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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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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纲领 

      

      

      

“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和一定的听、说、写、译能力, 使他们能用英语
交流信息。大学英语教学应帮助学生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 掌握良好的语言学习
方法, 提高文化素养, 以适应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 
                                         （《教学大纲（修订本）》1999） 

“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
们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同时增强其自主学
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教学要求》2007） 

“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
能力，同时发展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使他们在学习、生活、社会
交往和未来工作中能够有效地使用英语，满足国家、社会、学校和个人发展的需
要。” 
                                                   （《教学指南》2020） 



根本“初心”是什么？ 

 英语语言知识+能力+素养 

 文化知识+能力+素养 

 思维层面：不同语境中的立场/态度论证（知识、能力、素养） 

 

 

 了解西方+让西方了解中国 

 深入了解西方+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呈现中国方案  

 跨文化英语交际能力 

 满足国家“国际交流需求” 



我们的困境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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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理念与“需求侧”期盼之间的矛盾 

 国家：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呈现中国方案 

 学生：《大学英语》= 语言+文化+“能开展专业交流” 

         “认真教学”= 教我自己不能自学的部分 

         “课堂互动”= “对话”而非“提问” 

         “教学评价”= 我的“努力程度” 

“需求侧”期盼 

《大学英语》= 语言讲解与操练+文化知识点介绍 

“认真教学”= 逐章讲解主干教材+写作/翻译作业检查 

“课堂互动”= 针对语言点+文化点的提问 

“教学评价”= 平时作业+水平测试+教材内容 

“供给侧”理念 



根本问题 

 
 

 
 

1、我们没能及时回应（甚至是回避）学生日益发展的英语学

习需求和心智水平； 

2、我们没能及时回应国家新时代国际交流的现实需求。 



我们的核心 
努力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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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课程内涵 

课程思政理念指引下的“一体两翼” 

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真实场景下的批判性讨论能力 

理性消除意见分歧的能力 

真实场景下的跨文化沟通能力 



 听、说、读、写、译 

 基于某一真实任务的听说读写译能力提升（文秋芳等提出的“产出导向法”） 

 

 

 避免文化刻板印象（不谈具体语境的抽象文化对比和分析） 

 语境敏感的话语沟通（合适的语境对合适的人用合适的方式说合适的话） 

 文化基底语境+具体的人际、社会、机构、事件语境 

 

 论辩识别：事实还是争议性立场/态度？ 

 论辩分析：用了哪些论证来支持这一争议性立场/态度？ 

 论辩评价：这些论证是否合理？ 

 论辩表达：如何合理且有效地用论证支持自己立场？ 

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真实场景下的跨文化沟通能力 

真实场景下的批判性讨论能力 



教学目标 

思维 

语言 

文化 

思维 

 知识目标： 
批判性讨论的方法、中西方在重大问题
上的立场差异、中国处理问题的基本出
发点（社会主义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
价值观） 
 
 能力目标： 
批判性讨论能力、正确认识中西差异、
合理且有效论证中国立场/方案/智慧的
能力 
 
 素养目标： 
“四个自信”、家国情怀、理性思考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素养目标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德和职

业理想/道德； 

 

落脚点 

围绕现实问题“二次加工” 、

充分利用大学英语主干教材

（《新视野》、《新核心》），

辅之补充语言素材 

语言载体 

 （支撑性价值观/立场） 

教学内容 

问题指引 社会现实问题着手 



教学方法 

01 

02 

采用批判性讨论的方式组织课堂英语教学，引导学生自主探讨、

思考，以口头或书面形式使用英语描述问题、分析问题、表达

立场、陈述理由； 

03 在培养学生语言应用能力和思辨能力的同时，润物无声地实现

思想政治教育，让大学生真切地感受到大学英语课程的思想性。 

打破从书本知识到课堂讲授的封闭性教学模式， 

跳出对语言点的单一讲解和对课文的简单解读； 



教学评价 

 

 

 

 

 

01 形成性评价+终结性评价 02 能力、知识、素养全面评价 

03 
知识目标切实为提升相关能

力服务，相关能力的提升最

终升华为思政素养的提升。 

04 
所有思政素养的提升最终指向学

生在情感、态度、行为等方面呈

现“全球视野、家国情怀”。 



“1+1+N”多人协作团队 
大学英语教师+ 

思政教育专家+ 

学科教师 

工作坊 

提升大学英语课程思政

实施主体的综合能力 

基本实现了话语

体系的融合 

增强协作力度，组建、集结了大学英语教师和思
政课教师及相关学科教师组成教学知识链团队 



一流课程建设对
我们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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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立场、有态度； 

 正确价值观、人生观

和世界观基础上的立场

和态度 

有思想 

 正视当下大学生的真实心智水

平，尊重他们的认知水平和知识

结构； 

 现实问题出发，问题牵引内容

载体，对教材进行精细“二次加

工”； 

 搭建与学生平等讨论的平台 

有温度 

 眼里有世界，更有家

国； 

 心中有“自信”，更

有信仰 

有情怀 

打造一门有思想、有温度、有情怀的课程 



敬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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