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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英语在大学教育中影响面大，范围广。有效开展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意义重大。以内容教学理论为

基础，从学生认知发展规律出发，通过内容 + 语言的模式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系统开展中西文化对比，

可以达成大学英语语言教学目标的同时，很好地实现大学教育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是大学英语课程思

政的有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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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significant to carry out effectively the ideological-oriented College English, due to its scope 
and great influence i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The systematic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of Si-
no-Western culture in college English guided by the cognitiv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based on the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will fulfill the task of achieving language learning objec-
tives and guiding students in moral development and it will be an effective way to carry out 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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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l-oriented College English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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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要求将育人功

能落实到高等学校各门课程以及所有教师。习近平总书记 2016 年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指出思政教育不单单要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上展开，更是要利用好课堂教学开展思政教育。2017 年教育部

在上海召开高校“课程思政”推进会。2020 年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对课

程思政进行了整体布局。 
大学英语作为高等教育基础阶段的必修课程，面对几乎所有的非英语专业的本科生，覆盖面广，影

响力巨大。大学英语在高等教育中，尤其是众多理工科院校中，承担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部分功能，也是

高校培养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实现立德树人这一育人目标的重要阵地。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能

否有效展开意义非凡。 

2. 文化对比是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有效途径 

2.1. 文化对比是大学英语的需要 

英语作为目前全球使用最广泛的语言，既是开展国际交流的重要工具，也是中国深化改革和发展的

有效助力，仍然是现阶段中国高等教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发

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 版)》[1]指出，作为普通高等学校通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英语课

程具有工具和人文双重属性。其人文属性主要体现在学生可以通过学习英语了解外国的社会文化，强化

对中西文化的异同认识，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的意识与能力。其人文属性还体现在对学生文化理解和阐

释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对中国文化的理解，阐释和传播。 
常辉等[2]对中国大学生的英语能力的现状做了研究，发现最突出的矛盾是学生英语能力结构不合理，

而非英语能力过剩。学习者的英语能力在语言输入与输出方面都有很大问题，除了普遍的口语能力差之

外，还表现在词汇量不足，阅读速度太慢等问题，作为语言交际的语用能力明显不足，无法满足用人单

位对精通外语的高级专业人才的需求。对于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语用能力的培养尤其重要，更是其英

语语言水平的体现。王守仁[3]指出要提高对中国大学生的英语能力要求，尤其要提高重点大学毕业生的

英语能力标准，把培养既有国际视野又能掌握熟练英语的专业人才作为重要目标，以满足国家发展对人

才的需求。周燕宇等[4]做了英汉语文化互动与大学英语语用能力关系的研究，发现通过文化互动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英语语用能力。 
不管是中国大学生的英语学习能力现状，还是教育部对于大学英语的定位和要求都说明了，单纯以

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译基本技能为目标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要求，而提高学生的语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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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成为大学英语要求和重要目标。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文化

碰撞必不可少。通过文化对比可以拓宽学生视野，培养学生思辨能力的同时，以文化对比内容作为学习

的媒介，可以加深学生对英语的理解，提高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是提高中国大学生英语水平的重

要手段。 

2.2. 文化对比的德育价值 

早在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就曾指出语言是思维的外衣。其后，萨丕尔及其弟子沃尔夫指出语言决定思

维，即我们所使用语言的语法结构塑造了我们的思维以及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语言学习不仅包括传统

的听、说、读、写、译的学习，更是可以透过语言和文化，了解语言背后的人们以及他们的思想、价值

观和世界观。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5]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从根本上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江运东[6]指出了文化自信的四个主要功能，其中包

括理解和肯定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坚定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借鉴及吸收西方先进文化，

以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对外推广。 
现在，中国已经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指引下，中国必将成为世界的

引领者[7]。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大形势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指引下，中国对世界的引领

必将要以文化为先行。文化先行就决定了我们既要了解西方的文化，又要认同、传承、发展和传播我们

自己的文化。这就要求我们有更大的视野，通过多语碰撞下的文化冲突与碰撞，以多元视角了解自己，

了解世界。同时，文化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对于任何文化的了解都需要我们把它与其他文化进行对比和

对照，从而才能摆脱人类对本民族文化固有思维、信念、价值观的束缚，以更加宽广的视角和格局看待

我们自己和世界[8]。古老中国文化的复兴是建立中国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第一步。语言学习中，通过

文化对比可以把世界以及世界各国人民带到我们的眼前，同时也是我们更加了解自己，建立文化自觉、

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的有效方法，也是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有效途径。 

3. 内容 + 语言模式下开展文化对比是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有效模式 

内容 + 语言的教学模式，即以内容为依托的教学法(content-based instruction)，可以借助选择的内容

实现语言能力提升的目标，同时，通过学习内容影响学习者的认知，借助合适的内容选择起到对学生价

值引领的作用。文化对比是大学英语实现课程思政的有效途径，而采用内容 + 语言的教学方法系统开展

中西文化对比是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有效的模式。 

3.1. 内容 + 语言教学模式的特点与优势 

内容 + 语言教学模式，是一种语言与内容有机融合的外语教学模式，它把教学的重点从学习语言本

身转移到通过学习学科知识来学习语言[9] [10] [11]。它具有以学科知识为核心、使用语言材料真实、新

信息为学习重点、课程设置符合学生群体特点等四个主要特征[12]。因其内容和方法的灵活性在国内外获

得广泛认同。其教学内容的灵活表现为既可以是学科知识、知识体系的任意主题、挑战学生思考与认知

的学习资料，也可以是超越目的语文化的教学材料[13]。其方法的灵活性体现在不限制教学技巧的使用，

可以采用适用教学的任何活动[14]，“具有极大的包容性”[13]。 

3.2. 内容教学法在中国英语教学的应用 

纵观中国英文教学的历史，不管是民国早期教育部 1913 年颁布的《大学规程》，还是北大英文学系

1924 年的必修课程，或是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英文课，都是采用“内容 + 语言”的课程设置[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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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外国语大学于 2007 年开展了英语专业基础阶段内容依托式课程改革研究，通过内容与语言的融

合，构建了以内容与语言融合的英语专业基础阶段课程体系，开发以国别为基础的历史、地理、社会以

及文化交际课程，其中包括《跨文化交际》和《中国文化》等[16] [17] [18]。复旦大学郑咏滟教授在中国

高校外语慕课平台讲授全英文《比较文化研究》课程，通过文化对比内容在语言课堂上展开课程思政，

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出发，帮助学生理解文化的差异与多样性[19]。 

3.3. 内容 + 语言模式在英语课堂思政教学的讨论 

“内容 + 语言”的课程设置是中国英语教学的传统和一贯模式。以《西南联大的英文课》为例，课

程采用英文范文、西方经典，既提升了学生英语各项基本技能，同时通过学习内容传递了“深切的人文

关怀和高尚的道德情操”[20]，很好地达到了语言学习与课程思政的双重效果。 
形式上，《西南联大的英文课》选取的是一篇篇独立的英文范文和西方经典，保证了语言材料的真

实性。内容上，教材充分体现了时代特色。课程开篇选用的是当时熟知中国文化与国情的美国作家赛珍

珠所写的《贫瘠的春天》以及毛姆的《负重的牲口》，充分体现了当时在旧制下中国百姓的疾苦；胡适

的《乐观看中国》既是对中国传统陋习的否定，又是对当时几十年社会改革的总结；林语堂的《生活的

目的》则通过对中国人生活哲学的阐释更多表达了对中国人的理解和肯定。教材开篇从内容选择上就能

够体现从多个视角看待和解读当时的中国社会，帮助学生客观看待当时的中国，既让学生了解旧中国的

弊端，也帮助学生看到中国文化的特点与优势，真正做到培养满足时代需要的中国未来的文化精英[20]。
内容设置上更是涉及了对教育、知识、学习意义的探讨，帮助学生明确自己的身份与文化归属[20]。通过

内容 + 语言的模式，《西南联大的英文课》成功实现了语言教学与价值引领的双重目标，是“课程思政”

的成功典范。 
除了西南联大英文课程以外，目前大多数中国大学英语教材多是以主题模块的方式呈现，而主题则

多是从社会生活层面以及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的角度选取，各个模块之间多是并行独立的关系，孤立的

篇章造成了内在知识连贯性和系统性的不足，也影响了课程思政的整体效果。在语言学习中，只有真实

和系统的语言教学材料才可以为学习者提供有效的语言学习环境[4]。因此，为了保证语言学习的有效性，

我们需要提供真实、有意义、内容系统连贯的材料，“而不是现在多数教科书中所包括的孤立的篇章”

[14]。 
文化对比是展开课程思政的有效途径，但是目前，全国高校主要在英语专业得以展开较为系统的西

方社会与文化课程，但是像复旦大学《比较文化研究》这样的对比中西文化的课程也只是个别的教学改

革尝试，数量并不多。同时，大学英语选取的篇章虽然会涉及文化内容，但是更多以反映外国社会文化

为主，鲜少进行中西文化对比以及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客观与全面的介绍。鉴于现有教材和课程内容设置，

目前大学英语教学还无法做到充分利用文化对比的德育价值在大学英语课堂展开以中西文化系统对比为

依托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 

3.4. 大学英语系统开展文化对比为依托的课程思政的问题与挑战 

大学英语的特点和限制给系统开展文化对比为依托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带来很大挑战。首先，语言

学习讲求学习材料的真实性。用英语介绍西方社会与文化的材料比比皆是，而由于文化差异和政治问题，

能够客观反映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社会文化的真实英语材料的选择大受限制，给大学英语开展文化对比

带来了困难。其次，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英语水平有限，特别是用纯正英语表达的复杂社会文化主题的

文章对学生的阅读理解带来很大障碍。大量的专有名词和术语是造成困难的重要原因。如此一来，语言

表达的挑战就更大。此外，大学英语的课时有限，而且高校大学英语的课时不断被压缩。而语言学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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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付出大量的时间进行练习，线下有限的课时很难保证教学目标的达成。混合式教学和线上学习可以很

大程度弥补课时受限的问题，但是也对学生的自觉性以及教学过程的监控和约束带来了挑战。如此一来，

有限的课时成了以系统对比中西文化为依托的大学英语课程顺利实施的重要障碍。 
因此，如何克服课时限制以及学生英语水平的局限，选取到合适有效的文化对比内容，又可以充分

利用中西文化对比的思政价值，是大学英语建立有效课程思政模式的关键。 

4. 建议与讨论 

中西文化内容浩如烟海，在有限的课时中系统对比中西文化挑战巨大。要想利用好文化对比的思政

作用，就需要从德育和价值引领出发，以此为主线进行文化对比内容的选择，可以有效优化课程内容，

解决课时有限的问题。同时，文化价值传承往往历久弥新，从源头追溯既可以有效对比中西方文化深层

的价值观与世界观，从元认知出发了解不同文化的人，也可以避免因为缺少体现中国时代特色的经典文

献带来的选材局限问题。 
笔者在多年大学英语选修课的实践过程中，尝试从大学生的认知规律出发，以价值认知引导为主线，

主要从中西方神话、宗教和哲学中选取适合大学生认知水平和英语水平的英文材料，采用中西对比的方

式，引导学生在本质上了解中西文化在世界观、价值观和认知方面的异同，通过文化对比建立学生的中

国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同时，以文化对比内容为主导，强化语言的深层理解和表达，加深学生对英语

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发现，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学生的英语水平和材料难度

更好契合的问题，价值引领与学生兴趣的融合问题，思政元素挖掘问题等等。与此同时，文化知识博大

精深，如何掌握丰富的文化知识，克服双语障碍，对大学英语教师也是很大的挑战。 

5. 结语 

以内容 + 语言教学理论为指导，以德育引领为导向，系统开展中西文化对比是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

有效模式。大学英语可以借鉴英语专业的经验，抓住大学英语人才培养的要求和特点，以加强中国文化

认同和中国文化自信为宗旨，以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建设者为目标，遵循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教育

目标，贴合大学英语教学的课程思政指导方针，同时，结合大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和认知特点，选择易

于学生理解和接受的中西文化内容进行系统对比与阐释，设计并优化教学内容和模式是大学英语课程思

政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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