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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十九大报告》                                                                                                                                     

   时代的要求1



高校肩负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
交流合作的重要使命。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事关办什么
样的大学、怎样办大学的根本问题，事关党对高校的领导，事关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和战略工程。
高校要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
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

   时代的要求1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时代的要求1



“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

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高等教育法》

   教育的本质2



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教师应当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教师的使命

坚定政治方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拥护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潜心教书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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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思政

紧紧围绕坚定学生理想信念，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

爱集体为主线，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识、

道德修养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系统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和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心

理健康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教育部（2020年5月） 



“课程思政”建设的理论基础

•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  课程文化发展理论

•  有效教学理论

•  教育性教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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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建设的理论基础

•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1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唯一方法。

科学素质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

劳动能力，即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和谐、充分的发展，还

包括人的道德的发展。



“课程思政”建设的理论基础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1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

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

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

有用人才。这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

                                                                                                                          ——全国教育大会



“课程思政”建设的理论基础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1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

个根本问题。

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

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课程思政”建设的理论基础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1

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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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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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课程思政”建设的理论基础

    教学理论 
•  课程文化发展理论

•  有效教学理论

•  教育性教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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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课程思政”，实现大学英语教学目标

•  大学英语课程的性质与“课程思政” 的本质吻合

•  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需要融入“课程思政” 内容

•  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目标与“课程思政” 目标一致

2



•  市级“课程思政”改革精品课建设实践

•  效果与收获

•  存在问题与反思



1  市级“课程思政”改革精品课建设实践

抢抓机遇，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
成熟的教材；持之以恒的制度；完整的教案；乐于奉
献的骨干教师队伍。
综合素养类课程思政课精品课（申请）——天津市高
校课程思政精品建设课程——天津市高校课程思政精
品课——天津市一流建设课程 



1  市级“课程思政”改革精品课建设实践

组建团队，依靠集体智慧：

团队精神：团结一致，勇于牺牲奉献，努力钻研精神，精益求精

实际操作：在集体研讨基础上，每两三位老师为一组负责一个单元，

透彻掌握课文，广泛收集查找资料，恰当融入课程思政。再集中研讨，

各组之间交流补充，反复推敲，不断完善，循环往复。



1  市级“课程思政”改革精品课建设实践

搜集素材，挖掘思政点：

思政点：

    文章主题，段落主题，文章内容，文中词汇，课后练习文化翻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中国古今贤哲的重要思想、时政新闻

英雄模范、身边榜样

学校办学理念、校园文化、大学精神、商学素养等。



1  市级“课程思政”改革精品课建设实践

搜集素材，挖掘思政点：

线上资源：中国日报英文版、人民网、央视、学习强国等权威官网的英汉双
语视频、文本。

出版物：如《十九大报告》《中国文化自信解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
英文版等理论时政书籍、古今中外文史哲方面的书籍、最新的各类权威参考
资料等，特别是有关中国文化方面的双语教材、论著等。



1  市级“课程思政”改革精品课建设实践

搜集素材，挖掘思政点：

素材选择原则：

思想性、针对性、时政性和实效性；兼顾适当性、趣味性和可接受性。

贴近生活，引起共鸣，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因势而新，与时俱进。



1  市级“课程思政”改革精品课建设实践

精心设计，将思政内容巧妙融入：
教育理念：OBE（Outcomes-based Education基于学习产出的教育模式）

教学方法：TBL（任务型教学法）

融入形式：小组讨论、热身演讲、分组比赛、口笔译，视听，阅读等

教学环节：课前预习、课中学习、课后复习。



1  市级“课程思政”改革精品课建设实践

教学设计中的5个不原则：

Ø 不能为了融入而融入。

Ø 不能与大学英语教学两张皮。

Ø 不是越多越好。

Ø 不能生搬硬套、生硬说教。

Ø 少用理论术语。



1  市级“课程思政”改革精品课建设实践

  我们的优势：

      集体备课

     大外部“课程思政”功能党支部

    《中国文化概况》 “课程思政”精品课



2  教学改革效果和收获

Ø 2018年天津市高校新时代“课程思政”改革精品课

Ø 2019年天津市线下一流本科建设课程



2  教学改革效果和收获

优化课程

教学相长

教书育人



 实现大学英语课程优化：

Ø 丰富教学内容

Ø 提升课程的人文性属性

Ø 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2  教学改革效果和收获



2  教学改革效果和收获

  机遇与挑战并存：

Ø 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思想认识水平，中国传统文
化素养，课堂教学能力。

Ø 丰富了知识结构，拓展研究领域，提升了教学设计能力。

Ø 认可度提高，成就感增强，更好地自我发展。



3  存在问题与反思

u“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建设

u“课程思政”双语教学资源

u  教师队伍建设

u“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