入大学英语教学，有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作为大学英语的重要课程之一，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不仅要求传授写作知识和写作技能，让学生写出

结构合理、内容充实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并通过文字准确表达思想，通过作品来体现其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而且，大学英语写作课

程中的写作主题蕴含丰富思政元素。大学英语写作一般以社会热点或贴近学生实际生活的话题为写作主

题，如手机对大学生的影响、共享经济、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等。此类话题具有亲和力和时代感，容

易让学生产生共鸣，利于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潜移默化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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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主题写作既能让思想政治教育焕发活力，又能丰富英语写作课程本身的内涵。

因此，大学英语写作课程隐性思政功能优势突出，教师应充分挖掘写作课程的思政元素，守好这段渠，

种好这块责任田，将思政教育有机融合到教学全过程，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3. 课程思政融于大学英语写作网络直播课的实践 

3.1. 大学英语写作网络直播课与课程思政的融合 

新冠疫情打乱了 2020 年春季学期正常的教学秩序，在“停课不停学”的背景下，大学课程纷纷转为

网络直播课。基于雨课堂、钉钉、腾讯课堂等直播平台的网络直播课尽量还原真实的课堂情境，具有教

学内容丰富、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学生可以看回放、利于开展自主学习等优势，但同时也在课堂管

理、学生学习效果、课堂互动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如何根据网络直播课的特点，及时调整教学内容

和教学手段，将课程思政与网络直播课有机融合是大学英语写作教师面对的新挑战。 
北京科技大学素质教育核心课程“大学英语写作”是面向全校非英语专业学生开设的外语类公共选

修课，每学期历时 16 周，每周 2 学时。网络直播课采用“雨课堂 + ZOOM”的技术模式，既可以利用

雨课堂课件多样习题设置功能，及时回收数据检测学生的学习效果，又可以利用 ZOOM 的语音/视频发

言、屏幕共享、分组讨论和激光笔功能，保持学生上课的专注力，增强课堂互动，满足大学英语写作课

程的教学需求。学生通过“云班课 + 微信群”模式获取教学资源，保持与教师和同伴的实时交流。该课

程采用过程写作和主题写作教学方法，前期主要讲授写作基础知识和技能，后期主要进行议论文和说明

文体裁的主题写作训练。写作主题主要包括疫情间居家办公、中国文化输出的方式—争议的李子柒、美

国抗战疫情、人工智能否取代大学教师、三星、苹果和华为手机销售量对比。该课程通过明确思政目标、

丰富教学资源、重视写作过程等途径有机融合课程思政。 
不同课程在人才培养方案中都有其独特的作用，不同专业不同课程也有其自身建设的规律和要求，

实施“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正是在尊重课程自身建设规律的前提下，在实现课程的知识传授、能

力培养等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挖掘并凸显其价值引领功能[4]。因此除了设定知识和能力目标，大学英语

写作课设定了课程的价值目标：通过写前的阅读、讨论活动以及多稿写作活动，充分挖掘每个写作话题

的思政元素，将思想政治教育“含而不漏”地融入教学活动，提高大学生缘事析理、明辨是非的能力，

提升学生的家国情怀。价值目标让教学活动渗透了思想教育的巧妙设计，让教师在写作教学过程中承担

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 
整合教材和网络资源，构建多维立体化教学资料，挖掘思政元素，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培养学生家国情怀。包括纸质教材、网络教材和媒体教材的立体化教学资源在教学实践

中的应用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利于学生互助互动，实现协作式学习[5]。该课程的教学

资源既包括纸质版教材，如《美国大学英语写作》、《新一代大学英语写作教程》，也包括英美高校写

作中心网络资源、网络写作教程，还包括教师制作的多媒体课件、自制视频等资源。图文并茂、文字与

声音共现的多维立体化教学资源蕴含丰富的思政教育资源，为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注重写作过程的大学英语写作教学模式可以把思政教育贯穿到写作前、写作中和写作后的各个教学

环节，有利于提升育人效果。在写作前期的阅读和讨论阶段，针对具体的写作主题，教师为学生挑选网

络媒体对特定社会热点话题的报道，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阅读各种文本并对其内容和观点的合理性和

真实性进行思辨。之后开展的小组活动让学生围绕话题进行深度讨论，在思维的碰撞中深化对写作主题

的认识，提升学生逻辑组织严密性，达到了提高大学生缘事析理、明辨是非能力的目标。写作中，学生

将前期活动的成果进行凝练，将思想具象化为文字。写作后的同伴反馈和教师反馈对文章的语言、结构及

思想内容进行评价。通过文字交流，反馈活动为学生再次提供了审视自己和同伴的思想和价值观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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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大学英语写作网络直播课教学案例 

疫情的爆发和蔓延要求教师重构教学能力以适应网络直播课的特点，同时也为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教

学资源。西方主流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关于疫情的报道铺天盖地，而这些报道中包含很多歪曲事实

的信息。处于思想观念日趋成型时期的大学生，若对时事新闻缺乏正确的思辨能力，很容易受到西方媒

体报道的冲击，思想产生动荡。因此，基于疫情资源，授课教师选择美国抗战疫情作为写作主题，精心

设计写作前教学活动，引导学生解读各种媒体报道，辨别报道内容和观点的合理性和真实性，并通过写

作任务，让学生清晰、逻辑地分析作为经济第一强国的美国抗战疫情失利的原因，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

的思想意识，感受中国力量和中国精神。 
写作前，教师充分利用中外主流媒体关于疫情的报道作为语言和思想输入。网络让获取知识的途径

变得平等而开放，教师不再拥有“知识霸权”地位，教师与学生都是“学习者”。授课教师充分发挥学

生的积极性，要求每个学习小组提交 2 篇精心挑选的中外媒体关于疫情的报道，然后教师从中选取 4 篇

作为写作前的阅读资料，指导学生从中提取可用的语言和思想信息，并通过小组讨论，进一步解读信息，

客观分析报道中的内容和观点，加深对写作主题的理解。基于讨论和个人理解，学生完成写作提纲。 
学生独立完成初稿写作后，教学活动进入多维反馈阶段，进行 2~4 稿写作，最终形成终稿。反馈的

方式主要包括自我修改，同伴修改和教师反馈，均聚焦于作品的语言、结构、内容和思想，主要通过 WORD
文档的修订和文末评论的形式进行。这个过程也是学生与学生、教师与学生思想交流的过程。终稿完成

后，从语言、内容、篇章结构及文章传达的思想理念等角度，教师带领学生赏析优秀作品，进一步拓展

学生的视野和批判思维。 
基于阅读和讨论，大部分同学在最终的作品中能从以下几个角度分析美国抗战疫情不利的原因：美

国追求个人自由的文化特点、口罩文化、美国的政治体制、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政府的失职和甩锅行为。

比如一个同学在作品中提到：“The reasons why America is lagging behind in the pandemic war lie in three 
aspects — the misjudgment of the situation, its unique culture and (the) governments’ lack of responsibility.” 
另外一个同学提到：“But as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country, why is the United States worst affected by (the) 
pandemic? I attribute it to the President’s early negligence and inaction on the epidemic, and to the cultural cus-
tom of Americans who hate to wear masks to prevent infection. The federal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also 
to be blamed for it. 

3.3. 教学效果 

本文从教学目标和价值目标两个方面讨论该课程的教学效果。 
教师对学生作文的综合评分可以反映学生的写作能力。教学前后，授课教师分别在课堂上完成前测

和后测(各限时 40 分钟)。教师对前、后测作品的评分(满分 100 分)分析可以反映学生英语写作能力的变

化。课程结束时，所有学生完成一份问卷，旨在调查他们在写作和思想方面的收获。调查问卷设计均采

用李克特五分量表(5-point Likert scale)形式(5 = 完全同意；4 = 同意；3 = 不确定；2 = 不同意；1 = 完
全不同意)。 
 
Table 1. Paired T-test statistics of pre-test and post-test 
表 1. 前、后测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统计表 

测试 学生人数 均值 标准差 T 值 P 值 

前测 42 79.21 5.068 
−7.927 0.000 

后测 42 84.43 4.407 

注：*P < 0.05；**P < 0.01。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0.85127


刘荣君 
 

 

DOI: 10.12677/ces.2020.85127 785 创新教育研究 
 

从表 1 可以看出，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学生整体写作能力显著提高(T = −7.927 P = 0.000 < 0.01)。
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97.62%学生认为该课程提高了写作能力，主要体现在写作内容更加充实、篇章结

构得到改善；写作前的语言和思想输入活动、同伴反馈、教师反馈、多稿写作、写作兴趣的提高、写作

思维的培养都是提升学生写作能力的因素。与传统面对面的纸质写作授课形式相比，76.1%的同学认为网

络直播课更高效；88.1%的学生感觉网络直播课学习过程愉悦。 
 
Table 2. Students’ views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表 2. 学生对课程思政的看法 

序号 问卷问题 1 (%) 2 (%) 3 (%) 4 (%) 5 (%) 

1 我了解课程思政 2.38% 30.95% 40.48% 23.81% 2.38% 

2 我觉得写作课可以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

造融为一体 
0% 0% 7.14% 64.29% 28.57% 

3 我支持写作任务与课程思政有机融合的教学设计 0% 0% 7.14% 61.9% 30.95% 

 
表 2 可以看出，虽然只有 26.1%的学生对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有所了解，但 92.86%的学生认为写作课

可以实现教学和价值双目标，92.85%的学生支持写作主题与课程思政有机融合的教学设计思路。这表明

学生认同并能接受专业课程与思想教育的有机融合。 
 
Table 3. Students’ views on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writing themes 
表 3. 学生对写作主题与课程思政融合度的看法 

序号 写作主题 小计 比例(%) 

1 美国抗击疫情分析 39 人 92.86% 

2 中国文化输出方式—争议的李子柒 34 人 80.95% 

3 华为、三星和苹果手机销售对比 17 人 40.48% 

4 人工智能能否替代大学教师 19 人 45.24% 

5 居家办公 14 人 33.33% 

 
表 3 可以看出，本学期课程涉及的 5 个写作主题中，92.86%学生认为课程思政与美国抗击疫情主题

融合度最高，居家办公的融合度最低(33.33%)。美国抗击疫情和争议的李子柒是网络直播课期间的网络

热点话题，均涉及到国家文化，讨论范围广，也是学生关注的热点社会话题。将这两个话题巧妙得融合

到教学设计中，学生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任务设计中蕴含的国家情怀。其他三个话题的课

程思政元素也比较丰富，比如，华为、三星和苹果手机销售量的对比可凸显华为的崛起以及中国的科技

强国之梦，但这些话题没有引起大部分同学的共鸣。一方面，对于学生来说，前两个话题的时效性更强，

政治文化内涵更强，影响范围大，所以更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另一方面，与前两个话题相比，教师对

这三个话题的思政元素挖掘不够充分，所以在价值引领方面没有达到前两个话题的效果。 
综上所述，通过充分利用丰富的教学资源、巧妙设计教学活动，历时 16 周的大学英语写作网络直播

课在培养大学生英语写作能力的同时，能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到写作教学的各环节，将正确的价值追求

和理想信念有效传导给学生。 

4. 结语 

课程思政实质是一种课程观，不是增开一门课，也不是增设一项活动，而是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

入课程教学和改革的各环节、各方面，实现立德树人润物无声[6]。教师是教育教学核心中的核心，是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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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各门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实践者和推动者[6]，对课程思政效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教师应结

合专业特点，专业课程特色，了解学生的学习规律，思想问题和困惑，精准定位，让课程思政因专业、

课程、教学对象而异。教师有必要通过培训、研修、教学观摩和经验交流等渠道提高自身的育人意识，

提升育人能力，能做到在课程资源中挖掘思政元素，在教学设计中渗透思政元素，达到思想教育润物细

无声的效果。同时，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充分把握学生的主体意识，遵循学生的身心成长规律，避免单

向灌输，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创造让他们思考和交流的机会，给与他们话语权，在教学的整个过程

中贯穿思想政治教育，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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