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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2020）
•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2020）
• 《大学外语课程思政教学指南》（2024?）
• 《理解当代中国（大学英语版）》（2024?）

•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研究（蔡基刚2021；何莲珍2020，2022，2023；
刘建达2020；刘正光，岳曼曼2020；胡杰辉2021；文秋芳2021；
杨华2021；向明友2022；张文霞，赵华敏，胡杰辉2022；赵雯，
刘建达2022）



二、北京大学大学英语课程体系

• 人才培养目标
• 德才均备、体魄健全、守正创新、引领未来

• 本科教育理念
• 加强基础、促进交叉、尊重选择、卓越教学

• 本科教育体系
•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

• 大学英语课程体系
• 有北大特色、以学生成长为中心、动态开放
• 专题化、模块化、多样化
• 分级分类、多种选择、因材施教、多元评价



大学英语课程设置

• 课程性质
• 全校公共必修课程

• 教学
• 分级别、模块化教学（A模块、B模块、C模块、C+模块）

• 学分
• 弹性学分制（8、6、4、2学分）

• 课时
• 每门课2学时/周，2学分



大学英语课程设置示意

课程级别 课程类别
基础目标课程（A模块） 通用英语课程（AG）

跨文化交际课程（AC）
提高目标课程（B模块） 通用英语课程（BG）

跨文化交际课程（BC）
发展目标课程（C模块） 通用英语课程（CG）

跨文化交际课程（CC）
专门用途英语课程（CS）

卓越目标课程（C+模块） 批判性思维与学术写作



大学英语选课原则
入学分级 应修学分 应修课程

A级 8 A模块课程4学分 + B模块课程4学分
B级 6 B模块课程4学分 + C模块课程2学分
C级 4 C模块课程4学分

或C模块课程2学分 + C+模块课程2学分
C+级 2 “批判性思维与学术写作”2学分

或免修



通用英语课程

• A模块

• 基础英语听力

• 英语听说

• 英语阅读

• 实用基础英语写作

• B模块

• 高级英语听说

• 高级英语口语

• 英语语调与听说语法

• 英语创意表述-TED演讲视听说

• 高级英语阅读

• 英美报刊选读

• 高级英语写作

• 汉英翻译：理论与实践

• C模块

• 学术英语听说

• 实用英语：从听说到演讲

• 学术英语阅读

• 跨学科阅读

• 学术英语写作

• 分析性英语写作

• C+模块

• 批判性思维与学术写作



跨文化交际课程

• B模块

• 英语名著与电影

• 英美戏剧和电影

• 美国短篇小说与电影

• 影视中的英美文化

• 英语词汇与英美文化

• 美国文化概览

• 希腊罗马神话赏析

• 文艺复兴艺术作品与圣经故事

• 当代英美纪录片中的中国文化和社会

• C模块

• 语言、文化与交际

• 西方古典文化：影视与文本

• 北京和上海：中国历史上的双城记

• 英语非虚构作品中的近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

• 美国重要历史文献选读

• 英国现代诗歌

• 莎士比亚名篇赏析

• 19世纪英国女性作家经典作品选读

• 英美短篇小说文本分析与鉴赏

• 英语散文选读：16世纪至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

• 英语散文选读：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至20世纪



专门用途英语课程

• C模块

• 法律英语

• 商务英语

• 科技前沿英语

• 商务沟通与表达



第二课堂建设

• 北京大学英语演讲比赛（秋季学期）

• 全国大学生英语词汇能力大赛（春季学期）

•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春季学期）

• 北京市大学生“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优秀短视频大赛

• 北京高校青年人才国际胜任力大赛

• 全国高校学生跨文化能力大赛

• “外研社·国才杯”“理解当代中国”全国大学生外语能力大赛







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建设

• 北京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2021）：以学生成长为中心的大学
英语专题化、模块化、多样化课程体系建设

• 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022）：以学生成长为中心
的大学英语专题化、模块化、多样化课程体系建设







三、北京大学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

•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育人团队：大学英语课程组

•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项目：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

•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实践：教学目标、教学重点、教
学方法、教学方案



大学英语课程组

• 课程思政育人团队建设

• 大学英语听说课程组

• 大学英语阅读课程组

• 大学英语写作课程组

• 大学英语文学课程组

• 大学英语跨文化课程组



大学英语课程组：听说

• 英语听说（A模块）

• 高级英语听说（B模块）

• 英语语调与听说语法（B模块）

• 当代英美纪录片中的中国文化和社会（B模块）

• 学术英语听说（C模块）

• 实用英语：从听说到演讲（C模块）



大学英语课程组：阅读

• 英语阅读（A模块）

• 高级英语阅读（B模块）

• 英美报刊选读（B模块）

• 学术英语阅读（C模块）

• 跨学科阅读（C模块）



大学英语课程组：写作

• 实用基础英语写作（A模块）

• 高级英语写作（B模块）

• 学术英语写作（C模块）

• 分析性英语写作（C模块）

• 批判性思维与学术写作（C+模块）



大学英语课程组：文学

• 英语名著与电影（B模块）

• 英美戏剧与电影（B模块）

• 希腊罗马神话赏析（B模块）

• 英国现代诗歌（C模块）

• 19世纪英国女性作家经典作品选读（C模块）

• 英美短篇小说文本分析与鉴赏（C模块）

• 英语散文选读：16世纪至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C模块）

• 英语散文选读：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至20世纪（C模块）



大学英语课程组：跨文化

• 英语词汇与英美文化（B模块）

• 影视中的英美文化（B模块）

• 汉英翻译：理论与实践（B模块）

• 文艺复兴艺术作品与圣经故事（B模块）

• 语言、文化与交际（C模块）

• 西方古典文化：影视与文本（C模块）

• 英语非虚构作品中的近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C模块）

• 北京和上海：中国历史上的双城记（C模块）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项目

• 教学改革项目：大学英语写作课程群知识图谱建设（集体项目）
（2024）

• 教学改革项目：《美国短篇小说与电影》课程思政建设与实践（2023）
• 教学改革项目：《英语非虚构作品中的近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 课程
思政建设（2023）

• 教学改革项目：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英语阅读》课程思政设计与实
施（集体项目）（2022）

• 教材建设立项：《英汉互译思政教程》（新编）（2022）
• 教材建设立项：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课程思政教学设计（集体项目）
（2023）



四、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方案（示范课
程举例）
• 通用英语课程：英语阅读（A模块）

• 跨文化交际课程1：英语散文选读（文学类）（C模块）

• 跨文化交际课程2：英语语境中的中国历史与文化（文化类）
（C模块）

• 跨文化交际课程3：汉英翻译：理论与实践（翻译类）（B模
块）

• 专门用途英语课程：科技前沿英语（B模块）

•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详细教学方案：美国短篇小说与电影

附件1：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设计表.docx


通用英语课程：英语阅读（A模块）

• 教学成果奖励：北京高校优质本科课程（公共课）（2022）
• 教学成果奖励：北京大学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021）
• 教改项目：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英语阅读》课程思政设计与实施
（2022）

• 教改项目：基于SPOC和PBL的英语阅读翻转课堂教学实践（优秀结题）
（2021）

• 教改项目：多平台、强互动、线上线下、精泛结合，提升大学英语阅读
教学质量（2020）

• 教材建设立项：《博雅英语》（数字化教材）（2019）
• 教材建设立项：《博雅英语》（修订）（2020）
• 人工智能助推课程建设项目：英语阅读（2022）
• 数字化课程建设：《英语阅读》（慕课）（2020）



通用英语课程：英语阅读（A模块）

• 授课团队：李淑静、张敏、沙筱薇、马小琦、马乃强

• 1）教学内容
• 《博雅英语》；《理解当代中国》

• 2）教学目标
• 使学生在批判性的英语学习中，吸收优秀的文化、观念和正确的价值观，
培养跨文化国际视野和中国情怀，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 3）思政要素
• 文本取材既有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又有富有时代感的输入性材料
• 引导学生汲取广博知识，同时培养独立完善的人格和优雅的气质
• 使学生获得丰富的体验：经典与时代的结合、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互
动、人文素养与科学精神的交融









跨文化交际课程1：英语散文选读（文学
类）（C模块）

• 教学新思路项目：大学英语教学的“散文道路”探索与实践——
《英语散文选读》课程建设与互动教学（2020）（优先项目）

• 教材建设项目：《英语散文史（附节选译）》（2022）（北京大
学优秀教材）



跨文化交际课程1：英语散文选读（文学
类）（C模块）
• 授课团队：黄必康、马乃强、徐溯、董欣

• 1）教学内容
• 《英语散文史（附节选译）》，以时代背景和文学主题为主线

• 2）教学目标
• 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文学修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引导学生体悟散文作品中
人类共通情感和全人类共同价值

• 3）思政要素
• 教学材料的选择方面充分考虑多元性，灵活生动地融入思政元素
• 既有传达事实、表述思想和教育的功能，又有文学陶冶和审美娱乐的功能
• 启发学生深刻洞察散文作品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培养其兼具国际视野
和家国情怀的价值观念





跨文化交际课程2：英语语境中的中国历
史与文化（文化类）（C模块）

• 教改项目：北京和上海：中国历史上的双城记（2021）

• 教改项目：英语语境中的中国历史和文化（2017）

• 教材建设立项：北京和上海：中国历史上的双城记（2024）



跨文化交际课程2：英语语境中的中国历
史与文化（文化类）（C模块）
• 授课教师：高艳丽

• 1）教学内容
• 在历史背景下和英语语境中考察相关中国文化现象

• 2）教学目标
• 加强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沿革的深层理解，从多元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历史传统、
中国文化特点、中国国民心理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 3）思政要素
• 帮助学生厘清中国历史的内在脉络，自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 提高学生用英语介绍传播中华文化的能力，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中华文化跟其
他文化间的理解和对话

• 在未来的工作和社会实践中，恰当运用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促进中国的国际发
展，增强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影响力





跨文化交际课程3：汉英翻译：理论与实
践（翻译类）（B模块）

• 教材建设立项：《英汉互译思政教程》（新编）（思政教材）
（2022）



跨文化交际课程3：汉英翻译：理论与实
践（翻译类）（B模块）
• 授课教师：余苏凌

• 1）教学内容
• 英译汉和汉译英各占七个单元，内容涉及多个领域富含人文性、思想性、
思政性的知识

• 2）教学目标
• 提高学生的理解翻译能力和准确表达能力，用所学翻译技巧和宏观策略
翻译原文，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正确的世界观

• 3）思政要素
• 在大量典型的例句、篇章和范文中介绍我国建国和改革开放以来在各领
域取得的巨大成就

• 选用《中国关键词》里的重要词条，对西方的一些狭隘、片面或错误的
观点进行批判



专门用途英语课程：科技前沿英语（B模
块）

• 教改项目：融合科学素养培养的《科技前沿英语》课程建设
（2021）

• 教改项目：《科技前沿英语》课程建设（2018）
• 教学新思路项目：融合实用教育技术的《科技前沿英语》多模式
教学创新实践（2019）

• 人工智能助推课程建设项目：科技前沿英语（2019）



专门用途英语课程：科技前沿英语

• 授课教师：田剪秋

• 1）教学内容
• 选取与国家和社会发展以及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前沿科技话题

• 2）教学目标
• 知晓科技领域的最新前沿进展，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以及科学论证和推理能力，
激发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聪明才智的使命感

• 3）思政要素
• 知晓基本概念和原理，关注我国在相关科技领域的发展水平
• 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与创新精神，以科技前沿突破为例，启发学生积极发现问
题，探索解决方案

• 注重科技伦理教育，培养探索未知、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详细教学方案：美国短
篇小说与电影
• 教改项目：《美国短篇小说与电影》课程思政建设与实践（2023）
• 教改项目：美国短篇小说与电影和现当代中国小说与电影课程对
比研究（2018）

• 教材建设立项：《美国短篇小说与电影》（数字化教材）（2022）
• 教材建设立项：《美国短篇小说与电影》（修订）（2022）
• 教材建设立项：《美国短篇小说与电影》（新编）（2016）
• 人工智能助推课程建设项目：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助推《美国短篇
小说与电影》课程建设与教学（2021）

• 数字化课程建设：《美国短篇小说与电影》（慕课）（2023）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详细教学方案：美国短
篇小说与电影
• 授课教师：马乃强

• 课程名称：美国短篇小说与电影

• 课程类型：大学英语B模块课程；文学类跨文化交际课程

• 教学对象：非英语专业本科学生

• 课程学时：32学时（2学时/周）

• 教学资源：教材《美国短篇小说与电影》（2016）；教学课件、
电影视频、推荐阅读等在线资源详见北大教学网。

附件2：《美国短篇小说与电影》课程思政教学方案.docx


课程思政案例





五、结语
• 教师队伍主力军

• 课程思政育人团队建设

• 大学英语课程组

• 课程建设主战场
•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项目

• 课程思政教材建设立项

• 课堂教学主渠道
• 课程思政教学体系

• 课程思政教学方案

• 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
• 示范课程

• 每一门课程、每一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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