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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深度教学指导下的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是连接教育理论和教学实践的桥梁，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教学理

论指导，后者是对前者的实践和扩展。本文通过阐述深度学习到深度教学的转变，深度教学的特征，提

出深度教学视域下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的四个策略——精准设定思政教学目标、双途径挖掘思政教学

内容、有序组织教学过程，以及综合评价思政教学效果。深度教学理论有效指导课程思政教学实践，实

践检验理论，两者相互促进，不断优化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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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political teaching design in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deep teach-
ing is a bridge connecting educational theory and teaching practice. The latter provides teaching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former, while the former is the practice and expansion of the latter. By 
explain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deep learning to deep teaching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eep 
teaching,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strategies for ideological-political teaching design in for-
eign language cours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deep teaching theory, which are accurate sett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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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objectives in value level, exploring materials related to ideological-political elements 
through two methods, orderly organizing of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ng 
of the effect of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Deep teaching theory effectively guides the practice 
of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while the teaching practice tests the theory. The two promote 
each other, which constantly optimize the ideological-political teach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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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认知科学、脑科学、人工智能和学习技术的持续发展、深化，关于学习和教学的研究开始从对

学习和教学的形式与技术层面的关注，逐渐走向对学习过程的探索[1]。超越对符号知识的浅层占有，重

视深层次学习，追求知识的意义达成，几乎已成为教学改革的方向[2]。近二十年来，技术促进深度学习

的教学设计，虚拟环境中的深度学习，形成性、终结性等综合评价对深度学习的影响，学习环境对深度

学习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研究表明，深度学习，需要深度教学的指引[3] [4] [5]。 
国内的课程思政建设从 2014 年开始萌芽，经过多年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摸索，逐渐走向深层性、系统

性的关键期[6]。特别是在教育部于 2020 年 5 月份发布《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之后，课程思

政教学在全国高校范围刮起新风。对外语类课程而言，课程思政更具特殊意义。众所周知，外语课程涉

及中西文化的交融，教材内容涉及较多中西方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因此如何

通过课程教学，积极塑造学生正确的价值观、生活观，显得非常重要和迫切[7]。 
鉴于此，本文尝试梳理深度教学的内涵和特征，探究外语课程思政的深度教学设计，为丰富深度教

学的理论和实践体系提供新的思路，同时以大学英语课程片段设计为例，结合语言类课程特点，通过实

践，形成合理、可行、有效的深度教学设计策略，丰富深度教学理论在课程思政教学中的实践。 

2. 深度教学 

2.1. 深度教学的内涵 

深度学习的概念源自对计算机科学、人工神经网络和人工智能的研究。20 世纪 80、90 年代以来，

随着学习科学的发展，这一概念在教育上也逐渐得到应用。美国学者 Marton. F.和 Saljo. R. (1976)首次提

到深层学习，指试图理解文章的中心思想和学术内涵，也被翻译为深度学习[8]。之后，学者们对深度学

习理论进行不断的发展和推动[9] [10] [11]，辛顿教授于 2006 年明确提出“深度学习”概念，教育学领域

的深度学习研究日渐活跃[1]。尤其是加拿大学者 Egan. K. (2010)负责的“深度学习项目”，超越了单一

的教育技术学视野，首次将深度学习聚焦于课堂学习和教学，提出并部分实践了深度学习向教学设计与

实践的延伸[12]。“深度教学”的概念由此提出，并初步解释为教师通过对知识的处理，引导学生逐步达

到知识的深层次理解和深度加工。 
国内对深度教学研究开展得较早的是郭元祥教授。2006 年郭元祥与台湾成功大学李坤崇教授合作开

展“海峡两岸能力生根计划”，对“深度教学”作出了进一步的阐释，“深度教学”要求教师基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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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结构，对知识预先进行处理，引导学生理解掌握知识深层次的内涵和意义，而非对知识的表层占

有。同时，他提出了“任务导向法 TBL、成果导向法 OBL、问题导向法 PBL”的深度教学核心策略，合

并称为“TOP 深度教学模式”[2]。李松林(2014)也提到，在“深度教学”的教学样态下，教师精准把握

学科的本质，深入掌握知识的内在，积极引导学生真正理解，目的在于触及学生的情感深处[13]。罗祖兵

(2017)指出深度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深层次地参与教学过程，并且深刻把握学习内容的教学[4]。 
由此可见，深层教学倡导：学习并掌握符号知识只是教学的表层目的，不是教学的终极目标，促进

学生成才以及其个性发展才是教学的终极目的，这与课程思政“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同向同行。 

2.2. 深度教学的特征 

深度教学的“深度”建立在完整、深刻地理解和处理知识的基础上，帮助学习者从对知识的表层符

号占有，逐步达到深层次的理解，甚至构建知识的意义系统。深度教学强调的是为深层次理解而教、为

意义构建而教、为学习者核心素养发展而教[13]。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教学目标。深度教学以学习者为中心，把其作为教学的对象和促进的个体。教学目标设定以

个体发展为导向，提升其应用、分析、综合、评价问题的核心能力和素养。第二，教学内容。教师必须

对教材内容进行量的压缩和质的精选，挖掘知识的内在，也即最有价值部分。第三，教学过程。注意学

习者学习与发展过程的完整性、层次性和整合性，实现学习者与学习内容的充分互动，学习内容与学习

者经验体系的充分融合[4]。授之以渔，提升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第四，综合评价。深度教学要求教

师在评价时注意保护、引导和追寻学习者的情感需求，适度反思反馈，使其引起情感上的共鸣，引导学

习者深层次理解知识、重新塑造自己的内心，使自身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从而提升生命价值。 

3. 深度教学视域下的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课程的教学设计是在教学理论的指导下对教学各要素的分析、组织、落实和评价[14]。外语类课程思

政建设成效的关键在于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传统外语教学的关注点主要聚焦于语言知识和技能层面，

而课程思政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须超越学科的知识和技能，深度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回归课程的

育人初衷。所以外语类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应当重视在语言知识技能的教授过程中，润物无声地融入育人

元素，使学习者不知不觉地浸润其中，隐性的育人过程以显性的语言教学为载体，两者相辅相成，互为

一体[15]。 
因此，根据深度教学的特征，深度教学视域下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必须做到：根据学情分析，精准

设定思政教学目标、双途径挖掘思政教学内容、有序组织教学过程和综合评价思政教学效果。目标、内

容、过程和评价四个维度有机协调，融为一体。教师作为协调者，一步步引导学生实现深层次学习，并

有效达成全方位、全过程的育人目的。具体阐释如下： 

3.1. 精准设定思政目标 

教学目标，是教学的起点，也是终点。教学目标的设定是为了保证教学步骤的顺利展开，并实现与

最初的教学目标设定一致的教学产出。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包括知识目标、技能目标和思政目标。思政

目标应该与语言知识和技能目标有机衔接，谨防脱离语言素材，独立存在。在重视语言知识、技能提高

的基础上，并以知识和技能为载体，突显价值引领，使其既基于文本，又高于文本。 

3.2. 双途径挖掘思政内容 

课程思政内容体系有两个模块：学科内容模块和思政内容模块。而外语课程思政的学科内容模块，

主要聚焦语言知识和技能的培养；思政模块涉及价值塑造[15]。外语类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应考虑如何将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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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内容有效地加载于课程内容，使得课程既能有效兼顾语言知识、技能教学，又能实现立德树人、培根

铸魂的育人要求。系统挖掘和编排各个思政元素要求我们坚持“往前看”和“回头看”两个原则。“往

前看”就是要求思政内容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回头看”要做到温故而知新[16]。 
深度教学视域下的外语课程思政内容可以通过对学生前结构的预测评估来落实。前结构也是前期知

识，指学习者先期的知识储备，包含个体学习者在成长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形成的认知图式，同时也

包括在建构该认知图式的过程中，个体学习者所经历的、所体验的、所感受的一切。前结构是学习者思

维运行的深层基础，给个体的学习带来的影响，有可能是积极、促进的，也有可能是消极、阻碍的。教

师通过这一环节了解学习者整体的前结构以及局部课时的学前情况，确定思政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3.3. 有序组织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体现为教师设计的系列活动和任务，为学习者搭建动态的支架[15]。根据维果斯基的“最近

发展区”假设[17]，教学设计应充分考虑学习者的“实际发展水平”，并符合学习者“潜在发展水平”，

把握两者之间的差距，根据学习者的实际情况，结合教学目标，细化教学设计、落实教学步骤[18]。 
深度教学视域下的教学过程可以设计为四个步骤：认知协商、外化提取、迁移应用和总结深化。首

先，认知协商。学习者通过小组协作——成员之间的协商和讨论，构建对新知识初步认知的过程，促进

学习者对新知识的多角度审视和理解。其次，外化提取。在认知协商的基础上，学习活动进入以“提取”

为核心的外化环节。通过教师有针对性的分析和讲解，帮助学习者将个体构建的理解以及认知结果以可

视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促进学习者的认知发展和思维建模。再次，迁移应用。学习者能够将构建的新知

识体系进行迁移，并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在迁移应用的过程中，根据学习者的实际情况，提供相应的

“语言支架”和“思政支架”。但同时，教师也要有意识地逐步弱化此类支架作用，逐步提高学习者的

学习责任感。最后，总结深化。这是课堂教学设计的最后一个环节，主要是对学习者的学习结果进行评

价，同时对学习内容和学习结果中出现的问题等进行提炼和结构化梳理，对课后学习巩固和反思提出进

一步要求并进行指导。 

3.4. 综合评价反馈 

评价指向教学的意义，是教学不可或缺的部分。评价不只存在于某个独立的环节，而是贯穿于每个

环节。教学评价主体也并不仅是教师，而应包括学习者自身反馈、同伴评价、多形式测试等[19]。 
外语类课程思政的教学评价有其特殊性，不仅要评价学习者语言知识、技能等的掌握程度和应用能

力，同时还需要从多个维度来评价课程对学习者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等主观上的影响[20]。因此，课程

思政评价应强调评价的自主性和真实性，重点关注评价的过程性、结果性和反思反馈性。首先，语言知

识、技能承载思政内容，在知识、技能传授的过程中设计相应的任务，如问答、测试等，学习者及时了

解自己知识、技能掌握、应用情况的同时，浸润于思政内容，耳濡目染、润物无声。其次，以思政目标

为依据，从知识、技能和情感的维度设计相关任务和评价量表加以综合评价。最后，依据 ARCS 动机模

型，及时反馈是激发和维持学习者学习动力的保障。学习者积极撰写学习反思，教师及时掌握学习者的

思想动态，即时反馈，学习者内润于心。 

4. 深度教学视域下的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实践 

下面以《新大学英语综合教程·鼎新篇》(主编：余渭深、王海啸)第四单元“Understanding Animals”
中的 Initializing the project 部分——“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Animals”为例，呈现深度教学视

域下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该单元的产出项目是编辑一期题为“理解动物”的报纸。项目共分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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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关注动物的现状；二是探索人与动物的关系；三是探讨虐待动物的原因；四是解决人与动物共存的

问题。整个单元以项目的形式串联，包括项目预热、项目初始化、项目探索和项目建设对应上述提及的

四个部分。本教学设计涉及的是第二部分——探索人和动物的关系来初始化该项目(表 1)。该课程思政教

学设计荣获“全国首届高等学校外语课程思政教学比赛”全国决赛特等奖，且教学实践效果良好。 
 

Table 1. Teaching desig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Animals” 
表 1. “探索人和动物的关系”教学设计表 

教学对象 非英语专业大二 教学内容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Animals 

三维目标 
知识目标：1) 流利描述动物濒临灭绝的原因；2) 流利表述人和动物的关系。 
技能目标：1) 区分新闻中的事实和观点；2) 正确、流畅地使用连接词表达观点。 
思政目标：1) 倡导人和动物和谐相处；2) 理解天人合一思想，共建地球命运共同体。 

教学内容 
探索动物濒临灭绝的原因； 
信息调查技能、区分事实和观点的技能； 
听说技能：听、记和复述技能。 

教学重点和难点 教学重点是理解人和动物的多重关系，区分事实与观点，运用连接词复述； 
教学难点是如何在新闻阅读中运用区分事实和观点的技巧，如何使用连接词复述。 

教学环节 活动描述和思政融入 

(课前) 
认知协商 

(动物知识初步理解) 

活动 1：动物相关知识推测游戏；(激活知识) 
活动 2：U-MOOC 濒临灭绝动物视频观看、完成 KWLQ 表格 1；(获得新知) 
活动 3：动物濒临灭绝原因小组探讨、思维导图绘制。(内化知识) 
此环节通过介绍动物濒临灭绝的现实，融入孟子环保言论，唤起动物保护意识。 

(课中 1) 
外化提取 

(动物濒临灭绝 
深层次原因探究) 

活动 1：对物种濒危原因的思维导图进行展示和同伴评价、教师评价； 
活动 2：诗歌 Birdfoot’s Grampa 讲解、理解和评论。 
活动 3：阅读技巧的讲解——区分事实和观点，这是阅读和编辑新闻的关键技能。教学活动

包括下定义、作比较，以及用新闻语料加以运用等。 
此环节通过对诗歌的综合理解，引入董仲舒的仁者爱人的思想； 

(课中 2) 
迁移应用 

(人和动物的关系探索) 

活动 1：将简·古道尔的个人经历描述和相关听力材料作为外部提取，提高听说能力； 
活动 2：通过三个步骤：记录篇章关键信息，使用图示概括篇章结构，添加连接词衔接观点，

了解动物学家眼中人和动物的关系； 
活动 3：通过简·古道尔的演讲，延伸到语言学习中动物的习语表达，人与动物之间的感人

故事，强调人与动物间的相似性，融入老子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古代智慧。 

(课中 3) 
总结深化 

小组讨论保护野生动物的建议，融入习主席在联合国峰会上关于生物多样性发言，强调“天

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中国智慧，提出“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未来观，以增

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 

(课后) 
反思巩固 
学习评价 

任务 1：诠释“地球上最暴力的武器是刀叉”，并结合时事，就“人和动物关系”发表意见； 
任务 2：设计“舌尖上的文明”的标语和海报； 
任务 3：提供学生的自我评估练习、总结反思表格，学生自测，进行学习反思。 

 
具体阐释如下。 

4.1. 精准的思政目标设定 

该环节的教学目标是“学生理解人和动物的关系”。具体的三维目标为：知识目标包括探索物种濒

危的原因和人与动物的关系；技能目标侧重于如何区分事实和观点，使用连接词来衔接观点；思政目标

包括倡导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环保意识；理解仁者爱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中国古代智慧；践行共

 

 

1根据美国学者施密特 KWLQ 学习任务单设计的表格：K——What I Know (已知部分)；W——What I Want to Find out (想要知道部

分)；L——What I Learned (自学掌握部分)；Q——More Questions (想要知道的更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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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地球命运共同体环保理念。 
在价值观层面，注重将中国的传统价值观融入到教学中，以显性的语言知识和技能学习为载体，实

现价值渗透，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动物保护意识、环保意识，分享中国智慧，增强对中国文化的信心。 

4.2. 双途径的思政内容挖掘 

本设计的教学对象为非英语专业大二学生。经过相关问卷调查，90%以上的学生都是动物爱好者，

但是对野生动物的关注度不够。在城市化进程中野生动物的现状、濒临灭绝的原因、人类与之的相处模

式等相关知识的学习，有助于学生深入了解人和动物的关系，关注生态和谐。因此，根据学生的前知识

结构，两条途径挖掘课程思政元素：一是从单元教材本身挖掘，二是从听、说、读、写、译的拓展材料

中挖掘。系统地厘清挖掘的思政内容和语言知识、技能之间的内在契合关系，寻找合适的切入点，以教

材内容和拓展材料为载体，以无缝对接的方式有机互融。 
疫情爆发使得人们重新思考人和野生动物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根据拓展材料——人类

的城市化进程中，很多野生动物濒临灭绝的现实，探究野生动物灭绝的原因，分析人类和动物的关系，

利于培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识；教材内容模块引入中国古代的环保思想，引导学生坚持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4.3. 有序的教学过程 

首先，认知协商阶段主要在课前进行。通过提供激活学生知识的活动，并通过在线自主学习与新知

识进一步整合。然后，对他们的学习结果进行评估，以发现课前学习中存在的问题。该阶段的思政融入

为通过孟子言论唤起学生的动物保护意识。要达成这一目标，设计的教学任务为：首先是通过游戏环节

导入动物主题相关的知识，激活前期知识，激发兴趣；其次通过 U-MOOC 上的视频观看和填写 KWLQ
表格，获得新知识；然后以小组合作的形式，以“动物濒临灭绝的原因”为主题绘制思维导图，内化知

识。评价贯穿于每个任务，学生的学习效果通过线上选择题的形式进行评估。此任务作为课前学习向课

堂学习、线上学习向线下学习的自然过渡，加强价值引领。 
其次，课堂教学集中于外化提取、迁移应用和总结深化。该阶段的内容设计是探究动物濒临灭绝深

层次原因，进而探究人和动物的关系，思政融入内容为董仲舒的仁者爱人的思想。设计的教学活动为：

一、对物种濒危原因的思维导图进行展示和同伴评价，目的是加深学生对主题的理解；二、欣赏英文诗，

并解释、问答和评论。通过对诗的综合理解，引出董仲舒的仁者爱人的思想；三、阅读技能讲解——区

分事实和观点，通过下定义、作比较，以及用新闻语料区分练习等教学步骤，掌握这一技能，并讨论掌

握该技能的重要性，以加强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并为其在新闻编辑中运用这一技能做铺垫。 
然后，探索人和动物的关系部分教学活动主要为：一、将简·古道尔的个人经历描述和相关听力材

料作为外部提取，提高听说能力；二、通过三个步骤——记录篇章关键信息，使用图示概括篇章结构，

添加连接词衔接观点，来了解动物学家眼中人和动物的关系；三、通过动物学家简·古道尔的演讲，延

伸到语言学习中有关动物的习语和表达，以及讲述人与动物之间的感人故事，强调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似

性，两者密不可分，相互关爱，从而引起学生情感共鸣，实现知识的迁移应用。 
最后，总结深化部分主要为小组讨论保护野生动物的建议，然后融入习主席在联合国峰会上关于生

物多样性发言中强调“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中国智慧，以及提出的“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的未来观，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 

4.4. 反思巩固、综合评价 

通过课后任务要求学生进行进一步的整合和反思，以找出学习过程中隐藏的问题。课后任务旨在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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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学生的知识和能力，为进入下一步项目作过渡。任务形式主要为线上讨论、设计标语和海报、以及总

结反思练习，具体包括：首先，学生们将被要求在班级论坛上讨论如何诠释“地球上最暴力的武器是刀

叉”这句话，并结合时事，就“人和动物关系”发表意见；其次，设计“舌尖上的文明”的标语和海报；

最后，提供学生的自我评估练习及总结及反思表格，学生自测，进行学习反思。 
此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始终强调将思政内容融入语言知识、技能的传授中，构建新的知识框架，并迁

移到应用。教学过程重视互动，实施多维度评价，始终坚持学用结合、知识传授和价值塑造相结合、促

进学生的深度学习。 

5. 结语 

课程思政的推广迎来了教育模式的革新，而深度教学是新时期教育的要求。深度教学为外语课程思

政的教学提供了教学理论指导，同时，外语课程思政也是对深度教学实践的拓展。深度教学视域下的外

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是连接教学理论和实践的桥梁。本文通过教学案例实践探索，证明深度教学是适合

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的教学模式。 
本文提出的深度教学视域下的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还处于探索阶段，实践也仅试用于大学英语类

课程，因此有必要拓展其应用的宽度，而且某些方面研究还不够深入，如深度教学步骤的深入挖掘，思

政评价方式的完善、甚至思政评价体系的构建，还值得后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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