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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语种专业课程思政教学的一次检阅

鲜活、生动是课程思政的基本保证    



一   多语种专业课程思政的一次检阅







日语专业课程思政大赛

        2021年12月、2022年1月，外研社、中国外语教材研究中心等
共同举办了全国高校外语教学之星大赛、日语专业课程思政大赛  。
    
     两次大赛是对中国日语专业教学课程思政的一次大检阅，也是
一次高水平的经验交流，展示了第一线日语教师的高度政治自觉性
与高超的业务水平，亮点多多。



亮点之一

      参与广泛、影响力大。

      以思政大赛为例：

   
      参赛团队    106 , 一个单位  复数参加   全员参与

       经过专家评审和网络投票环节后，共赛出一等奖6名，二等奖
11名，三等奖22名，优秀奖32名。





亮点之二

     涵盖所有教学环节

    
     教案设计、说课、讲解、练习、课堂讨论、课后作业

      将课程思政蕴于思、问、习、讲、练中，课程目标及育人目标明确，

      教师授课逻辑清晰，课堂氛围活跃。采用翻转课堂等多种课堂模式、课程的挑战

度高。

 
     





亮点之三

        挖掘深入  融入巧妙

        参赛老师充分结合所抽选的教材和教学内容，挖掘思政元素，
巧妙融入







亮点之四

        形式灵活  学生为主体

                 音像、讨论、学生课上展示







亮点之五

    强烈的关心
               
             教师 对评价的关心

                     对学生热点问题的关心

   
   





亮点之六

     教学目标的一致性   

             教学内容与思政目标的一致性





教学与育人目标的融合



大赛

                外语教学课程思政的必要性、可能性，

   第一线日语教育的活力。



二   日语专业课程思政的误区



①　　两张皮

　　　　  教学内容与思政内容互不融合

                教学内容   两张皮 
                 
                 前5分钟  思政

                 后10分钟   教学

  
                 课内  教学内容

                 课外  思政内容

       



课内专业  课外思政

  
        盲目从课程教学内容以外引入思政元素，而不是从专业和
课程的内部入手，没有挖掘专业教学本身的育人要素，融入到教学
中。         

       当然，适度引入外部思政元素也是必须的，关键是要把外部
引入的思政元素紧密结合到专业课程教学中，而不是思政、专业课
程“两张皮”。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
教高〔2020〕3号

    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建设高水平人
才培养体系，必须将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通其中，必须抓好课程思
政建设，解决好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两张皮”问题。



②贴标签

       教学内容 贴“思政标签”

          

        外挂式、强拉型



  喧宾夺主

       思政内容代替讲课内容

　　　思政+思政



思政+思政

   课程思政不是“课程+思政”，也不是课程“思政化”或者“去知识化”，
  简单化处理：

     “说教”“生切”“嫁接”
     生切：主要指在讲专业课程时，突然切换到思政内容，让学生摸不
着头脑。

     没深挖课程所蕴含的思政元素，没对课程内容进行重新认识和重构
再造，将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进而实现所讲授课程在思想政治
教育和知识体系教育上的有机统一，达成育人和育才的统一。



③大水漫灌

     显性与隐形

              全部显性   

                    面对学生说课



 一次课程解决全部问题

 

   ①思想引导、明确人生目标，避免稍遇挫折则陷入低谷与迷茫。

   ②提高思辨能力和定力，避免追随大趋势，而不是从自身具体分析。

   ③需明确日语专业学生的使命与担当，增强对外传播向上向善的中国力量。

   ④提高团队协作意识与能力，避免单打独斗，提升集体合作水平。

   ⑤引导家国情怀，树立大格局，避免困在自我小圈子。



   问题点

      鲜活，生动 ，自然融合不足。

      育人内容与专业教学脱离。

      把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外语课程教学，不是一道简单的物理工序，而是一次充满挑战和艺术的“化
学反应”。教师必须根据人才培养的总目标，按照专业培养方案和课程大纲中的育人规定，重新认识和
梳理课程结构、教学内容、教学教法等，对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的融入进行系统化、再造性的设计和实
践，体现到课程教案、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学生自主学习等各方面之中，实现课程知识教育和思想
政治教育的有机统一。



三  鲜活、生动的课程思政  



课程思政

        高度

                   深度

                                 热度

                                                   鲜度 
                                                                  自然度



鲜活、生动

     
              思政、专业  细处自然融合

                          巧妙回答 大学生的关心

                                  紧密联系社会问题

 
                                                         润物细无声



最佳处理

        设计有痕迹

                       教学无痕迹

                     







四    目标与内容的高度一致



现代高等教育的特色

  专业教育 
   
                        谋生  谋出路      脱离了专业教育，断了生路

   高等教育      立德树人         培养人



现代中国高等外语教育

      通过专业教育，实现“术业”与“树人”的完美融合

       外语教育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和谐统一



四夷馆

       中国最早的外语教育   四夷馆 注意教学的育人、思想要素
        

         在教学上，缅甸馆和暹罗馆都是聘外国人执教。缅甸馆的外国人教师云清
等六人执教缅文。四夷馆所教学生学习的外文，都是执教的老师把本国的诗
歌和民间故事译成汉字向学生教授，等学生熟记后再与外文对照最后才教学
生学读外文。比如学缅文的学生先学由云清译的一首缅甸诗歌：江岸秋风好
送行，阳光阴雨几时晴。马蹄别入千山外，沙路云开见日生。此诗朗朗上口，
学生容易学背。背熟后与原文对照，再学读原文。



外语教育

    目标的一致性

           育人与专业                一致性



  提高站位

  
      包括日语在内的多语种专业的课程思政，首先要从“立德树人”
的目的高度出发，站位高，目的明确。



明确范围

      要明确范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所有内容均是“思政”内
容，不能简单追风、跟潮；



范围   教育部规定

——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了解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增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
情感认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提高个
人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修养，自觉把小我融入大我，不断追求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和
社会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
神，教育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
思想精华和时代价值，教育引导学生传承中华文脉，富有中国心、饱含中国情、充满中国味。

——深入开展宪法法治教育。教育引导学生学思践悟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牢固树
立法治观念，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想和信念，深化对法治理念、法治原则、重要法律
概念的认知，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自身权利、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化解矛盾纠纷的意识和
能力。

——深化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教育引导学生深刻理解并自觉实践各行业的职业精神和职业规范，
增强职业责任感，培养遵纪守法、爱岗敬业、无私奉献、诚实守信、公道办事、开拓创新的职业品格和
行为习惯。



深入挖掘

        从课本、例句、相关事例等中挖掘思政内容，拓展授课形式，
如音像、网络、课上课下的活动等鲜活事例与形式；



学生主体

    始终不忘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充分利用外语教学特色，
在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批判思维上下足功夫。运用先进的教
学法，通过创设问题情境、价值判断情境等培养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认识问题和知识
背后所蕴含的理论思维、方法论和价值判断，激发学生的思想碰
撞和情感体验，实现对学生的价值引领。



内在规律

      始终不忘专业教学本身的内在规律，不忘教的是专业课，不是
思政课，是“隐性”，不是“显性”，不能两张皮，不能简单贴
“思政”标签。



最佳形式

         培养学生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是外语专业特有的思政内容与外
语教学形式的最好结合，学校与教师要在学生理解现代中国的基础
上，从学生的视野，用身边的故事讲好中国。 



融合  目标

       课程思政的关键是实现讲的是外语专业，育的是新时代接班人
的光荣任务。因而，始终保持外语教育思政的“鲜活”、生动，才
能真正实现在外语教育中的思政内容“润物细无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