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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聚焦新时代的新文科建设“打破专业壁垒和学科障碍”的要求，结合笔者所在学校作为应用技术型本科

院校的属性，以培养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坚持价值引领、能力提升和知识传授有机融合，调整

教学内容，加强中外对比，梳理思政主题的类型，采用适宜的教学方法，从基本素质、专业素质、职业
素质三个层面，将家国情怀、文化自信、国际视野、语言审美、跨文化交际能力、专业使命感、奉献精

神、合作意识、责任意识，共九个思政契入点有机地融汇、贯穿在语言的定义、功能、语音、语义、语

用等方面的理论知识传授过程中，为语言类专业课课程思政的融入提供思路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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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cusing on “breaking the barrier of the professional and disciplinary barriers” requir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new arts in the new era, considering the properties of the author’s school, which is 
an applied technology college, this course aims to train compound and applied talents, insists on 
value guidance,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capacity improvement, adjusts the teaching content, 
strengthens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contrast, sorts out the typ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mes, 
and adopts appropriate teaching methods. The nine poi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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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otism, cultural confidence, international vision, language aesthetics, intercultural communi-
cation ability, professional mission, dedication, cooper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are organically inte-
grated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basic quality,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quality into the 
teaching of the definition and function of language, phonetics,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which 
aims to provide ideas and reference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into 
language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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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承载着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的教育目标，价值观教育是课程教学运行实施的

必然要求。立德树人是教育的终极目标，“课程思政”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方法和重要途径[1]。课程

思政指思想政治理论课以外其他各类课程中的思政教育，是推进“三全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重要途径。 
2020 年 5 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对高校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目标

要求、内容重点、实施路径以及评价保障等进行了全面规划；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在全面推进高

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工作视频会议上指出：“据统计，高校教师的 80%是专业教师，课程的 80%是专业

课程，学生学习时间的 80%是专业学习。”可见，专业课是课程思政的主要贯彻阵地。 
语言学家萨丕尔曾指出：“语言是人类的思维工具，也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存储了前人

的劳动和生活经验，记录着民族的历史，反映着民族的思维方式，透视出民族的文化心态。”[2]可见，

语言在文化交流和传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益提升，中国

自身发展，对外交流以及参与、引导全球治理需要大量兼具国际视野与中国情怀的外语人才。“语言学

导论”以“语言”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介绍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基础概念、研究方法以及前沿成果，

使学生对语言有更加理性科学地认知，能够使用语言更好地进行交流沟通。《语言学概论》课程作为语

言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听、说、读、写无不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3]。因此“语言学导论”课

程中的思政融入是传统课程教学目标的需要，也是新时期、新局势下的必然要求。 

2. “语言学导论”课程思政建设总体架构 

2.1. 课程思政建设方向、重点和目标 

根据教育部“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工作要求，结合我校“育人为本、质量立校、产教融合、

特色发展”的办学理念，充分考虑英语专业的特色，在“专业核心 + 职业核心”的双核心能力人才培养

体系下，培养能够“讲好中国故事、适应社会发展的应用型英语人才”。 
《语言学导论》课程内容具有“科学严谨、理论性强”的特点，结合当前中国社会的普适价值观，

分析得出学生应具备“家国情怀”、“文化自信”、“国际视野”；语言学导论课程理论性比较强，学

生在学习之初往往缺乏学习的内在动力，结合课程的特点和痛点，从“语言审美”、“跨文化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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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使命感”方面着手进行思政浸润，提高学生的学习内在动力和课程的育人育才效果；本专业学生

毕业后大多从事语言类或者教学类相关工作，结合这类工作的职业素质要求，分析得出学生应具备“奉

献精神”、“合作意识”、“责任意识”。课程思政目标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objective of the 
course 
图 1. 课程思政目标结构图 

2.2. 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融合设计 

立足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标准，在课程整体设计的基础上，根据知识点和技能点挖掘课程思政元素，

设计融入方式，在实施中不断完善。其中，“家国情怀”、“国际视野”主要通过在语言学概述部分，

对中国语言学发展历程以及经典成果的补充介绍进行浸润；“语言审美”、“跨文化交际能力”主要在

语言学的分支“语音”、“词汇”、“句法”、“意义”部分，带领学生发现语言学这门学科的专业性

和科学性而实现；“专业使命感”主要在“语言与认知”、“语言与文化”部分，通过学习语言学与其

他领域或者学科的结合和应用，体会语言学的应用价值而实现。“奉献精神”、“合作意识”、“责任

意识”的主要培养阵地在课程小组活动和课程的项目式任务中。本课程的课程思政内容、融入点、目标

关系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Relation diagra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 integration point and goal of the course 
图 2. 课程思政内容、融入点、目标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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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语言学导论”思政元素融入具体路径 

3.1. 调整教学内容 

综合考虑社会需要、专业特色以及课程的育人要求，优化课程内容，突出育人元素。以语言学理论

为基础，补充大量中文的语料，促进知识的迁移和语言文化的对比；同时补充介绍中国语言学家的成就、

中国学者对世界语言发展的贡献，增强学生文化自信。首先，进行思政元素提炼。例如，在讲授图形–

背景论时，教师不但阐述图形和背景的特征，而且也要解释它们的功能。图形是这一认知结构中的突显

部分，最引人关注。因此，英文的 figure 不但有“图形”的意思，还有“人物、名人”的意思，这符合

人们的认知特点。据此，教师引导学生努力成为一个 figure，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和社会责任感。其次，进行思政元素的补充。讲解语言的“二层性”特点时，

引导学生分析比较二维码和人类语言共同的数学逻辑基础——排列组合，发现语言中的数学之美，培养

学生的语言审美。在对课程的七个章节知识点进行思政元素的提炼和补充后，形成各章节知识点对应的

思政目标、素材如下图 3 所示： 
 

 
Figure 3.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aterials for each chapter 
图 3. 各章思政育人素材 

3.2. 加强中外对比 

在各个目前英语专业的语言学教材都以外国语言学理论介绍为主，其中的用例也多为英语，对中国

语言学史或语言学理论不够重视，鉴于此，课程团队在课程的各个章节均加入了中国语言学的理论和示

例，在“概述”部分，除了介绍西方语言学家，也介绍了中国的语言学大师罗常培等；在“语音”部分，

加入了大量汉语的语音特点的描述；在“词与形态学”部分，补充介绍了汉语的训诂学；在“句法”部

分和“意义”部分，搜集了大量的汉语句子作为例句；“语言与认知”和“语言与文化”部分，比较了

中西方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差异。通过对中文内容的补充，加强中英对比，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文

化自信、渗透家国情怀。 

3.3. 活用教学方法 

通过对语言学导论课程内容进行梳理，梳理出《语言学导论》课程思政主题的三种类型：1) 道理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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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型；2) 情怀培养型；3) 问题应对型，三个类型并非互相排斥，而是可能在同一案例中共现。在分析各

类思政主题的特点后，针对不同类型的思政主题选用合适的教学方法或者教学方法的组合展开教学。道

理阐明类思政主题以小组讨论、课堂辩论为主，讲授法为主，在语言的基本本质特征、语言的功能、语

言的起源等知识点的讨论中锻炼语言能力、思辨能力等。情怀培养型以案例教学法、情景剧、角色扮演

等为主，让学生在交流互动中产生共鸣，理解社会语言学中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提升学生

的共情能力、培养家国情怀、文化自信等。问题应对型以发现学习、同伴学习为主，在探索切磋中学会

如何使用语用学中的会话含义理论，合作原则等分析和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3.4. 优化考核评价的方法机制 

本课程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评定方法，即平时成绩(60%) + 期末考试(40%)。始终

将“以评促学”的指导思想贯穿于课程评价的始终，注意培养学生的“掌握目标定向”而非“成绩目标

定向”，通过考评激发学生获取知识，增加能力的内在学习动机，培养学生的“能力增长观”，避免“重

结果，轻过程；重记忆，轻思辨”；坚持“形成性评价 + 终结性评价”结合；学习通线上人工智能系能

及时记录、提示、监督学生学习；将课程思政效果纳入课程评价范畴，通过问卷、反思、访谈等方式，

自评他评相结合，对本课程的思政育人效果进行评价。课程考核本身体现课程思政，做到“科学、全面、

及时”(图 4)。 
 

 
Figure 4. Course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图 4. 课程考核评价 

4. 结语 

本文提出了“语言学导论”课程思政建设总体架构以及思政元素融入课程的具体路径，为同类课程

的思政建设提供了理念参考和行动指导，在“语言学导论”课程中，学生的专业认同感、专业荣誉感明

显提升，积极报名参加各类竞赛、活动、考试；在学习、生活中能够以更加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各种

挑战；学生的语言能力，专业使命感得到提高，在各类英语竞赛和研究生考试中取得佳绩；学生对理论

性较强，难度较大的专业课程态度发生变化，更加愿意在专业领域进行创新尝试和探索。学生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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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行为上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变验证了理论框架中各维度设置的合理性和靶向性。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未对教师课程思政素养做充分的讨论，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讨论如何提高教师

课程思政的教育意识以及能力，更加全面地推进和落实“语言学导论”课程的课程思政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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