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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语课程思政改革增强外语教育可持续发展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需要大量的外语人才，加强
对外贸易、经济、文化交流。外语人才以跨语言文化思想交流及
翻译活动为基本形式，加强中国的国际沟通能力，提升中国的国
际影响力是外语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就是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
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这是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更是必备内容。”（教育部《高等学
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2020年5月28日）



“外语学科应围绕‘语言’这一学科特质开展学科内涵建构，
将语言、文学、文化、社会、历史、国情、经济、法律等相关学
科有机结合起来，科学建构学科形态。 ”（安丰存、李柏年， 
新文科视阈下外语课程思政与外语人才核心素养培养[J]．外语电
化教学，2021第6期，第46页)



China大写是“中国”，china是“瓷器”，将陶瓷对人类生
活方式改善、影响社会组织发展、促进科技进步和审美情趣等陶
瓷文化融入外语课程内容，学习中国从陶器向瓷器的进步有助于
学生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在世界的先进性，树立学生对中华优秀文
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培养学生用china“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
中国声音”的能力。



二、景德镇陶瓷大学办学目标与人才培养



景德镇陶瓷大学肇始于1910年中国陶业学堂，百廿年来，一直秉承“弘
扬中国陶瓷文化，振兴中国陶瓷工业”的历史使命，现已发展成为全球唯一
一所名称以“陶瓷”为标志、学科以“陶瓷”为主轴、人才培养层次包括本
硕博的多科性大学，成为全国乃至世界陶瓷人才培养、陶瓷科技创新和陶瓷
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基地。



学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陶瓷大
学服务陶瓷行业”，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中部地区崛起战略、
江西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和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建设，全
力聚焦一流学科专业建设，重塑材料之强、升华艺术之优、占据文博之先、
实现机电之能，各展办学之特、养足名校之气，朝着建设世界一流特色名校
的奋斗目标迈进！



三、Learning China from china“外语+陶瓷” 教育体系 



• 课程思政的主战场是课堂，但也不限于课堂。从课程与教材一
体化设计到课堂教学与课后训练一体化设计，课程思政应该是
全方位、立体化的。

• 打造“外语+陶瓷”新文科师资队伍

• 建构五个课堂为一体的“外语+陶瓷”特色教育体系



• 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素材选择和课程教学内容设计中，注重
思想性、时政性、关联性和趣味性。有意识地开展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的引导，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有意
识地增加中外时事新闻内容，跟进时代发展和进步；将教学素材
和课程单元主题密切相关；以喜闻乐见的素材，贴近大学生生活。



利用《新视野大学英语》教材配套的思政课件内容，在每单元导
入部分，中西文化对比讲解中，穿插一些国学经典引文和诗文，
单词举例找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中的相关范例，让学生收集
典型中国文化符号相关素材并在课堂留时间汇报和其他同学交流，
增加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

习近平《治国理政》中的相关范例



3.1 打造“外语+陶瓷”新文科师资队伍，为培养国际化陶瓷人
才奠定基础

“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

——西汉·戴圣《礼记·文王世子》

                                         



获得学校大力支持，专门划拨特色师资建设经费，出台相关鼓励政策，打
造“外语+陶瓷”新文科师资队伍。

  1、理论学习（聘请校内外陶瓷文化、历史、考古、科技等方面的专家讲课）

  2、参观学习（在专家的带领下赴博物馆、窑址、企业学习，了解古代和现代
陶瓷工艺）

  3、动手实践（在陶瓷艺人的指导下，参与陶瓷制作）

  4、翻译文献（从翻译入手，钻研陶瓷历史、文化、工艺等知识）

  5、访学深造（选派教师赴校内外陶瓷院系访学，鼓励攻读相关博士学位）



3.1.1 理论学习

团队教师在景德镇陶
瓷大学材料学院缪松兰教
授、文博学院曹建文教授、
武汉大学何佳韦博士的带
领下学习陶瓷科技、陶瓷
考古、中外陶瓷文化交流
与陶瓷行业翻译等知识。



团队教师在北京
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
大树教授等专家、学
者和企业家等的带领
下学习古代陶瓷知识，
并赴知名陶瓷企业了
解现代陶瓷生产工艺
与流程。

3.1.2 参观学习



团队教师在陶瓷艺人
的指导下动手制作和绘制
陶瓷。

3.1.3 动手实践



团队教师翻译中外陶
瓷文献，以翻译为切入点，
深度学习陶瓷历史、文化
和工艺等知识。

3.1.4 翻译文献



团队教师翻译中外陶
瓷文献，以翻译为切入点，
钻研学习陶瓷历史、文化
和工艺等知识。

3.1.4 翻译文献



选派教师赴校内陶
瓷院系、国外陶瓷院校
访学、课程进修、短期
专业培训，支持专业教
师攻读陶瓷相关学科博
士学位。

2015年来团队老师进修、访学、攻读博士列表

院   校 学科与论文/研究方向

厦门大学 考古学博士（中日陶瓷文化交流）

景德镇陶瓷大学 科技史博士（中外技术文化交流）

英国斯泰福厦大学 访问学者（中英陶瓷文化交流）

景德镇陶瓷大学 科技史博士（中外技术文化交流）

 日本冲绳县立艺术大学 艺术考古博士（中日欧陶瓷技术流通）

 景德镇陶瓷大学 设计学博士（中外陶瓷文化设计）

美国克莱蒙特研究大学 文化研究 （跨文化传播）

 日本神奈川大学 民俗学（陶瓷民俗）

香港城市大学 语言学博士（陶瓷语言隐喻）

武汉大学 文学博士（英国文学与陶瓷）

3.1.5 访学深造



在《外国文学评论》
《外语教学与研究》《中
国翻译》《中国科技翻
译》， Ceramic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nservation、《中国文
化报》等国内外专业期刊、
报纸发表论文30余篇。

师资队伍成果



出版相关研究专著

师资队伍成果



申请科研与教改项目获
得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
文社科研究基金、教育部产
学研基金、江西省社科规划
基金等立项30余项 。

师资队伍成果



学院教师被邀请在英
国、泰国、韩国、波兰、
日本等国参加线下和线上
陶瓷国际研讨会并发言，
合作研究中国古代陶瓷。

师资队伍成果



3.2 建构五个课堂为一体的“外语+陶瓷”特色教育体系

在“外语+陶瓷”新文科师资队伍的支撑下（教授4人，博士生导师1人，
硕士生导师11人，博士4人，在读博士8人，省“四个一批”人才1人，省中
青年骨干教师1人），学院通过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开设《中国陶瓷文化》、
《中国陶瓷艺术》、《中国陶瓷科技》、《中外陶瓷文化交流》和《中国陶
瓷与西方文化》等10多门陶瓷特色课程，组织教师编写“外语+陶瓷”系列
教材，建设线上、线下特色课程，利用课程实习实训、课外活动、社会实践
等5个课堂联动育人赋能，初步建构了校本“外语+陶瓷”特色教育体系，
Learning China from china。



2019版校本大学外语课程体系

基础英语

基础英语 I

基础英语 II

基础英语 III

基础英语V
（研究生）

基础英语VI
（研究生）

博士英语

文化拓展

学术英语写作

英语演讲

英语短篇
小说选读

英美文化概论

……

专门用途外语

美术英语

科技英语

商务英语

法律英语

体育英语

……

小语种

大学日语

大学法语

大学德语

大学韩语

……

特色外语

陶瓷英语文献
选读

陶瓷英语口语

中国陶瓷文化
（英语）

中国陶瓷艺术
（英文）

中国陶瓷科技
（英文）

陶瓷日语阅读

外
语+

陶
瓷
校
本
教
育
体
系—

—

课
程



外语专业陶瓷特色课程

英语

陶瓷概论

陶瓷英语文献
选读

中外陶瓷文化
交流

陶瓷认知实习

陶瓷文献翻译

陶瓷艺术鉴赏

与评论 

中国陶瓷与

西方文化

翻译

陶瓷概论

陶瓷英语文献
选读

陶瓷文献翻译

陶瓷认知实习

陶瓷专题口译

陶瓷文化外宣
翻译

中国陶瓷与

西方文化

日语

陶瓷概论

陶瓷日语

陶瓷日语

文献选读

中日陶瓷

文化交流

陶瓷认知实习

翻译专业硕士点

中外陶瓷史

外国陶瓷文献
选读

陶瓷艺术翻译

中国陶瓷典籍
英译

陶瓷专题笔译

工作坊

陶瓷专题口译

工作坊

外
语+

陶
瓷
校
本
教
育
体
系—

—

课
程



• 已出版：1.《陶瓷英语文献选读》、2.《陶瓷英语基础教程》、3.《陶瓷英语口
语教程》、4.《中国陶瓷文化英语教程》、5.《中国陶瓷艺术英语教程》、6.
《陶瓷日语阅读教程》

• 即将出版：7.《中外陶瓷商务英语教程》、8.《中国陶瓷科技英语教程》、9.
《陶瓷翻译教程》、10.《中国陶瓷文化法语教程》、11.《中国陶瓷文化日语
英语教程》、12.《陶瓷日语》



3.2.3 外语+陶瓷校本教育体系——陶瓷文化课外活动第二课堂

通过“红五月”科技文化艺术节、学院“一月一赛”、中外陶瓷文化交流
研究与传播中心等第二课堂，组织学生编排舞台剧，拍摄小视频讲解中国陶瓷
文化，遴选中外陶瓷文化传播团队等方式，提升学生对中国陶瓷文化的认知和
传播能力。



3.2.4 外语+陶瓷校本教育体系——线上课程第三课堂

•已建设3门江西省一流课程：1.《陶瓷英语口语》、2.《陶瓷艺术鉴赏与评
论》、3.《中国传统陶艺赏析（英文）》

•正在建设：4.《陶瓷商务英语》、5.《陶瓷日语》 



•《中国传统陶艺赏析（英文）》  

由六位国家级大师、三位陶瓷教授、三
位省级大师讲授，帮助学生了解中国陶瓷艺
术发展历史，熟悉中国各大窑口的主要瓷器
品种，掌握中国传统陶瓷艺术历史、工艺、
分类等英语的表达方式，提升文化自信，加
强文化认同，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
播。



•《陶瓷英语口语》

学院教师出版了国内首本
陶瓷英语口语教程，其配套的
在线课程也登入“学习强国”
供陶瓷爱好者学习，为试验区
培养跨文化交流国际化人才贡
献自身力量。  

   



3.2.5 外语+陶瓷校本教育体系——课程实习实训第四课堂

与中国陶瓷知名研究、收藏、文保、旅游等机构合作，如国家日用与建筑
陶瓷国家工程中心、御窑厂、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皇窑等，建立校外实习
实践基地，提升学生对陶瓷的认知、动手制作等能力。



课程实训实践，对比自己作业的拙劣，深切感受陶瓷艺人坚持创新与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和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价值。



四、用china传播China，讲好中国故事 



一千余年的中国外销瓷历史深深影响了世界各国的
文化发展，陶瓷是一张沟通世界的名片。



学生自编自演的英文舞
台剧《祭红的故事》曾获得
江西省大学生风采大赛特等
奖。

4.1 课外活动实践讲述
china故事



4.2 瓷都国际交流社会实践，用china 传播China

组织学生为景德镇地区重要国际交流活动提供语言和翻译服务，助
力师生与海外陶瓷院校开展交流等手段，建构了贯穿校内校外、链接线
上线下、联通国内国际的校本大学外语教育体系，促进学生的中国国情
认知、陶瓷文化热爱情感和奉献社会的行为投入，培养中国陶瓷国际化
传播人才。



学生为历届景德镇国际
陶瓷博览会、“陶溪川春秋
大集” 等国际活动提供翻译、
导游等服务，得到与会外国
嘉宾的一致好评。



学生帮助外国陶艺家
（洋景漂）在中国陶瓷博
物馆等机构策划展览



学院设置中外陶瓷
文化交流研究与传播中
心，在全校范围内遴选
学生，组建中外陶瓷文
化交流传播团队，为讲
好中国瓷器故事，传播
中国陶瓷文化，培养后
备力量。



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传
播团队为景德镇地区国际
陶瓷活动提供语言与翻译
服务。



中外陶瓷文化传播团队
在景德镇国际陶瓷博览会线
下招采会上与外国客商洽谈。



中外陶瓷文化传播团
队承担了第49届国际陶艺
学会（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eramics）
大会17场主题演讲、19场
分组会议以及会员大会14
项议程的在线中文同声传
译任务，得到主办方和与
会人员的一致好评。



中外陶瓷文化传播团队
承担了第49届国际陶艺学会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eramics）大
会17场主题演讲、19场分组
会议以及会员大会14项议程
的在线中文同声传译任务，
得到主办方和与会人员的一
致好评。



团队成员在老师的指导
下，为景德镇国际陶瓷双年
展的画册和大会提供语言与
翻译服务，向国外传播当代
中国陶瓷的最新进展，介绍
中国为世界陶艺发展做出来
贡献。



中外陶瓷文化传播团队
与新华社、景德镇御窑博物
馆合作共同制作双语视频，
向外推荐景德镇文化。



五、结语 



1. 中华陶瓷优秀文化融入外语特色课程教学、多彩陶瓷文化的课
外活动、认知陶瓷课程实习实训、开放的线上课程、服务国际交
流的社会实践等五种课堂，实现了了解中国、文化自信和劳动奉
献社会的育人赋能思政价值，促进外语人才的国际传播能力。



2. 将学校陶瓷优势学科融入外语专业教育和课程教育，通过跨学
科、专业交叉，实现文科人才培养模式上的新突破，体现了外语
学科发展的创新力，增强外语教育顺应国家发展的适应力和自身
的生存力；陶瓷历史、文化、艺术及科技等内容可以丰富和拓展
外语学科的人文内涵，形成自身学科特色，产生外语学科的竞争
力、发展力和持续力。



  

围绕学校“世界一流特色名校”目标，把握景德镇国家陶瓷
文化传承与创新实验区建设契机，我们将培养中国陶瓷国际化传
播人才，打造“外语+陶瓷”特色新文科专业，研究国际陶瓷文
化，促进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为打造在国内有影响的陶瓷特色外
国语学院而努力奋斗！



欢迎专家学者莅临景德镇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