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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面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背景下，如何将思政元素融入大学英语教学的全过程，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

目标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以大学英语综合教程中“城镇化”单元为例，依托产出导向法进行教学

设计和实践，展示了如何设计融入思政元素的产出任务，并选取合适的语言材料促成学生完成产出。旨

在探讨课程思政在课堂教学中的具体实施路径，为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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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romoting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t has be-
come an important topic to study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en-
tire process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while achieving the goal of fostering virtue. Taking th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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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Urbanization” in College English Integrated Course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displays how to 
find suitable materials to design production-orient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asks and guide 
students to complete the tasks under the guidance of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The purpose 
is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path of implementing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teaching prac-
tice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English. 

 
Keywords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ollege English, “Urbanization”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1]要求，高等学校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人才培

养体系之中，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课程思政是创新型

教学理念，以立德树人为根本，通过科学创新的思维，显隐结合的方法，立体多元的结构，与专业课程

协同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2]。课程思政的第一要素是课程，课程是实现育人目标的“牛

鼻子”。课程视角下，规划和设计课程思政应抓住“牛鼻子”进行科学取舍[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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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明确提出：“大学英语教学应融入学校课程

思政教学体系，使之在高等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4] 
大学英语课程因其显著的工具性、人文性和国际性，自带“得天独厚的思政育人基因”[5]。作为各

非英语专业学生的必修课，课程受众范围广，内容丰富，话题多样且富有时代气息，如成才观、幸福观、

教育观、奋斗观、艺术鉴赏、文化差异、邻里关系等。这些话题都易于教师将思政元素融入其中，利用

课程特色将家国情怀、个人品格和正确的科学观传递给学生。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接触到大量关于国外政

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等内容，通过对比我国国情、社情、民情，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大学英语读写译课程更是让学生从精心挑选的文章中领悟思政内涵，通过理

解课文，积累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表述，增强语言表达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从而更好地传播中国文化。由

此可见，大学英语与课程思政融为一体的“大思政”格局是落实立德树人教育目标的“助推器”[6]。 
近年来，随着课程思政建设的深入全面展开，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有的学者着眼于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的实施效果，探讨如何从学生视角设计调查性问卷[7]；或关注大学英语课程思政

的独特价值，应承担的责任及实践路径[8]；亦有学者立足于教学实践，从课程思政背景下的教材内容重

构[9]、教学模型搭建[10]、人才培养目标[6]、教师思政教学能力[11]等多维度加以探索。总体而言，目前

多数研究从理论层面对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指导意见或具有普适性的实施策略。 
然而，在教学实践中，一线教师常常面临诸多的教学困境：如因践行思政意识不强或思政素养有限，

无法因时因事地引入思政元素，造成“硬融入”；或将课程思政理解为在原有的教学设计上额外增加一

个模块，没有将思政教学贯穿于教学目标、教学活动和教学评估的全过程，出现“两张皮”的问题；或

思政教育趋于随意化、碎片化，课堂时间充足即思政，时间有限就布置学生课后了解……因此，思政效

果无法达到入脑入心。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微观单元教学设计入手，以创新型教学法——产出导向法为

指导，探讨将思政元素融入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具体实施路径，以期为教师同仁提供可行性参考，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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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为启发的目的。 

2. 基于产出导向法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 

产出导向法(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以下简称 POA)是文秋芳教授及其团队创建的一种适用于中

高级外语学习者的理论体系。该体系围绕“学习中心”“学用一体”“文化交流”和“关键能力”的教

学理论，构建“输出驱动”“输入促成”“选择学习”和“以评为学”的教学假设，执行教师主导下若

干“驱动–促成–评价”循环的教学流程。就单元教学而言，教师在教学初始阶段呈现交际场景，创设

产出任务，学生尝试产出失败，从而激发求知欲望；教师适时精准施策，提供相关输入，促成学生选择

性学习后，完成产出任务，最终师生合作共同评价，巩固新知识[12]。 

作为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本土教学法，构建 POA 的顶层理论“关键能力说”和“文化交流说”与思

政教育立德树人的本质高度契合。因此，相比于其他教学方法更具有育人的优势。产出导向法强调通过

设置含有思政元素的产出任务、挑选弘扬正能量的输入材料、互助合作的教学形式培养学生的六种关键

能力(语言能力、学习能力、思辨能力、文化能力、创新能力和合作能力)。综上所述，该理论为大学外语

教学开出了一剂“中(国)药方”，是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用英语‘能说会道’的国际化人

才”[12]的有力支撑。 

3. 课程思政案例设计与实施 

3.1. 学情分析 

本课程的教学对象为非英语专业大一学生，处于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在语言能力层面，学生英语基

础比较好，部分已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CET-4)，能读懂题材熟悉、语言难度较低的英语报刊文章和其

他英语材料，能运用基本阅读策略帮助理解，能听懂英语授课、一般性题材讲座和英语慢速节目。但大

多数学生口语输出和写作能力有待加强。在认知层面，00 后的青年学生思维活跃，乐于接受新事物，高

度关注网络流行话题，而对本案例涉及主题“城镇化”(urbanization)的理解还需进一步引导和加强。 

3.2. 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 

本课程使用教材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新目标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3》。该教材符合课程思政建设

背景下国家和高校对大学生英语能力设定的新要求。教材本着“一课一得”的理念，将思政元素贯穿于

每一单元的课文和练习中。课文选材主题多元，集知识性、可读性、时代性和启发性于一体，引导学生

在学中思，学中做；练习设置循序渐进，服务于课程思政。 
本案例的教学内容选自该教材第 8 单元 A 课文“城市化推动文明”(Text A Civilization Through Ur-

banization)。文章作者爱德华·格雷泽(Edward Glaeser)是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城市经济学家。课文以欧美城

市为例分析了城市兴盛的原因、信息技术对城市的影响、城镇化带来的问题，最后向读者表明态度——

只要合理地发展，城市在改善人类生活、促进文明发展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结合课文内容，授课教师梳理了本单元育人目标，包含大德层面和公德层面：在大德层面帮助学生了

解城市发展进程，理解快速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正确性与优越性，实

现政治认同，增强“四个自信”；在公德层面引导学生意识到城镇化发展关乎个人前途、社会发展和国家

未来。大学生应该思考如何加强自身建设，未来投身于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提升青年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3.3. 教学目标 

针对学情，结合《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要求，课程组梳理了本单元教学目标(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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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价值目标三个板块。 
 
Table 1. Teaching objectives of Unit 8 
表 1. 第 8 单元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 内容 

知识目标 
 全面了解新型城镇化 

 掌握与城镇化和文明发展相关的语言表达 

能力目标 

 通过分析文本线索得出结论，进行探究式学习，培养阐释性说明文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 

 掌握“动词 + 形容词 + 名词”的结构，使语言输出更准确、多样 

 用英语介绍城市，向世界介绍我国综合国力 

价值目标 
 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城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系，了解新型城镇化的具体内容和意义，实现政治认同 

 引导学生刻苦学习，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做贡献，增强社会责任感 

 
课程组将教学总目标锁定为“用英语介绍城市”，依托 WE Learn 互动式自主学习平台，采取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本着自上而下的设计思路规划了三个教学环节，拟用 2 个学时完成线下教学：(1) 引入

主题，驱动产出：创建真实的交际情景，明确包括口头陈述和写作两个产出子目标，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望。(2) 深入主题，促成产出：设置子任务指导学生选择性学习，帮助其完成产出任务；(3) 得出结论，

评价产出：引导学生得出关于城镇化的总体结论，对小组陈述和写作产出进行师生合作评价，实现以评

为学[13]。 

3.4. 教学实施流程 

1) 驱动环节 
要实现全面认识新型城镇化的教学目标，学生需要真实地了解城市的发展。交际场景的创设应贴近

生活，能够引起学生兴趣和共鸣。基于本单元的主题——城镇化，教师设计交际场景为：假设你陪同外

国朋友在网红城市长沙游览，外国友人惊叹于长沙城市的繁华，希望了解其发展及原因。请你向友人介

绍长沙市的变化并解释原因。 
 

 
Figure 1. Teaching procedure of Unit 8 
图 1. 单元教学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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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首次尝试产出，提交一份小组头脑风暴后的思维导图，发现这一话题既熟悉又陌生。虽然生活

在此城市，却感觉不知从何谈起，而且语言储备也无法支撑顺畅的表达，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教

师向学生简要介绍教学目标和产出任务。教学目标为通过掌握与城镇化和文明发展相关的词汇、短语及

语言知识等，了解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原因、问题和前景，并进行口头陈述和书面表达。产出任务除了

有课内与输入学习同步的各类练习外，还包括两个产出子目标，分别是：课后参观长沙规划展示馆，完

成一篇题为 Urbanization in Changsha City 的作文；以小组为单位开展第二课堂，拍摄反映长沙城镇化发

展的微视频并在课堂完成小组陈述(见图 1)。 
此环节中，“接地气”的交际场景为思政教育提供了“抓手”。学生有了明确的调查目标，从现实

生活的城市出发，真实感受城镇化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理解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含义，从而认同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2) 促成环节 
促成环节是决定产出能否成功的关键，也是课堂教学的重点，教师在该环节中起到了“脚手架”的

作用[12]。为实现上述两个产出子目标，教师需为学生提供语言形式和内容结构支持。为使教学内容与产

出任务完全对应，教师解构了课文内容，并适当补充教学材料，针对性地设置了有助于产出的四个子任

务：一描述现象：对比城市的过去与现状；二分析原因：城镇化为什么能促进文明快速发展；三聚焦矛

盾：城镇化带来了哪些负面影响；四得出结论：展望城镇化发展的前景(见图 1)。每一项子任务中穿插与

产出相关的语言表达。(见表 2) 
 
Table 2. Task workplans in enabling phase 
表 2. 促成环节子任务实施方式 

子任务 内容结构 语言形式 

1.描述现象 

 分析长沙城市思维导图，提取信息，填入城市过去与

现状对比表 
 略读课文第 3 段，提取文中城市过去与现状信息，完

成城市对比表 

 mundane origin, humble start, 
magic consequences, produce 
vast amount of… attract a  
remarkable cluster of… 

2.分析原因 

 提取课文 1~4 段中城市如何促进文明的信息，完成填

空题 
 问题引导下探究城镇化如何推进文明发展，通过语境

线索分析得出结论 
 补充 TED-ED 动画视频 Urbanization and the Future 

Cities (城镇化与未来城市)中关于城镇化原因的片段 

 enable collaboration,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agricultural  
techniques, job opportunity, bear 
a striking resemblance, just as… 

3.聚焦矛盾 

 提取课文中城镇化负面影响的信息 
 补充 CGTN 视频 Why China 中关于 urban diseases (城

市病)的片段 
 小组讨论城镇化发展带来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higher cost of living, 
crowdedness, pollution, 
make war, risk at… 

4.得出结论 

 提取课文 5~6 段信息，完成填空题并得出此部分结论：

信息时代城镇化仍会继续发展 
 总结课文 7~8 段及第 9 段的大意，了解作者总体结论和

态度 
 扩展讨论长沙城镇化的未来和我们能为它做什么 

 high technology, guarantee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embrace challenge, a bucolic life, 
produce another boom, a promis-
ing future… 

 
用问题链连接本环节的四个子任务，如在描述现象环节提问：What urban changes can be seen in 

Changsha and how have these changes influenced our life? 分析原因环节提出问题：How does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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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e civilization? 聚焦矛盾环节围绕问题 What are the problems caused by urbanization? 得出结论环节

提出问题：Will the improvement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ke urban advantage obsolete? 最后引导学生回

归长沙城市发展主题，围绕两个问题展开小组讨论：What is Changsha’s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infor-
mation age? What can we do to contribute to Changsha’s urban development? 一系列问题逐层递进，按照

“描述现象–分析原因–聚焦矛盾–得出结论”的写作思路解构课文，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作者观点，

为学生完成写作产出做好铺垫。拓展探讨信息时代长沙城镇化的发展，有助于学生了解我国新型城镇化

的发展目标，并结合自己的专业思考未来可做的贡献，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也大力宣传学生所

在的城市。 
3) 评价环节 
POA 体系的评价环节包括即时评价和延时评价。即时评价在学生完成课堂练习时发生，有助于教师

适时调整教学节奏或进行补救教学；延时评价是对学生课后产出做出的评价[12]。两种评价过程中教师均

时刻关注对学生的价值引领，学生产出中的思政表现是评价标准之一。 
本案例进行延时评价的产出任务包括：① 题为 Urbanization in Changsha City 的作文；② 小组微视

频制作和指定小组 PPT 陈述。学生在课后提交作文初稿至班级 QQ 群或 TronClass 可视化平台，供同伴

互评和教师评价。教师挑选典型作文样本指导学生在线上进行交流评价。为了让学生在评价时有法可循，

教师从内容、语言、结构和价值方面对评价标准做出了具体要求(见表 3)，通过师生合作评价后给出修改

建议。学生按照修改意见进行二稿写作，并核对评价标准开展自评，最后提交批改网评分。教师抽样评

价后，挑选优秀作品上传班级 QQ 群或 TronClass 可视化平台，供所有学生学习借鉴[14]。 
 
Table 3. Writing assessment standard 
表 3. 写作任务评价标准 

维度 具体内容 分数(1~5) 

内容 
对长沙城镇化做了详细的描述  

文中有充分的事例、数据等论据  

语言 
使用本单元习得的语言表达  

同词准确、多样，句子结构丰富  

结构 
结构合理，有明确的主题句，过渡衔接顺畅  

使用了类比与对比、分析与归纳等写作手法  

价值 
传递了积极、正面的价值观  

展现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各小组微视频上传至班级 QQ 群或 TronClass 可视化平台，小组陈述在课堂上进行。按照新学期初始

师生共同商议后的顺序，有一组成员在本次课堂上进行时长为十分钟的 PPT 展示陈述。其余学生每人一

份评分细则，根据评价标准进行评分。小组陈述完毕后，教师从 PPT 演讲内容和技巧方面给予点评。肯

定学生产出中的优点，讲解有代表性的缺点，并提出改进建议。其余小组经讨论后派一名代表，根据组

员意见说出优缺点各一个[15]。 
通过教师评价、同伴评价、学生自评和师生合作评价等多种方式，教师可综合考量学生的学习成效

和教学目标的达成状况，优化学习效果、提高教学效率。学生自评和互评是对其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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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进步，增加了学习的成就感[13]。 

4. 教学效果与反思 

完成案例教学后，课程组教师通过学生写作产出、同行交流和学生访谈对教学效果进行了分析。发

现学生能将促成环节中习得的语言表达、观点应用于写作中(促成语言形式加粗标记)，从诸多维度分析长

沙城市化发展：如有学生关注到教育对人才培养的作用(The high-quality education and diverse campus 
culture attracts a remarkable cluster of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who are eager to contribute to Chang-
sha’s development.)，有的学生关注公共交通改善人民生活(The development of Changsha metro system has 
produced a boom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the citizens.)或城市发展带来的问题(There are more and 
more skyscrapers, like Changsha International Finance Square, but at the same time some historical buildings 
are at risk.)，或得出鼓舞人心的结论(In conclusion, urban development in Changsha needs the collaboration of 
government, all industries, and citizens. As long as we unite together, we will have a promising future.)。由此可

见，本课程到达成了既定的教学目标，在传授知识、提升技能的同时实现了价值引领。 
本课程设计以 POA 为指导，课本内容为基础，遵循由表及里原则，寓思于教。以长沙为调查对象设

计参观、调查等第二课堂活动，使思政元素源于生活，让学生乐于接受；分设“描述现象–分析原因–

聚焦矛盾–得出结论”四个递进式子任务，以问题链连接各任务，使学生跳出生涩难懂的文本局限，统

领全局地把握作者观点；尝试互联网+课程思政的模式，通过拍摄微视频宣传城市，讲好中国故事，让思

政教育贴近生活，入脑入心。 
总之，大学英语课程的教与学如何与隐性思政教育有效融合，培养能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

展示中国文化的人才，是一线教师需要长期持久探讨与实践的课题。教师需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利

用业余时间自学思政课程、参加关于思政教学的磨课研修或参加、观摩思政教学比赛，提高自身思政素

养，防止在挖掘思政元素时千篇一律，趋于同质化，或流于表面或过于晦涩，无法引起学生共鸣。在教

学方法选择、教学活动设计等方面充分考虑如何将思政元素适时、无缝植入专业课教学中，找准思政元

素与教材内容的切合点。充分发挥第二课堂的作用，将教学拓展到课堂之外，同时考虑时间的合理分配

和学生的学习负担等因素，以期达到课程思政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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