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
好新时代的阿语课程思政

教育部外指委阿语分指委主任委员         
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部党委书记   罗林



政策引领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
要》(2017)
《教育部关于加快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
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2018）《教育
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的意见（2019）《关于加快构
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2020）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2020）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
课程思政教学指南提纲（征求意见稿）》
(2021)



教学对象的全覆盖 阿语专业本硕博全覆盖
阿语专业各类院校全覆盖
阿语专业课型全覆盖
阿语专业技能训练环节全覆盖



阿语专业

课程思政总体思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好课堂
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
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
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
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
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
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
行，形成协同效应。”



阿语专业

课程思政建设目标
推进思想政治工作与教育教学深度
融合，探索创新“外语+”教学模
式，真正发挥思政教育的作用，与
专业教育紧密结合，夯实高校青年
的思想理论基础，提高认识水平



阿语专业

课程思政建设目的

使阿拉伯语专业思政教育深入学生心中，强

化思政教育的价值引领作用，寻求与专业教

育紧密结合，夯实高校青年的思想理论基

础，提高认识水平，努力培养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为学生们走向社会后更好地从

事各项工作奠定专业基础和思想基础。



阿语专业

课程思政建设方案
提高教师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为课程思政
打下良好基础。增进教师的育德意识和育德
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合格的老师首
先应该是道德上的合格者，好老师首先应该
是以德施教、以德立身的楷模。师者为师亦
为范，学高为师，德高为范。老师是学生道
德修养的镜子。”教师的育德意识和育德能
力直接关系课程思政的质量和效果。

打造政治过硬教师队伍



阿语专业

课程思政建设方案

深入挖掘阿拉伯语专业课程蕴含的丰富思政
元素。教师在知识传授中注重主流价值观引
领。专业课程教师具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和坚
定的政治意识，履行好教书育人的岗位初心，
主动承担起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
时代重任。课程思政不是简单的“课程”加“思
政”，不是在专业课程中剥出几节课时讲授
思政内容。

将思政元素融入阿拉伯语课程内容



阿语专业

课程思政建设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制度意识，善于在
制度的轨道上推进各项事业”。充分挖掘和拓展
专业课程的育人价值，推动阿语专业课程走向
课程思政，同样有赖于相关制度的健全。
应完善教材开发制度；完善教师培训制度；完
善教学组织管理制度。
完善的制度设计，有助于推动教师以其研究成
果和实践成果反哺于教学，实现教书育人、科
学研究、社会服务相得益彰，推动构建课程思
政的育人大格局。

加强制度建设和监督管理



阿语专业

课程思政建设方法

阿语思政教师团队，高度重视这一“首要问题”，寻求思政教

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和化学反应，以达到思政教育“内化

于心、外化于形”的理想效果。为此，不仅要求师生在课程内

容及相关知识点传授方面自然、流畅和顺理成章，更注重将有

关思政教育的“主旋律”内容有机地契合进专业课堂内容，使

两者实现“无缝对接”，使学生在熟练掌握听、说、读、写等

阿拉伯语专业能力的同时，深受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熏陶和引

领，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想觉悟和行为观念。实操层面重

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教学环节：

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



阿语专业

课程思政建设方法
精选听力训练素材。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

化，适时引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阿拉伯

语频道的相关报道，引导学生从国家级新闻媒体

的视角予以关注，培养学生的中国立场和世界眼

光。

1、听 力



阿语专业

课程思政建设方法

在讲授的过程中需要大量的阅读材料，这是进行思政建设的

理想阵地。为充分占领这块阵地，在课堂教学和课后阅读

中，大量采用与思政建设有关、价值观导向明确的专业教学

素材，主要来源有《中国文化读本》阿拉伯语版、新华社阿

拉伯语网站、中央文献编译局的“读文献，学阿语”公众号

和人民网阿拉伯语版，此类思政教学内容不仅具有权威性，

而且时效性强，可以使学生在语言专业的学习过程中，始终

心系家国，胸怀天下。

2、阅 读



阿语专业

课程思政建设方法
翻译是思政教育课程每周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课堂教学

过程中，翻译训练通常分为句子翻译和段落翻译两类。在具

体操作中，主讲老师要求学生结合课堂上所学的外语专业知

识，精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年大事记》、《十九大报

告》、《政府工作报告》等相关内容，将其中较为重要的理

论思想部分作为笔译教学内容引入课堂。

3、翻 译



阿语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特点

课本主体内容与思政内容实现协调分布，课堂教学不仅要

充分保障教学大纲内容得以贯彻，同时也必须融入相关思

政教育内容，做到顺势而为，因势利导。在课程内容设计

的过程中，讲究因时因势，春风化雨，而非生搬硬套，刻

意强调思政教育方向。成功的思政建设一定是润物无声

的，是建立在优秀的课堂教学效果基础上的。

1.教学为纲，因势利导



阿语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特点

与思政建设相关的内容浩如烟海，选择与课程进度相关的内

容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力，阿语课程思政教学团

队从各个媒体平台对思政内容进行筛查并实时关注，建立了

与不同阶段教学内容相关的较为充足的阿拉伯语思政语料

库，保证了融入课堂的思政内容与课堂主干内容在难度和逻

辑上“无缝对接”。

2.披沙拣金，难易适中



阿语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特点

阿语课程思政内容覆盖外语专业教学的视、听、说三个环

节，使学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沉浸在语料之中，这些充满

“正能量”的材料不仅能够使学生有效提升语言能力，同

样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完成“思政启蒙”的效果。

3.多管齐下，沉浸其中



阿语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特点

在思政内容的讲授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理

念，尽力避免“满堂灌”的教学模式，采取“教师引导、学

生为主”的教学方式。对于视听思政内容，由教师完成背景

介绍和难点讲解，理解和内容分析由学生采用“分组讨论+

集体展示”的方式自主完成，思政建设不应是一个单向的讲

述行为，而应该是一个不同思想火花碰撞的交流过程，越是

包容的环境，越是温和的话语，越能够将声音传递到学生的

心底。

4.学生为主，避免“填鸭”



结语：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

思政内容与专业教学过程相结合是开展高校思政教育的重要

举措，符合学习规律和学生的认知成长过程，也使思政教育

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说教与枯燥。通过信息化教学、自身体

验、课堂讨论等方式，让思政教育活起来并情景化，真正深

入学生心中。牢固培育和树立新时代高校青年的家国情怀，

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崇高使命。要让广大学子深刻认识到

每个人的成长和生活，都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深刻认识到

青年学子们肩负着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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