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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实现立德树人及全方位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目前我校ESP (专门用途英语)课程《艺术修养

外语》尚处发展初期，在理论教学、应用实践教学、专业教学队伍建设以及课程评价等环节的思想教育

融入不够充分。契合时代要求，进行学科课程思政的创新探索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随着高校课

程思政的全面推进，对课程思政的开展与反思也成为当下教育界关注的热点。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学科

教学中，本文就思政教育建设的主要方向与路径进行探讨，并给出具体的思政实践举措与思政优化思路，

以期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强化课程思政育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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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education is a necessary way to realize the cultivation of moral integ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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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ll-round talents. At present, our ESP (English for Specialized Purposes) course “Art English 
Study” is still in the early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the 
theoretical teaching, applied practical teaching, professional teaching team building and course 
evaluation is not sufficient.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it is necessary and urgent to 
carry out the innovative explor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politics of disciplinary courses. With the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of the ideology and politics of the curriculum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
ties, the development and reflection on the ideology and politics of the curriculum have also be-
come a hot topic of concern in the education sector at present.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discipline teach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ain direction and path of the con-
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gives specific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ractice 
initiativ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optimization ideas, with a view to improving the compre-
hensive quality of students and strengthening the effect of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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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Optimization 

 
 

Copyright ©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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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4月 22日，教育部等八部门颁布《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教思政〔2020〕
1 号)中要求，要全面推进所有学科课程思政建设。课程思政是高等教育中确保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正确性

的重要一环[1]。新时代背景下，学科课程思政建设，肩负着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的使命，对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增强国家文化自信、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以及培育新时代青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 课程思政内涵理解 

2019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再次强调了思政教育和专业课程

的有机结合，即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

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2]。 
这意味着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充分挖掘思政元素，并将其与专业知识教育巧妙融合，以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课程思政强调思政教育要贯穿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也就是从入学到毕业、

从课堂教育到实践活动，都要注重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品质；全员，即每位学生都能享受到全

面、均衡的教育，体现教育公平与公正。 
课程思政关注思政教育的实际效果，强调要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实际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

设计和实施开展，以提高思政教育的实效性，这就要求教师们不仅仅要进行知识的传达，同时更需要重

视学生综合素养的提高，多方面、多角度的重视学生的发展[3]。有的放矢的课程思政才能高效助力培养

具有正确价值观、道德品质和全面素质的人才，助力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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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思政建设实践 

3.1. 设定课程思政建设方向 

作为 ESP 专业课程，《艺术修养外语》课程要求学生打下扎实的专业语言基础，掌握良好的专业英

语应用，培养持续的自学能力以及适应社会需求和发展的职业技能与素养。同时，本课程要对课程思政

进行积极探索，以“艺术”和“思政”的内在有机结合为基础和目标，发挥课程思政的隐性育人价值，

从而实现思政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同步发展。它不仅是培养高素质艺术英语人才的需要，也符合时代发展

和社会进步的要求。鉴于课程面向艺术专业学生，课程思政的内容还需充分考虑其趣味性和感染力，以

互动式教学开展，努力实现师生双向有效互动，进行价值本位的有效转移，把课程知识和价值引领塑造

有机结合、纳入到教学活动中，增加课程思政教学的亲和力，让学生在体验式学习中学习和成长，润物

细无声地把课程思政的教育工作在本门课程进行开展。本课程的思政建设可从以下三个方向进行： 
提升课程思政认知层级：教师须充分认知课程思政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将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合到

课程的教学与改革创新中去，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效结合。 
深化课程思政实践内涵：教师须努力挖掘与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民族文化自信、爱党爱国爱家等优

秀思想道德相关的思政素材，进行滴灌式教学，引导学生在作品创作、展示中勤思考、多探究，优化设

计表达，从内容深度上不断深化课程内涵，向着更高水平人才培养目标不懈努力。 
拓展课程思政学科广度：契合我校全方位育人的教育理念，教师须整合不同领域的育人因素、探索

不同实践载体的育人方式。除了课堂外语习得，更要通过博闻强识来获取相关学科知识，为学生提供必

要的、有益的补充，打开视野、提升综合素养。 

3.2. 搭建课程思政建设模式 

3.2.1. 结合专业特色和课程特点，完善思政内容 
在课程思政的实施过程中，课程应该从“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中融入思政元素。教师在

教授理论知识的过程中，除了教授艺术英语直接关联的知识、技能之外，挖掘相关中国传统文化语境，

借由案例分析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熏陶、让学生感受到中国风的形式表达、风格与内涵延伸、引导学

生关注传统文化和当下社会并建立独立思考，使课程思政的教育活动贯穿“教、学、做”的全过程。 

3.2.2. 结合艺术类学生特点和学情，深化思政实践 
结合课程思政内容，对本课程学生的应用实践需进行系统化设计，深化课程的理论内涵和表达外延，

充分体现 ESP 课程特点和优势。每单元可设置一定课时的翻转课堂教学。由教师选定思政教育相关又能

激发学生兴趣的主题，提前布置给学生(实践作业)，学生通过课前查找资料、找借鉴、找案例，准备讲义，

从而进一步丰富课堂之外的学习范畴，拓展知识面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思政熏陶；课中，学生通过

小组讨论、观点呈现等方式，自主解析案例或原创作品的内容、意义与价值，于无形中提升对思政元素

的觉悟与感知。除了监督学生做好课前准备、课后反思等工作之外，课堂教学中，教师主要通过案例引

入、对学生展示、讨论等，进行引领、点评或提示补充，来保障思政实践落地的渗透效果。 
以 3 单元主题“颜色构成”为例，在课前，教师布置了 presentation 作业，让学生分析中国古建筑用

色特点。艺术类学生很多都有美术基础，对颜色既有兴趣，又有自己独到见解。一学生在查找资料后，

选择故宫配色进行课堂展示，讲述其颜色鲜艳主要源于大面积互补色与对比色的撞色运用。高反差撞色

使其浓艳出挑，让人过目不忘。经学生分析得出：故宫撞色多而不乱的很大原因是这些颜色的纯度和明

度都是一致的，如此才能保持整体视觉效果协调统一，避免杂乱俗艳。这种饱和度极高，以红黄蓝绿为

主的配色法，也形成了中国宫殿式色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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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学生展示后，教师根据展示内容，让学生们一起讨论分析故宫用色的寓意。学生们总结出黄色

象征了皇权；朱红色是皇帝御用的颜色。红色象征光明、旺盛和强大；绿色素雅大方，也是故宫中常见

的颜色之一，象征春和日丽，万物昭苏，寓意生机盎然。 
最后教师点评：色彩的运用与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汉代，中国人就形成了阴阳

五行学说，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元素构成，季节的运行、方位的变化、色

彩的分类，都与五行密切相关，五色配五行和五个方位。中国传统建筑大体显现出白青黑红黄五种色系

特征，这是建筑色彩演变的一种文化现象。这五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体现着建筑类别模式的多

样性，也表达了人、住宅、环境、生态之间的密切关系。 
整个讨论，以学生自主探索为主、教师补充为辅，旨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能力的同时，以古

建筑配色为依托，深化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了解。 

3.3. 丰富课程思政教学内容 

在课程思政推进过程中，结合专业课程特点挖掘思政元素进行教学设计是关键，挖掘的思想政治育

人元素既要满足学生专业知识学习又要发挥整体育人的价值[4]。除此，课程思政内容要基于学情、学习

兴趣、思想动态、关注点等，来进行教学设计与实施，与时俱进，紧密联系实际，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同时，注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使学生在思政课中收获成长的喜悦。 
《艺术修养外语》课程目前采用的教材是《艺术设计英语》，教学内容为第 2 到 5 单元。每个单元

有独立的艺术范畴主题，且文章内容均以专业性解读为主。所以，在思政内容的探索上，主要借助多媒

体，开展了与单元主题相关的案例教学、主题教学、讨论教学，以及多模态教学。在思政元素的挖掘上，

一共四个单元，分别从四个维度探索并确定主题，以形成思政内容建设闭环： 
传统文化融入：2 单元主题是图片设计，围绕主题，拓展思政内容，让学生获取思政语境下的语言

习得。比如，以图片设计的基础元素线条展开，引入案例，向学生展示经典中国传统纹样：凤凰纹、福

禄寿、龟背纹、盘长、云雷纹与如意纹等。中国传统图案源于原始社会的彩陶图案，历史悠久且独具民

族艺术风格，属中华文化瑰宝。纹样赏析，可以让学生了解中国自己的文化印记，提升文化自信，同时，

拓展学生知识面，促进个人素养提升，比如中国结的纹路就基于盘长，通过案例分享，弥补了学生的知

识空白。多模态教学下，通过补充大量和单元主题相关的视频、音频和文本材料，引导学生讨论、思考、

表达，让学生能用英文表达出纹样的寓意、象征与内涵等，在跨文化交际中，能够输出中国文化，提升

应用实践能力。 
红色精神融入：3 单元主题为颜色构成，在思政内容的融入上，选用国画大师李可染案例《万山红

遍层林尽染》进行分析。大师李可染在写生山水的基础上，进行突破创新，大胆地将中国红与中国水墨

放在一起，不仅营造出热情洋溢的爱国情怀，更还有红色革命精神的具体化再现。由此案例，传播普及

国画基本常识，比如，掌握中国画、文房四宝、墨分五彩(焦浓重淡轻)的准确表达。而后，让学生从色彩、

构图，思考分析该案例的精妙之处，引导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热爱的同时，让学生感受革命精神，塑造

学生爱国、自信的价值观，增进人文素养。最后，让学生思考、归纳、总结中国色彩的主要理念与西方

绘画原色理论的差别，以博文强识。 
爱国情怀融入：4 单元主题为 3D 构成，在该单元的讲授中，引入了 3D 打印以及其应用领域的相关

词汇。学生们对 3D 打印比较陌生，对我国在这方面的高速发展更是一无所知。播放特选视频，引入对

3D 打印技术的介绍，让学生了解其发展历程、应用场景以及中国在这方面领先的技术成就，随后，学生

分享观后感，以此塑造学生爱国、自信的价值观，增进科技常识与素养的同时，培养爱国情怀和国家意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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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念融入：5 单元主题为界面与动画设计，教师在提供了动画设计相关词汇与表达后(镜头、构

图、景别、角度、运动、剪辑、音效等基础词汇)，引导学生讨论分析中国动画设计特点、设计原理与方

法等。并引入《哪吒之魔童降世》为案例，一来，借由镜头变化带动场景与氛围的变化，帮助学生认识

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弘扬民族精神的热情，增强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爱祖国繁荣昌盛。二来，

通过角色的表情与肢体表现表现，引导学生认识如何以善良和坚定的自我来面对偏见、歧视，守住自我，

掌握自己人生，提升个人品德修养与意志品质。最后，用动画片里那句经典台词“我命有我不由天”升

华主题，激发学生思考对自己人生的掌控，勉励学生：自己做自己的贵人、主人。 

3.4. 灵活课程思政教学方法 

课程思政教学开展要改变传统教学思想，注重教学的开放性，给学生提供自主探索的机会和空间；

要充分运用多样化的教学形式，多媒体数字化的教学设备与项目式创作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基于艺

术专业学生特点，可采用案例教学、讨论式教学、体验发现式教学以及视多模态学等，来构建互动式或

沉浸式的教学情境，促进思政内容的直观化，帮助学生建立感性认知，深化学生对思政内容的理解与探

究[5]。 

3.5. 健全课程思政评价体系 

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是课程思政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应兼顾知识掌握与道德素养的培

育。科学的评价须结合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除了考查学生的考试成绩，还应关注学生的道德行为、

社会实践等方面。评价的主体、方式也应多元化，以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生的综合表现，激发学生学习、

实践的动力与积极性。 
评价学生《艺术修养外语》课程成绩时，采用多种评价方式，立足于全面检验学生的综合能力与思

政素养。具体课程考核评价设计如下： 
学生课程总成绩(100%) = 终结性评价(课程考核 50%) + 形成性评价(50%) 
形成性评价成绩(100%) = 出勤(20%) + 课堂表现(20%) + 作品成绩(4*15%) 
(备注：32 课时，共 4 个单元的教学任务，每单元，各小组须提交 1 个小组作品或案例课堂展示，每

次作品成绩占形成性评价的 15%，4 次作品实践共占形成性评价成绩的 60%。) 
单次作品成绩(100%) = 作品展现成绩(60%) + 作品思政成绩(40%) 
其中，作品展现成绩由生生互评(小组)，各小组根据作品色彩、构图、创意、创新及视觉效果对展示

组作品进行评分。小组互评成绩最终得分，取班级各小组互评的平均分。 
作品思政成绩由授课教师给分。授课教师根据作品色彩、构图及视觉效果进行考核，视为作品展现

成绩；作品思政考核中，根据作品立意、思政元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意、创新、工匠精神进行考

核，给出作品思政成绩。 
该课程考核评价的设计，注重师生的共同参与，以学生活动为中心，以学生评价为主体，成绩考核

纳入思政元素或理念的体现，以思政评价与思政成绩为导向，提高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能力的同时，

提高其对思政的觉悟与敏感度，坚定立场，发现思政点，培养一定的思政素养。 

4. 课程思政优化思考 

针对本课程的思政实践探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改善。 
强化思政内容融入：思政内容的选定上，可邀请思政类课程老师共同参加定期集体备课，实现资源

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提升。结合各单元主题，导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族精神、革命文化精神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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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品案例，授课教师通过系统分析作品创作的历史背景、表达的深刻意涵、以及对当时和当前的重大

影响等，对案例中的德育元素进行深刻挖掘，让同学们在欣赏作品的同时，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优化思政师资队伍：加强对教师的思政教育培训，提升其政治理论水平、觉悟与教学实践能力；促

进思政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协同育人，立足学校与专业定位，推动课程思政创新[6]；深化 ESP 教师跨学

科学习，使教师能以多领域、多角度的方式探讨和解答重大的伦理、社会、环境等问题，以帮助学生形

成系统性的思考和判断能力，并培养综合素质和批判思维能力；选拔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和政治觉悟的老

师承担课程思政的教学任务。 
充分促进学生思政实践：思政元素贯穿作品实践。在作品介绍分析、设计创作理念与作品启发思考

等各项环节中，分层次将思政元素导入到课堂教学，激发学生的认知认同，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文化认

同、科学精神等思想政治素养与能力。除此，课堂之外还应拓展实践平台，鼓励学生参与各类社会实践

活动。通过实践活动，让学生将课程思政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相结合，提高思想政治素质。 
创新教学方法与评估方式：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如在线教学、互动式学习平台等，提供多样化

的教学资源。课堂上利用数字化教学，积极打造具有沉浸感、互动性的课程思政教学场景，优化学生的

学习体验，从而提高教学效果。同时，采用多元化评估方式，如小组讨论、案例分析、实践报告等，以

丰富学生的参与形式、促进其思辨与创新力的提高。 

5. 结语 

ESP 课程《艺术修养外语》是我校大学英语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课程授课以艺术类专业英语

语言知识与应用为主，以外语教学理论为指导，并集合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从而满足学生专业学

习、国际交流、继续深造与工作就业等方面的需要。本课程进行思政建设，一来可以帮助艺术类学生树

立正确的三观、培育其思想政治觉悟，提高学生专业应用能力与综合人文素养；二来，也为学生知识创

新、潜能发挥和全面发展提供了一个新路径，从而，为培养有担当精神、有家国情怀的高素质应用型人

才与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做好准备。就目前而言，本课程思政建设任重而道远，专业课教师要不断提

升自身的思想政治素养，从课程教学内容、方法、模式与评价方式等方面积极地进行思政探索，以落实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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