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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课程思政背景下，以大学英语课堂为基础，以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为核心问题，

构建大学英语“一体两翼”能力培养模式。通过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评价机制进

行改革，对如何把思政元素自然融入大学英语课堂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提炼，多角度剖析教学现

象，力争找准凸显思政元素的切入点，从而达到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

力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潜移默化地塑造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厚值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关键词 

思政元素，大学英语，一体两翼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One Body and 
Two Wings” Ability-Cultivating Mode of  
College English unde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urse 

Xiaomin Sun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Shaanxi 
 
Received: Sep. 6th, 2021; accepted: Nov. 30th, 2021; published: Dec. 7th, 2021 
 

 
 

Abstract 
Based on college English class, cultivating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inter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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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cation ability as the core problem, “One body and Two wings”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mode is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reform of teaching objectives,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
thods and evaluation system of teaching,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refines the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how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naturally into college English classes, dis-
sects teaching phenomena from different angles, and strives to find a proper breakthrough of 
ideological element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improving th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English skills,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deep-
ly to develop the students’ outlook on life, values and world view, and strong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sense of national p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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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培

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彻教

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1]我国社会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时期，各类矛盾交织、价

值多元碰撞、社会环境复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难度加大，仅仅依靠思政课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

教育远远不够，价值引领明显不足，迫切需要发挥各个学科优势，彰显各门课程特色。长期以来，大学

英语教学重工具性、轻人文性，重西方文化、轻中国文化，忽视对学生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的培养，

大学英语教育的深厚文化内涵未得到开发。教师只重视语言知识的传授，忽视对学生综合素养的培养，

尤其在对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价值引领和世界观塑造方面存在不足，导致思政教育无法得到有效发挥，

育人内容不能贴近教材，教书与育人未能有机结合。因此，迫切需要探索新的大学英语课堂培养模式。 

2.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现状 

1) 大学英语教学目标脱离社会需求，多数教师在讲授大学英语课程时更注重对语言技能和语法的灌

输，一味地传授专业知识、融入西方文化背景，注重学生笔头功夫，注重对知识的机械记忆，缺乏用英

语分析和对比中西文化差异的能力，缺乏用英语表达去伪存真的能力，忽略了中国文化，缺乏文化自信，

往往造成部分学生崇洋媚外的思潮，什么都是西方国家的好，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树立和培养，

违背了教书育人的本质。教学安排缺少思政理念，无法用正确的价值观去引导学生进行思考，立德树人

理念难以融入。 
2) 教学内容枯燥乏味，与日常生活脱节严重，偏离大学生年龄和思想轨道，思政内容生搬硬套，没

有进行系统性梳理，没有区分度和科学精准的教学指导，最终导致课堂和思政不相融现象；学生上课只

输入不输出，如实体录音机在线，只录音不放音，缺少实践；久而久之，学生对教学内容不感兴趣，缺

乏是非辨别缺乏意识，缺乏文化传播能力，更缺乏将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传播出去的能

力和见识，不会表达自己国家的文化和习俗，一度造成了“中国文化失语症”[2]。学生运用英语课深入

探讨和交流复杂问题和学术问题的能力欠缺，整体批判性讨论能力较低。整个教学实践只是简单地贴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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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仅有课程，鲜有思政温度；或者只有课程，没有课程智慧。 

3.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意义 

大学英语作为高校基础课程，综合素质强、受众面广，在课程思政方面肩负着“守好一段渠，种好

责任田”的重要使命，立德树人也因此成为大学英语教师的神圣使命和岗位责任，牢记育人本质，把握

学生需求，充分发掘大学英语课程所蕴含的思政元素，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深受教育和浸染，增强跨文

化交际意识和能力，同时发展自主学习能力，提高中华文化素养，使他们在学习、生活、社会交往和未

来工作中能够有效的使用英语，满足国家、社会、学校和个人发展的需要，亟需把价值引领、能力培养

和知识传授贯穿于日常课堂教学当中。为解决大学英语课和思政教育生搬硬套、“两张皮”的问题，“要

用好大学英语教学这个主渠道……使大学英语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因此，

迫切需要改变之前大学英语传统教学方法，提倡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引导，从社会现实问题着手，

用现实问题引领课堂，鼓励、敦促教师采用“批判性讨论”的方式组织大学英语课堂教学，提升学生的

英语综合运用能力、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即“一体两翼”[3]能力的构建显得尤为必

要和迫切。 

4. “一体两翼”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4.1. “一体两翼”的内涵 

“一体”即建立在听说读写译基础上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的培养，“两翼”即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

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4.2. “一体两翼”的探索与实践 

“一体两翼”能力培养模式通过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评价机制进行改革，对

如何把思政元素自然融入大学英语课堂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提炼，多角度剖析教学现象。 

4.2.1. 教学目标的改革 
2017 版《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中指出大学英语课程目标，即培养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增强跨文化

交际意识和能力，同时发展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使他们在学习、生活、社会交往和未来

工作中能够有效的使用英语，满足国家、社会、学校和个人发展的需要。因此，课程目标要满足社会需

求，适应时代发展，紧跟科技前沿，把思政元素默化到大学英语课堂，首先就要进行教学目标的重塑。

本文将从基于培养学生知识、能力和素养目标三个方面即“一体两翼”模式进行论述。 
知识目标(一体)：以提高学生英语听、说、读、写、译的能力为基础，以思政为导向，来达到提高英

语综合运用能力的目标。 
能力目标(左翼)：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能力、正确认识中西文化差异、合理且有效论证中国方案

或智慧的能力。掌握批判性思维方法，分析西方立场差异和中国处理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进行理性思考。 
素养目标(右翼)：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坚定四

个自信，厚植家国情怀，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 

4.2.2. 教学内容改革 
为达成“一体两翼”能力培养目标，就必须先从教学内容着手，以教材为主，以挖掘教材、梳理其

蕴含的思政元素便成为教学的首要任务，要深入钻研教材，在反复推敲、全面领悟的基础上，对教材进

行居高临下的把握，找准“思政内容”与单元主题的契合点，将成为课堂创新的重中之重。通过系统性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1.96267


孙小敏 
 

 

DOI: 10.12677/ces.2021.96267 1606 创新教育研究 
 

的课程设计，以无缝对接和有机相融的方式，建立生成性和内在契合关系，做到基因式融合。就大学英

语课程而言，从聚焦单元主题到语言学习，引导学生用英语探讨国计民生中的热点问题，就能做到“思

政”与英语表达能力相长，将思政元素自然融入大学英语课堂。比如：我校视听说教材使用的是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新视野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这套教材在内容选取上多涉及英美国家的人物、

节日和风土人情，对中国文化提及的比例不 1.3 [4]，那在进行钻研教材内容及融入思政元素时，就恰如

其分地引进中国文化元素。以第四册第二单元话题 Getting older, getting wiser?为例[5]，很多同学一开始

非常赞同这个观点，认为是真理级的，毋庸置疑。但经过小组辩论及分析之后，学生们最终得出结论，

并不是所有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变得睿智，这跟一个人的知识积累、阅历和意识层次密切相关。学

生在相互的辩论过程中，批判性思维能力得到了有效培养。另外，对于本课涉及年龄段的称谓内容，笔

者在上课前通过一副对联导入，上联：花甲重逢，增加三七岁月。下联：古稀双庆，更多一度春秋。通

过这个对联，要求学生精准算出这位老者的具体年龄，进而对比不同年龄段称谓的英汉表达，学生们通

过呼叫度娘，分工协作，大大提高了英语学习兴致，弘扬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树立了学生的民族自豪

感，增强了文化自信心。 
其次，以补充资料为辅。教师还应该敢于超越教材，可以对教材内容进行大胆取舍，在教材单元主

题思政元素欠缺时，及时地进行资料补充。当然，补充资料要选择贴近学生思想特点、贴近时政的内容。

所选材料也可以加入有关中国文化、历史、哲学、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文章，或是对中国历史上和当代

的英雄人物、思想家和政治家的人物介绍访谈，在课后口语练习部分，可以布置一些关于中西方文化对

比的讨论题或者时政辩论题，如：面对重大疫情，中西方国家所采取的态度和防控措施对比，树立学生

民族自信和自豪感。同时，要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要从贴近学生学习和生活问题导入，更要贴近时事，

以此产生教与学双方的心理共鸣，用学生乐于接受的表达方式，让学生融入课堂，既紧扣时代发展又回

应学生关切，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参与度。总之，要以问题牵引内容载体，综合时事新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文化交际和现代信息技术，制定详细的教学计划，搭好课堂的“脚手架”，充分

挖掘教材思政元素； 
最后，利用教学工具对思政内容进行“二次加工”。当前，我国正处于飞速发展的信息化爆炸时代，

英语课堂的教学工具也随之发生改变，不再是单一的黑板加教参了。在互联网＋的时代，教师可以充分

利用互联网平台，如英语慕课、各种英语学习 APP、问卷星等辅助教学活动。就思政元素挖掘而言，思

政网的“高校思政供稿系统”可以成为典型经验的交流学习平台。充分利用线上资源进行补充素材的“无

缝对接”，搭建与学生讨论互动的平台，把思政元素融入大学英语课程设计。 

4.2.3. 教学方法改革 
1) 实施分级分层、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我校自 2014 年以来进行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一改之前学

生水平参差不齐的大班教学。通过采取新手入校英语测试进行二次分班，开始实行分级分层教学，不同

级别的学生使用不同难度的教材，做到因材施教。 
2) 在信息化时代，积极拥抱新技术，将教与学融入互联网生活当中，采取线上线下的教学模式，利

用超星学习通和 WELearn 教学平台，通过课前任务、课中互动和课后反思不同的教学环节，采取 PBL
问题导向教学法、探究式学习法、对比研究法和经验总结法，利用大数据进行分析，引导学生思考和探

究，以学生“学”为中心，以教师“教”为辅，突出主动性，提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参与感、获得感

和成就感，强化互动、思政融入体现原则，归纳和总结出符合我校学生特点的并有助于培养大学生批判

讨论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教学新模式。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1.96267


孙小敏 
 

 

DOI: 10.12677/ces.2021.96267 1607 创新教育研究 
 

4.2.4. 教学评价的改革 
在教学评价方面，也需要一改传统的一考定终身的考核方式，实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过程性考核。 
传统的教学评价一般采用终结性考核，经常是考勤加终考定学期成绩，这样就导致即使通过考勤来

促使学生上课，也会出现一群手机君、瞌睡君、游戏君，学生课堂参与度低，考试前临时抱佛脚，熬熬

夜也就勉强及格。 
本次教改利用线上线下考核情况，形成性评价加上终结性考核，注重过程性考核，过程性考核占实

施期末总成绩的 50%，全程评价学生的学习过程，并阶段性的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评价。过程性考核的实

施无形中提高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5. 改革成效 

通过系统的研究与实践，大学英语“一体两翼”能力培养模式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学英语课程思政

味渐浓，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也随之提升。同时，由于思政元素的融入，学生开始关注时事新闻，在手机

上安装多个跟英语学习相关的软件，并有意摘抄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英语词汇。不仅培养了学生的爱

国意识和民族情怀，还提高了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知能力，也为四、六级考试中的中华文化翻译部分积

累了一定的词汇。另外，在课堂上设置的提问环节，使学生开始自觉进行跨文化思辨，理性的进行中西

文化对比，摈弃了之前盲目的崇洋媚外，敢于理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课堂气氛也变得活跃起来。和传

统的英语课堂相比，很多学生觉得英语学习的思路打开了，不只局限于语言、语法和句型层面，还要了

解其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文化，也向他们打开了走向世界的一扇窗户，有些学生甚至还发出“原来英语还

可以这样学”的感慨，语言的文化性和国际性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渗透。因此，本文研究不仅唤醒了学

生学习英语的兴趣，而且提高了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与此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和跨文化交际的沟通能力。 
另一方面，团队教师成员也逐渐立足于大学英语课程和思政元素的融入建设，对教学效果不断进行

反思和评价，借助反思推动课程思政发展即教师个人的发展，也是极为有意义的。 

6. 结语 

大学英语“一体两翼”能力培养模式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如参与教学实践的学生专

业术语英语表达能力欠缺，课程内容前沿性凸显不够，专业性融入欠缺，需要加强交叉学科的相关知识。

在新文科建设的大背景下，要加强各个学科之间的交流，过于专业化的单一学科已经无法解决当今社会

的各种复杂问题。跨学科交流和沟通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发展需求，因此，作为基础必修课的大学英语承

载着艰巨的任务，在今后的教学研究当中还需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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