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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发展的新形势下，作为高等教育新兴且特殊的群体，来华留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成

为高校思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面临挑战。在留学生的必选通识课“中国概况”课程中开展思政教

育具有必要性。本文立足“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理念，以这门课程为对象，探究其教学中将价值引领融

入知识传授中的功能体现和实现途径，探析在留学生“中国概况”课程教学中开展课程思政的可行性和

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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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a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fer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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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to the overseas students, which is a quite new group of population in universities, is indispens-
able and challenging. Perform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y integrating values guidance 
into knowledge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of “China Panoram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feasib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ossible ways to offe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the overseas students 
in the course of “China Panorama” by integrating the value guidance into knowledge delivering on the 
basis of the teaching reform theory “cours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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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 12 月召开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到

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

程，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1]。在这教育“大思政”的背景下，2017 年 5 月，“课程思

政”被纳入中央《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从地方实践探索转化为国家战略部署。推进“思

政课程”走向“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成为全国上下各高校探索的新课题。“课程思政”是指以构建全

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的形式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并行，相辅相成，更好实现“立德

树人”这一教育的根本任务。这种理念下，所有的课程都具有育人功能，所有的教师都负有育人职责。

因而它不同于以往独立开设的思政课程，它是把思政教育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全过程，把教书育人落实

在各门课程的课堂教学中，将育人元素融入知识教学，实现溶盐入汤、育人润物细无声的思想教育效果。

来华留学生是近几年高校的新兴且特殊的群体，对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当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的组

成部分，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 

2. 在留学生教学中开展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近几年，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不断提高和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来华留学生数量也不断增加。

他们作为我国高校中一个新兴且特殊的群体，因为来自不同社会意识形态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

和教育经历，思想认知、理想信念、价值观和道德准则等与中国学生具有很大差异。这些导致留学生在

中国的学习和生活存在适应障碍，出现不良行为，甚至给所在学校和中国社会带来问题。比如，部分留

学生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各类政策存在认识片面，一知半解的问题。对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和道德准则

不认同。他们对诸如“中国制造”、“独生子女政策”、“一党执政”这些具有明显中国这会主义特色

的事物甚至存在深刻的误解和不友好的态度。同时，一些来华留学生行为不文明、不道德，法纪观念差，

不遵守学校和社会规章制度。部分学生学习态度不端正，学习自觉性差。他们逃课旷课、上课迟到、作

业拖欠、考试作弊、论文抄袭。这些问题让我们意识到对留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非常必要。作为在高

校长期从事留学生教学的一线教师，我们认为在留学生课程教学中进行“课程思政”的探索将会大大助

力留学生的思政教育。以“课程思政”理念为指导，挖掘留学生课程中思想教育的元素，将其清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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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化，常规化，实现留学生课程教学中渗透着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让这种渗透在课程里的润物细无

声的思政教育帮助来华留学生了解并认同中国的制度、道路、文化和价值观等，引导他们理解并践行中

国的精神文明和道德规范，从而改善他们的行为，提升他们的素质，使其成为“知华，友华、爱华”，

能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的人[2]。 

3. 留学生“中国概况”课程中思政教育功能的具体体现 

“中国概况”课程是国家教育部规定的我国高校来华留学生的必修课。这门课程以中国国情和社会

文化为纲，系统介绍中国地理、历史、思想、文化、习俗、科技、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及发展。通过本

课程的教学，使留学生全面了解中国的方方面面，具备一定的中国国情知识，拥有中国文化素养，在“知

华”的基础上，日渐拥有“友华、爱华”的情感。作为来华留学生的中国国情和文化课程，这门课在留

学生中的思政教育功能是非常明显的，主要表现在： 

3.1. 帮助来华留学生客观地认识中国，树立正确的中华观，消除之前的片面认识和误解 

初来中国的留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的认识存在偏差甚至误解，也因此对中国的某些事物

存在抵触甚至敌对情绪。“中国概况”课程通过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等方方面面客

观详实的介绍，以及与学生来源国家进行比较，让留学生全面地了解真实的中国，消除之前的误解，从

而真正了解中国，拥有正确的中华观。 

3.2. 促进来华留学生深入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拥有良好的中国文化素养，追求中国精神 
文明和道德规范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社会秩序和生活风尚的根基。“中国概况”

课程在系统介绍中国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同时，组织开展各种中国文化的体验活动。让留学生不仅仅

只是在课堂上听到中国文化，还让他们通过参加各种文化活动亲身体验和感受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从而认识到当前中国良好的社会秩序和风尚与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3]。灿烂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

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和追求，是当前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经济蓬勃繁荣，人民生活幸福康乐的基

石。认识到这些，留学生逐渐养成中国文化素养，认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自发追求中国精

神文明和道德规范。 

3.3. 增强来华留学生宣传中国的积极性，使他们怀有深厚的爱华情义，赞赏并主动传播 
中国文化 

中国当前良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并非一朝拥有，而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中国概况”课程向

留学生展现真实的中国经济发展路程，分析近年来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取得翻天覆地变化的原因，用事

实说话，使来华留学生切实认识到我国政治制度和社会体制的优越性以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高效性等。

从而理解并认可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自信。自然而然地喜爱中国，赞扬中国并传播中国。 
基于这些课程中的思政教育功能，“中国概况”课程教学中的思政教育可以贯穿在课程教学内容几

乎所有的章节中。以下是几例我们教学团队在 2018 和 2019 年留学生“中国概况”课程中开展课程思政

的具体实践和成果。 
在“中国概况”第一章“中国地理和人口概貌”的教学内容中，我们在概览全部知识点时着重跟学

生强调中国土地广阔，资源丰富，但是地貌复杂，西北多沙漠，西南多高山，不适宜生存生活这一特点。

同时引导学生了解中国人口在解放战争之后的二十年里急剧增长，积累了巨大的人口基数，如果不实行

计划生育将会有灾难性后果。这样的国土特点和人口基本国情是中国包括“计划生育”政策在内的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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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历史背景和制定依据。清楚这些之后，原本对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充满敌意的学生开始能够理

解当时政府的举措，对中国东西地区存在较大贫富差距也能理解其地域特点的原因，而不再是一味地动

不动从人权和不平等方面批判中国。这样将真实的中国国情展现给他们，消除了他们之前对中国一些事

物和现象的错误认识，实现了真正的“知华”，为将来他们“亲华”奠定基础。 
在第二章“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教学中，全面介绍中国的政治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基础上，我们选

择特别聚焦于中国异于西方很多强国的“一党制”。学生深入了解中国一党制的历史发展和取得的巨大

成就。同时与多党制进行比较，并对孰优孰劣进行辩论，通过深入了解，对比和辩论，学生对中国一党

制认识更为全面客观，评价也更加尊重事实。实际上，留学生群体一开始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就是一党专

政，一党专政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4]。在我们教师有意识在这个点上挖掘思政教育元素后，许多学生在

课程学习后明显认识到一党制的优势，对中国一党制带来的历史巨大进步充满赞赏，逐渐认同我党的领

导和路线，进一步亲近中国。 
在第三章“中国历史”的教学中，我们向留学生梳理中国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和重要历史人物事件。

将思政教育的点放在中国近现代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中，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新民主主

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旧中国逐渐变

成一个繁荣强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中国。通过对这段历史的深入学习，留学生认识

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的必然性和优越性。 
在第四章“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教学中，我们重点讲解儒家思想及其影响。儒家思想在教育、道

德、社会关系等方面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因材施教”，主张学生创造性思维，不“因循守

旧”，强调学生需独立自主学习以及批判性思考，这些儒家思想中的教育理念至今推动着中国现代教育

教学目标和教学形式的完善。当前中国高校“双一流”建设提出一流本科教学要“帮助学生养成问题意

识、质疑精神、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这样的目标和要求闪耀者儒家教育思想的光芒。同时，儒家

思想倡导统治者要实行仁政，注重以人为本，关注普通老百姓的生存和生活。尊崇仁、义、礼、智、信，

要求人与人之间讲究礼节、诚信，追求行为文明和精神高尚。在抗击 2019 年底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中，

中国政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抗议方针，中国整个社会上上下下履职尽责，竭忠尽智，舍身

忘我，团结一心，自强不息。在这场斗争中，这样的名族精神和个人品格为世界所瞩目，而这些我们都

能从儒家思想中找到它们的根。几千年来，儒家思想一直引领着中国精神，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也可谓是儒家思想在新时代的传承和发展。通过把传统儒家思想与当下中国的发展实例相关联，留

学生很好地理解了中国的现在和几千年前的儒家思想的关系，逐渐认同并自觉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和当前

的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明礼崇德，追求高尚。我们也发现这个章节

的学习之后，留学生不顾校纪校规，旷课，迟到，考试作弊等不良行为明显减少。 
在第五章“中国传统节日”的教学中，除了讲解重大传统节日的起源、习俗等文化知识以外，我们

通过在课后开展中国文化体验活动挖掘思政教育元素。我们组织“与中国人一起过节”的文化体验活动，

为留学生创造亲身体验和感受中国文化的机会。比如，在一起过中秋节的文化体验活动中，留学生与中

国学生一起参加月饼制作、玉兔描画、讲中秋节故事、诗歌朗诵等活动。不仅进一步认识了中秋节的起

源和风俗，还深入感受了中国人在中秋节望月思乡、赏月抒怀、月圆人团圆的文化内涵。留学生也了解

了嫦娥奔月、月中蟾蜍、玉兔等古老的神话传说，感受中国人民的想象、审美和追求。结合中国航天事

业的发展，帮助留学生理解“嫦娥”、“玉兔”等文化意象在中国当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感受中国人

民一代代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民族精神，也在某种程度上激励了留学生更加勤奋好学，不断进取。通

过将课堂授课与课外文体验活动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我们将增强文化自信的思政教育元素与知识学习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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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有效地传授、传播中国优秀文化，展现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 
在第六章“中国饮食文化”的教学中，我们特别加入中医的食补养生文化。“五行”、“天人合一”、

“治未病”、“阴阳平衡”等中医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诠释了中国人对生命、自然和万事

万物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以及独特的保护生命、守护健康的养生之道[5]。这些启发留学生了解中国人的饮

食习惯和生活方式背后的指导思想，引导他们敬畏大自然，尊崇万事万物之间的关联，并关注自己的生

命健康，寻求合适的养生方法。 
总之，“中国概况”课程思政以中国国情和文化为主线，在介绍中国地理、历史、人口、思想、政

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知识时，挖掘其中的思政教育元素，将“价值引领”融入“知识传授”中，使思

政教育如溶盐入汤，润物细无声。留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正确地认识中国，由衷地认同中国制度和道路，

情不自禁地喜爱并传播中国文化，宣传中国，成为真正知华、友华、爱华，能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

力量的人。 

4. “中国概况”课程思政教学的实现途径 

4.1. 修订教学大纲，将思政教育明确纳入教学目标 

之前的教学大纲中，“中国概况”课程的教学目标多聚焦于向留学生传授中国国情和文化知识，没

有明确的对留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目标。开展课程思政后，我们在原来大纲的基础上，将在课

程中对留学生进行思政教育明确写进大纲，使其显性化。并将思政教育的目标设定为挖掘中国国情和文

化知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通过课堂授课与课后各类文化体验活动相结合，使留学生树立正确的中

华观，培养他们的中国文化素养，促进他们对中国制度、道路、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成为明礼尚德，

追求高尚的，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能有贡献的人[5]。 

4.2. 提升师资质量，提高教师的思政教育素养 

在留学生教学中开展课程思政，“中国概况”课程的任课教师只具备中国国情和文化方面的知识是

不够的。老师们还应结合时代的发展，更深入地学习中国共产党党章及党的各类文件，了解党正在做的

事，让自己拥有较高的党性，确保自己的教育实践与党的方针政策保持一致，符合时代的发展，这是课

程思政教育的政治保证。同时老师们还应注重培养自己的国际视野，关注国内外的发展局势，了解国际

时事，涉猎世界各国的国情和文化，并能进行精准对比，在比较中凸显中国文化的特色和精髓。唯有文

化素养和政治素养同时完好地具备，才能在留学生教学中有效地开展课程思政。 

4.3. 完善教学内容，挖掘更多的思政教育元素 

在留学生教学中开展课程思政，“中国概况”课程的教学内容就不能只停留于中国情和文化知识，

需对每一个章节的教学内容和形式进行进一步研究和完善，挖掘其中的思政教育元素。两年的探索中，

我们不断完善每一个章节的教学内容和方式，力求每一个章节都有教学环节能够触动留学生，实现他们

或更加客观正确地认识中国，或对中国的制度和道路更加认同，或生出对中国由衷的喜爱。 

4.4. 改革教学形式，拓展思政教育渠道 

在留学生教学中开展课程思政不能仅仅依赖于课堂教学，还应结合课堂教学，与学生工作线结合开

展各类课外文化体验活动，拓展思政教育渠道，从而提升思政教育效果[6]。我们组织学生开展“与中国

人一起过中国节”、“中国传统故事讲述比赛”，“进入社会现场感知中国”等系列活动，带领学生走

出课堂、走近中国人、去企事业单位、进入普通家庭、置身文化活现场进行实地体验和感受。这些课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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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体验活动为留学生提供了近距离亲身体验和感受中国文化的机会。展现在留学生面前的中国国情

和中国文化更加生动、立体、直观，对学生更能造成情感上的触动。这些活动也直观鲜活地向留学生展

示了中国当前经济蓬勃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现状。学生通过亲身体验和感受，切实地

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文化价值观的优越性，从而生出对中国的喜爱之情。 

4.5. 改革考核模式，检验思政教育效果 

考核是为了检查教师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成果。既然思政教育是课程的教学目标之一，最后的

考核内容和方式必须涵盖思政教学的内容。除了在期末笔试中通过命题或半命题形式让学生自由表述从

而来看他们对中国的认识、认同和喜爱之外，我们通过形成性评估的方式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设计形式多

样的考核，多层面地考查学生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考察思政教育的效果。 

5. 结语 

来华留学生作为新兴的、不断壮大的高校学生群体，对其进行思政教育是留学生管理和教育的重任

之一。“大思政”背景下，课程思政是趋势也是必然。作为留学生的必修通识课程，实践证明在“中国

概况”课程教学中开展课程思政，将对留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堂，不仅具有可能性和可行性，

还具有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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