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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围绕外语专业文化课程的性质与特点，以《世界文明史》课程为例，探讨专业课程教学与建设中有

效融入“课程思政”的具体策略与实践路径。为落实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外语专业文化课程的教

学应充分挖掘课程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思政元素，更新教学理念、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增强

专业课程的协同育人能力，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相统一的全方位、立体化

外语教育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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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e courses for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and 
taking the course of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s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st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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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es and paths for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specialized 
courses.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tasks of morality cultiva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culture courses for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should fully explore ideological-political elements in 
curriculum knowledge system, renew teaching philosophy, optimize teaching contents, and inno-
vate in teaching methods, thus enhancing their abilities i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Hopefully, a 
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ion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teaching, ability development and value construction could be re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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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5 月 28 日，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提出要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

政建设，“发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

人大格局”。在此背景下，外语专业文化课程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深入挖掘课程知识体系

中所蕴含的思政教学资源，通过教学理念的更新、教学内容的优化、教学方法的创新，增强专业课程的

协同育人能力，实现外语教育在“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1]上的统一，帮助学生塑

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符合国家战略与社会需求的德才兼备的国际化、复合型外语人

才。据此，本文以外语专业文化课程《世界文明史》为例，探讨如何通过思政教学改革深入挖掘专业课

程的育人功能，助力全方位、立体化的外语教育建设。 

2. 教学理念与德育目标设计 

外语专业文化课程是“以文化为核心概念凝聚起来的一系列相关课程”[2]，是外语专业语言、文学、

文化三个核心要素之一。2018 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印发的《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作为外

语专业本科教学的纲领性文件，强调了外语专业的“人文”[3]属性，文化课程的价值因此得以进一步凸

显。 
外语专业文化课程主要分为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与跨文化三大类，包含在专业核心课程与专业方向

课程之中。根据有关学者对各类院校文化课程开设情况的调查，“西方文化课程作为主体比较突出”[2]，
主要包括所学外语国家概况、西方文化概论、西方文明史等课程。正是基于外语专业文化课程的性质和

现状，有学者担忧可能存在着重“外国文化，尤其是以英语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轻民族文化现象”

[4]。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软实力竞争不断加剧的今天，文化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关涉到国家文化

利益和文化安全，因此的确不可小觑。尤其是大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形塑的关键时期，价值思维与价值选

择方式尚未定型，东方的与西方的、传统的与现代的等多维度的价值观冲突，势必会造成他们在价值选

择上的混乱与迷失。因此，高等教育作为“现代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建设和传播最重要的机制”[5]，有责

任给予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引导。 
2020 年 4 月 25 日，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明确提出要将立德树人作为外语教育的“根本”，倡导通过创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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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学方法，探索外语课程的“思政新模式和协同育人新举措”，培养“具备沟通能力、人文素养、中

国情怀、国际视野的英语专业人才和复合型英语人才”[6]。外语专业文化课程，作为外语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理应主动融入高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发挥应有作用。 
落实到具体的外语专业文化教学中，首先应避免“文化自我殖民”现象，确保本土文化自觉不被压

抑，文化特性不被其他文化取代或同化，树立文化主权意识；其次，在西方文化教学中同步跟进中华传

统文化教育与核心价值观教育，培养学生坚定的本土文化认同感，增强文化自信；再者，通过不同课型

之间的补充与互动，建立更为完整的文化知识体系，使学生能更为客观地看待世界各文明与文化，并通

过不同文明与文化之间的比较，认识、理解和尊重其差异性，形塑文化多元化意识。 
《世界文明史》课程便是对以英美文化为尊的西方文化课程的有益补充。该课程从历史的视角，描

述世界文明演进的基本过程，揭示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其教学的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主要是使学

生通晓世界史，能对文明的特点和演进规律进行归纳和总结，能对东西方文明的源头进行探索和解读；

了解各历史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及主要人文思想，能用比较的方法、全球的视野来看待历史、审视人类

文明，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理性分析；能辨认和解释相关术语，具备熟练的英语阅读能力和连贯的英语

表达能力，具备较高的逻辑思维能力，具备一定的中英文文献检索能力和学术研究能力。 
在专业课程思政这一教学理念的指导下，笔者所在的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该课程的思政建设过程

中，着意增加了对课程教学大纲中“德育目标”的设计： 
1) 了解世界文明的历史发展脉络，掌握各历史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及主要人文思想，能拓展学生的

文化视野，提升人文素养。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采用跨文化的角度反省本土文化，站在本土文化的立

场去思考和评判外来文化，可以培养他们的思辨能力和创新精神，为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打好人文基础。 
2)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理性分析，对在世界范围内东、西方文明的产

生、发展和演进过程进行探讨和研究，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有利于加强对当代世界的了解，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更深刻地认识当今世界的发展进程和走向，可以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经验和教

训。 
3) 对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正确认识，有利于增强中国文化自信，培养学生的家

国情怀。 
4) 在历史教育中穿插国情教育和主流价值熏陶，引导学生理解社会制度的历史性变革和中华文明取

得的历史性成就，可以提高学生的历史感、社会责任感和主体意识感。使学生在把握几千年世界文明演

进规律的基础上，更加自觉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发，为实现中国在 21 世纪的和平崛起而拼

搏，使我们的栋梁之才能胸怀世界，放眼全球，敢于应对国内与国外的实际挑战。 
通过德育目标的融入，外语专业文化课程对现实的观照得以凸显。在个人发展与国家、民族命运的

交汇点上，学生的国际视野与家国情怀、文化主权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都得到了有效形塑，体现

了专业课堂主渠道育人的重要作用。 

3. 教学内容及思政教育融入路径 

《世界文明史》课程从文明演进的视角出发，时间上贯通古今，空间上跨越各文明界限，系统探讨

世界各文明的发生、发展、演变，以及它们的成就、特征与差异，内容涵盖地理、历史、宗教、艺术、

文学、政治、哲学、法律、科学、建筑等各个方面，对于学生了解“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知识”，

形成“跨学科知识结构”[3]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相关学者提出的“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学科属性为引导”、“以学校特色为依托”的教学

素材思政内容建设“三大原则”[7]的指导下，教学团队对该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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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针对课程本身的性质和特点，确定了以下几个原则： 
首先，摈除西方中心的视角，将世界各文明放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观照，强调联系，而非排他； 
其次，拨开繁杂的历史线索与事件，在原教材内容的基础上进行筛选、补充、重组和优化，力求在

每一重大文明的框架内择取最能反映该文明特征的内容，将探讨的重点放在社会与文化维度上，将语言

能力的培养和人文素养相结合； 
再次，兼顾各文明的独立演进与彼此交融，通过增加中–外、东–西、古–今文明之间的互鉴，拓

宽文化教学的视野与深度，增强对中华文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与自信。 
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世界文明史》课程的思政内容建设，除了在原有教材知识体系中挖掘诸如

可以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责任意识，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类的德育内涵之外，主要从以下几个

方面着手促进思政教育的融入： 
1) 结合社会热点事件，提升文化敏感度 
例如，在介绍南亚次大陆的地理概貌时，结合“珠峰重测”的热点事件，通过对比中外主流媒体对

珠峰的英文表述，探讨两种命名背后的历史与文化维度，从而引申到对珠峰重测事件的政治与文化意义

的解读，增强民族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在介绍苏美尔文明时，引导学生分析所谓的“近东”是离谁“近”？

在谁之“东”？通过对“近东”、“远东”这一系列政治地理术语的思辨，启发学生辨析概念背后的“欧

洲中心论”，从而正确认识各文明在人类历史上应有的地位和影响，在提升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同时，提

高学生语言与文化的敏感度。 
2) 通过中西文化比较，增强文化意识 
例如，介绍古希腊哲学时，注意引导学生有意识地对苏格拉底与孔子在思想学说、生平著述、后世

影响等方面的异同进行比较，在拓宽学生学术眼界的同时，通过补充经典文献的阅读，尤其是中华优秀

典籍的阅读，强化中国文化意识，增强文化自信；同样，在介绍中国古代先秦时期儒家、法家学说时，

也可以通过与约翰·洛克、托马斯·霍布斯等在政治哲学方面之论述的比较，引导学生从文明互鉴中，

认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和世界影响力；在介绍古希腊神话时，可以引导学生将古希腊神话与中国古代

神话进行对比，反观中西文化传统中“和”与“争”、“德”与“力”、“礼”与“约”、集体与个体

等方面特质的不同以及在历史长河中持续发挥的影响，启发学生思考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必要性与可

能性，从而积极探索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具体方法和路径。 
3) 运用中国话语理论，提升文化自信 
例如，在介绍古印度宗教文明中佛教这一板块时，由一本汉学家的著作《佛教征服中国》为引，启

发学生思考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是“佛教征服了中国”，还是“中国征服了佛教”？引导学生运

用“变异学”这一源出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来探讨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变异，并通过这一中国

本土文化吸收、接纳外来文明突出而成功的范例，启发学生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对待外来文化。 
总之，作为专业课程，《世界文明史》在内容建设上应着力凸显外语学科的人文属性，不仅要帮助

学生了解世界文明的发展历程，还要能拓展学生的文化视野，用经典题材透视外语国家的历史和文化，

用热门话题反映现代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提升人文素养和文化自信。 

4. 教学模式改革与团队建设 

外语专业文化课程的教学，总体来说应当以人本主义、建构主义及交互式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利

用现代教育技术，改革教学模式和方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引导

学生由被动接受型学习者转变为主动探索性学习者。由于“00 后”的大学生已经习惯使用手机、电脑开

展学习，因此本课程较多运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信息化网络平台作为教学的辅助手段，将以教师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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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满堂灌”式的传统课堂，转型为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导的项目式(project-based)、任务式

(task-based)、交互式(interactive)课堂。同时，在课程建设的过程中，应注意用系统性思维推进专业课程

思政融入水平的提升。 
就《世界文明史》课程而言，主要采用线上线下、课堂内外、信息化教学与传统教学相结合的混合

式教学方法。依托移动互联网和“超星学习通”教学信息化平台，将教学环节分为：课前准备、课堂教

学和课后拓展三个阶段，注意将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学的全过程，潜移默化地实现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

以《古埃及文明》节段为例： 
1) 课前准备阶段 
设计课前讨论题，要求学生查阅资料，了解非洲的地理与气候条件，并阐述其对古代埃及文明的影

响。通过对学生完成情况的分析，删繁就简，对本章节的内容进行重组，确定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同时，

依据教学内容，做好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和具体融入方法的设计工作。 
2) 课堂教学阶段 
运用基于 BOPPPS 教学模式的“五步”教学法，重点及难点内容详讲，辅以启发、探讨、合作等方

式进行互动式讲授。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的作用，将“四个自信”、

“四个意识”融入课堂教学之中，提高课程育人意识。例如，在对古埃及法老的性质与地位进行充分阐

释的基础上，让学生将集军、政、神权于一体的古埃及法老与现代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在头衔、任期、行

政权力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古–今对比，拓展认知思维。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

还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了解和认同现代民主制度。 
3) 课后拓展阶段 
通过“学习通”平台布置课后作业与延伸阅读资料，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鼓励学生结合专业

知识点，分析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事件；鼓励学生组建研究团队，紧密结合当今国际局势与中国实际，开

展古–今、东–西、中–外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引导学生站在本土文化的立场去思考和评判外来文化，

并提出挑战性或批判性问题。 
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上的变革，可以更好的激发学生的探究热情和问题意识。生–生、师–生之间

的合作与探讨，培养了学生的合作精神、责任意识，能促使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小组讨论、海报

展示等课堂活动，还可以相互激发，拓宽人文视野，增加对当代世界的了解，形塑有容乃大的世界观。

在一次次思想的交锋中，学生的表达能力、思维能力、道德情操、理想信念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专业课程的思政建设，推动了教学目标的更新、教学大纲的修订、教学内容的优化、教学方式的改

进，使学生受益的同时，也对任课教师的自身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参与思政建设的外语教师不仅要

有扎实的语言功底、深厚的人文素养，还要具备必要的思想政治修养、意识和思政能力。这需要外语教

师通过培训、学习，“不断提高政治理论素养”，“不断提高中国历史文化素养”，“不断提高紧贴社

会实际设置议题的能力”[8]，也有赖于课程教学团队的合作共建和集体攻关。中南大学的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项目，注意在专业课任课教师与思政课教师或思政工作人员之间搭建共建平台。思政课教师或思政

工作人员的加入，无疑有助于保障思政项目做到政治站位足够高，知识传授足够准，思政教育足够细。

跨学科的共建与合作，有助于深入挖掘和梳理专业课程中的德育元素，充分发挥课程的育人功能，实现

高校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和全员育人的大思政格局。 

5. 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和多元文明对话的新形势下，外语专业文化课程应充分发掘和发挥育人优势，在中–

外、东–西、古–今互鉴中，加深学生对中华文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理解，对人类命运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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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认识和体会，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包容心态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积极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

果，并在国家发展和个人前途的交汇点上规划人生，为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打好人文基础，为祖国建设

准备好国际化、复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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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课程思政建设研究项目：“以史明志、鉴古通今——《世界文明史》课程思政建设研究”(项
目编号：2021KCSZ065)；中南大学教学学术研究项目：“新文科视域下专业文化类课程研究性教学模式

探究”。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教高[2020] 3 号) [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2020-06-01.  

[2] 张卫东, 冯梅. 基于调查分析的英语专业文化课程体系构建[J]. 教学研究, 2019, 42(5): 89-93.  

[3]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4] 杨维东. 外语教育中存在的文化与意识形态问题及应对[J]. 外语教学, 2015, 36(5): 73-76.  

[5] 钟新文. 青年懂中国, 才能接好棒[N]. 人民日报, 2014-09-06(004).  

[6]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

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上): 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南[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0.  

[7] 徐锦芬. 高校英语课程教学素材的思政内容建设研究[J]. 外语界, 2021(2): 18-24.  

[8] 陈法春. 外语类本科专业课程思政内容体系构建[J]. 外语电化教学, 2020(6): 12-16.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2046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外语专业文化课程思政建设
	摘  要
	关键词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Culture Courses for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教学理念与德育目标设计
	3. 教学内容及思政教育融入路径
	4. 教学模式改革与团队建设
	5. 结语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