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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德树人为大学英语教育的最终目标。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课程

的育人效能，除了吸纳课程思政教育的一般经验，更应围绕英语教育

本身展开学术性探讨。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应从国家意识与国际视野两

个维度进行，在思政内容挖掘、思政方法设计及思政环境营造三个方

面着力。在内容方面，涉及语言地思考、思政地思考课程内容；在方

法上，互动式的任务设计、教育技术的介入是重要辅助手段；思政环

境的营造来自教师的以德服人，师生之间的信任，为实施课程思政教

育的关键。除此之外，好的教材可让课程思政如虎添翼。

摘 要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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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自古以来，“立德树人”是以“诗书传家”从而修身、治家、爱国、平天下的

臻上追求，既具形上精神向度，亦有形下实践维度，是教育的方式亦为目的。

   课程思政从根本来看，首先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变革，是整体性思维方式进一步

嵌入现代教育的结果，是教育的“返璞归真”。

   其次，课程思政从实施内容来看，高度体现了新时期中华民族族性教育的现代

性及全球贡献。

引  言 



    2016年9月27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参与全球治理需要

①一大批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②具有全球视野、③熟练运用外语、通晓

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专业人才。

           ① 　       知识与价值观

           ②          知识与价值观

           ③          专业技能

 向内和向外两个维度，既要懂国内又要懂国际，知识与能力兼具，价值观正向的专业人才。

1. 学理维度：国家意识、国际视野

1.1 需求：politically，economically and culturally



   开始于上个世纪初的外语教育是为呼应中华民族进入现代性的诉求，因此

输入为主。（腾空式的输入）

   交流的本质： 双向性

   事实上，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当今的输入与输出并重是一种反拨。

课程思政的提法，在重视输入—学习的同时，我们强调批判式的学习而非倒

空式的学习，在学习的同时应贡献中华智慧，传播中华智慧。

要



摘要

   顾晓乐在《外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之理论和实践模型》提出

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态度维度、知识维度、技能维度构成。态度维度涵盖

全球意识、语言文化意识和交际动机；知识维度包括语言/肢体语言知识、

本国/他国文化知识、交际策略知识和各类必要知识。技能维度包括语言

知识和策略运用能力、基本认知能力、高级批判思维能力和调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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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理维度：国家意识、国际视野

1.2 跨文化交流本身



摘要



摘要
1. 学理维度：国家意识、国际视野

1.3 英语教育本身 

   在“新时代外语教育的战略思考”一文中，蒋洪新指出，“新中国成立 70 年以

来，外语教育始终与国家战略同行、同向，为推进经济社 会发展、扩大中外文化交

流、提升国民整体素养、参与国际治理等提供了强有力 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对

新中国的建设发展和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整体 提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始终是外语教育的出发地及优良传统。

      《新时代外语教育的战略思考》，《外语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1期第13页



摘要   杨枫在《外语教育国家意识的文化政治学阐释》中提出，鉴于我国外语

教育一直沉浸在“外来所有格”的办学事实，我们必须坚持国家意识与国际

视野互为主体的外语教育原则（杨枫２０１９ ： １ ；沈骑２０１９ ： 

７６ ；陈新仁２０２０ ：２２ ），挖掘内生于中国的教育理念、教育内

容和教育手段，构建新时代我国外语教育改革的伟大蓝图。



摘要

   国家意识“是对某一特定的民族国家及其传统、制度、文化的归属，并由此而分享一种共

同的历史、共同的情感、共同的信念和共同的生活方式”（于海２００４ ： ３ ），是对国

家认知、认同和期待的概念集合。

   我国跨文化交际的外语人才应在国家认知、国家认同、国家责任、国家立场和国家期待五

个方面强化自身的国家意识。(陈新仁，2021：25）

   国家意识是构建中国身份、学好中国知识、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

   国家意识教育将中国价值观溶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厚植家国情怀，聚焦与之有关

的知识素养和为国服务的实践能力。

   从这个角度看，国际视野是实现个人国家意识能大用的途径，是用，而非本。

   国家意识为体，是目的性，国际视野为用，工具性。



摘要

我以为：外语课程思政的学科优势
 

直接性： 国家意识与国家视野

　　　   能更直接、规模响应国家急需

可接受性：易将“育人宏大叙事”化为学术语言、课程语言、

          文化语言、避免政治图解。

上手性：以英语类专业及学科教育为起点向全校辐射　　

        最大的公共基础课提供了很好的上手工具 



n内容挖掘 

2.实践维度：国家意识、国际视野

内容挖掘

对教材内容进行深挖，衍射：语言地看教材、思政地看

教材

以新未来大学英语综合教材第一册第一课为例

Title: A new life, a new you     

思政主题：  大学与我

“为谁培养人”——国家意识： 涉及大学的定位，做好入学教育（国家认知、

国家认同、国家责任、国家立场和国家期待）

为国培养人才： 国家意识与国际视野 ：涉及如何做一个大学生，大学生的素养 



2.实践维度：国家意识、国际视野

方法设计

研究型学习：university 的起源

From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university
university, instit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usually comprising a 
col lege of l iberal arts and sc iences and graduate and 
professional schools and having the authority to confer degrees 
in various fields of study. Although universities did not arise in 
the West until the Middle Ages in Europe, they existed in some 
parts of Asia and Africa in ancient times.
History of university



2. 实践维度：国家意识、国际视野

方法设计

比较性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Great learning aims to foster moral integrity, forge close ties with the 
people and attain consummate virtue in both words and deeds. (The Book of 
Rites) 
The aim: 完整的人 （道德地看）for others (people) 为他； 至善境界  知行合一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开放性探讨 Question: How Great learning happens to you? 

My understanding: 大学： Great study，Great books；Great people( great 
scholars, teachers, students)  becoming great ） for the nation, for the 
world （国家意识，国际视野）



2. 实践维度：国家意识、国际视野

方法设计

互动式任务设计：我与我的大学；我们的大学与他们的大学

Task 1: to know about my university, her own unique contribution to 

the nation, to the world?  Discussion and presentation 

Task 2: to choose to know one famous university in the USA or Great 

Britain (Harvard, Oxford, Cambridge)   discussion and presentation 

教育技术的采用: 多媒体呈现（视觉，听觉），线上、线下，学习通



摘要

2. 实践维度：国家意识、国际视野

环境营造

教师的示范型： My university  and me 

信任感: 以成长为关键词， 精神成长及陪伴，意识与视野

第二课堂活动：



2. 实践维度：武汉纺织大学案例

2021年武汉纺织大学课程思政行动方案

主题：我和我的国-----新时代的爱国者（新时代的爱国者立足岗位，      

胸怀家国，专业人做专业事）

活动内容:　我为国家做点啥

方式：教、研、做、学 联动

人员：全体教职工、师生

要求：融合ＭＴＩ、大学英语教育、英语、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

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传统模式与现代技术；学科性与跨学科

 



    教：上好一堂课  （教师爱国主义之本职体现）

　　要求：A. 教学内容要聚焦素质、能力培养；要有国家意识与国际视野

　　　　　B. 教学方式被学生接受和喜爱　

    活动：1．观摩示范  　

          2． 开展“我心中的外语老师”推选

          3．开设全校双语公选课

实践维度： 国家意识、国际视野



    教：扎实做好课程思政：抓住课堂教学这个关键环节

      



   教： 课程思政之实践教学：“中外人文经典导读”

      



   课程思政的重要条件：  教师的职业荣誉感

      

“  



摘要

2. 实践维度：国家意识、国际视野

研：做好专业性　（教师爱国主义之水平体现）

　　　要求：做好教学研究，专业人做专业事，走心，有效

      活动： 1. 教研活动(课程、课程组、跨系部交流） 　　             

             2．校际交流   

           3．课程思政论文

           4．省级，国家项目申报　



摘要



做：行好专业事　（教师爱国主义之实践体现）

要求：身体力行，做好语言服务：

　　　教育部纺织行业中外人文交流中心活动

      孔子学院教师服务　　

      翻译服务  学术专著　

在首届全国翻译技术教学大赛上，外语学院教师作品《利用双语技术文档获取翻译记忆

库和术语库-以（方舱医院设计和改建的有关技术要求）为例》获华中赛区二等奖。

2. 实践维度：国家意识、国际视野



序号 名称 小类别
类型（期刊名、出

版社、来源）
统计年度

1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服饰术语英译研究 国家级 教育部人文青年 2021

2
互联网时代下美国另类媒体对反全球化运

动的构建及其影响研究
国家级 教育部人文一般 2020

3
纺织翻译资源建设与翻译技术教学模式研

究

4 京剧服饰汉英标准化术语库构建 省市行业级
省教育厅哲学社会
科学一般项目

2020

5 符号学视阀下恩施土家族服饰审美表达 省市行业级 省部级平台 2018

6
符号学理论视域下的《楚辞》英译对比研

究
省市行业级

省教育厅哲学社会
科学一般项目

2020

7 《楚辞》服饰文化英译研究 省市行业级
省教育厅人文社科

一般项目
2018



 

 
         外国语学院拟翻译校本特色专著书目

序号 专著名称 出版单位 进展

1 民族元素与文化认同的建构——以时尚创意为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完成译稿初稿，2021年出书

2 遮蔽与显露的游戏——服饰艺术与身体美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已交稿，武大出版社2021年出版

3 礼仪、身体与现代性 武汉大学出版社 完成译稿1/3，武大出版社2022年出版

4 性别.服饰.伦理——性别视角下女性服饰形象解读 东华大学出版社 完成译稿初稿，东华出版社2022年出版

5 织染江南——中国长三角地区染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中国纺织出版社 完成译稿初稿，纺织出版社2022年出版

6 土家织锦的文化生态与视觉艺术 武汉理工出版社 完成译稿初稿，纺织出版社2022年出版

7 时尚与身体美学 人民出版社 完成译稿初稿，纺织出版社2023年出版

8 图说中国古代纺织技术史 中国纺织出版社 完成译稿初稿，纺织出版社2023年出版

9 锦中文画——中国古代织物上的文字及其图案研究 东华大学出版社 完成译稿初稿，纺织出版社2023年出版

10 Digital Textile Design（数字纺织品设计） 中国纺织出版社 中国纺织出版社2021年6月出书

11 Botanical Inks（植物染） 中国纺织出版社 中国纺织出版社2021年12月出书

12 荆楚汉绣 武汉出版社 中国纺织出版社2021年11月出书

13
Textile and Clothing Design Technology （服装设计技术） 中国纺织出版社 合同准备中，

中国纺织出版社2023年出书

14

Reverse Design：
A Current Scientific Vis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Fashion and 

Design Congress（国际时装大会的科技视角）
中国纺织出版社 合同准备中，

中国纺织出版社2023年出书

15

Fashion Retail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 Systems Optimization Approach（纺织品销售供应链管理） 中国纺织出版社 合同准备中，

中国纺织出版社2023年出书



新时代翻译教育的使命与中国文化传播学术论坛

2019-2021年 三届



学：育好接班人　（教师爱国主义之终极体现）

要求：第二课堂与第一课堂紧密结合，接班人意识

活动：１.利用ｕ校园平台，线上：时事阅读：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教师每天负责推送有关时事英语新闻，

         线下将阅读纳入平时成绩并开展英文时事知识竞赛

　　　 2.系列比赛：“我为抗疫发声”， “讲述中国故事，感悟百年初心”英文演讲比赛

       3.系列活动：例如: 英文唱红歌，双语阅读，双语特色支部活动等　

　　　 4.外语文化节　

　　　　　重要节目：Ａ．英文红歌　　教师合唱　　表演

　　　　　　　　　　Ｂ．“我心中的外语老师”颁发荣誉证书

　　　　　　　　　　Ｃ．“我爱我的职业”

2. 实践维度：国家意识、国际视野



    举办系列学科竞赛

      

“



举办英文辩论赛



双语特色主题阅读活动

      

红色双语阅读 中外经典阅读 中英文时事报刊阅读



    开展双语特色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采取圆桌会议形式，重构平等对话、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

形成具有开放性、体悟性、交互性的师生育人共同体。

“始于初见”

 邀请校内外教授讲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教授导读 教师研读 朋辈诵读

“聚焦经典”

 外语学院党员教师对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英文版进行细致讲解

“身临其境”

 让学生通过对《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

的诵读，深入作品当中

红色双语阅读活动

“男神”带你一起读习有声





结语

课程思政给外语人才国家意识和国际视野的培养提供了一个新
的说法，其关键是发挥教师、学生两个主体的积极作用，用好
课堂、教材两个载体，从而做到事半功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