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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外语专业教育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大学正是年轻人养成正确的价值观的关键时间，如果我们外语
学科的大学教育只关注外语的应用能力培养，忽视意识形态和
价值观导向的培养，学生很容易在学习西方文化的时候，被西
方的价值观所绑架。

 外语专业以学习外语为主，但学习的媒介多是来自于外国的语
言材料，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夹带着外国的价值观，如果在这样
的学习中，我们的思政教育不跟上，就等于把学生的思想空间
置于不设防的状态，其后果就很有可能培养出跟祖国离心离德
的学生，这样的经验教训已经不少。

 以往，外语专业可以说是思政教育的几乎空白的地带，加强这
方面的教育势在必行。



大学外语专业课程思政的重要性

 我们外语人才的培养不能回避这样几个问题，

 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我们要培养的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因此，如果我们的学生不具备正确的价值观，不了解社会主
义的基本理念和精神，那么他们未来何以成为社会主义的建
设者和接班人？

 不可否认，在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引
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虚化了，急需在人才培养的环节
加以强化。



大学外语课程思政的可行性

 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所面临的意识形态风险在于学生们学习的
主要是西方的文化，而西方文化中必定存在着许多消极的、
负面的、乃至反动的意识形态元素，因此外语专业的人才培
养是意识形态风险比较高的一个领域，我们必须要认真而严
肃地对待这一问题。

 但这一貌似不利的因素其实也包含着积极的一面，因为西方
文化有糟粕，也有精华，因此我们在教材编写和教材使用上
要积极挖掘这些精华的部分，而对于一些糟粕的元素，如果
碰到了，我们也不必回避，可以采用批判的态度来体现正确
的价值引领。



专业与思政结合：课程思政教育的效率所在

 大学生初来大学，他们最朴素的意识是来学习他们心仪的专业，

 而大学的思政教育对于外语专业的学生来说，似乎与专业无关；

 因此，我们在学生刚入校门时就要告诫他们，他们尚且年轻，尚未
形成稳定的价值观，必须要在大学的专业学习的同时，加强正确的
价值观建设；

 也正因为学生对专业学习的专注，我们的思政教育也要切忌填鸭式、
强迫式的学习方式，

 最理想的方式是将思政融于专业，在专业学习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将
正确的价值观融入其中，做到润物细无声，让学生在马克思主义思
想的引领之下感悟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在专业教育的体系之中建立多维思政教育模式和体系。



专业+思政的路径之一：教材

 现有的外语专业的教材大多没有积极主动地融入思政的内容，因此凡在
国家正式启动大学思政教育工程之前所编写的教材，都应考虑用新的教
材来替换，

 因为以往的教材一方面没有融入思政的内容，另一方面由于考虑到学习
西方文化的需要，难免会在教材中植入了一些消极的意识形态元素，

 因此教材的系统性重编势在必行，

 如果我们有机会编写教材，就一定勿忘在教材中融入思政的内容；

 但在新的教材出现之前，我们还是要正确地利用好现有的教材：正确的
东西加以弘扬，错误的东西加以批判，

 在教材的编写和使用中做到：融思政于教材，借教材讲思政



专业+思政的路径之二：课堂

 从科学的角度破除宗教迷信；

 从制度的角度弘扬社会主义；

 从抗疫的角度批判西方民主；

 从批判的角度看待欧美思潮；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社会进步；

 从发展的角度解读改革开放；

 …………
 总之，在课堂教学中，只要有合适的内容或话题，都不妨与

思政相关联，但在教学技巧上，要做到顺势而为，不必强行
关联，喧宾夺主，应把握好专业与思政的平衡点。



专业+思政的路径之三：讲座与活动

 积极开发“专业+思政”的讲座

 一方面鼓励本院的教师做这样的讲座，

 另一方面通过查阅期刊论文的发表和学术会议上的发言，发现已经做了相关
研究的专家学者，邀请他们来做这样的讲座；

 对于外请的讲座，“专业”不必限定在外语，人文社科的专业性讲座都可以，
如请历史学家讲党史，请哲学家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请经济学家讲授国家的
经济形势和经济发展前景，等等。

 我做的与翻译研究有关的讲座：

 1.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

 2. 《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

 3. 翻译与国运兴衰



专业+思政的路径之四：研究

 有意识地引导和组织学生们开展带有思政内涵的专业研究

 案例：党史教育先行一步。我们组织了10名硕士生和10名本科生开展了
“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翻译与传播”活动，他们两人一组，对10名广东
籍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家展开研究，未来会以论文和论文集的形式推出这
些成果，学生们的参与非常积极。

 成效：学生们在这样的活动中潜移默化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
申请入党的同学明显增加。在专业上，学生们学到了翻译史、译者研究
和译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理念，并开始尝试利用在这一活动中所学到的
方法，积极开展相关的专业研究，如研究习近平思想的外译所产生的影
响、特定诗歌翻译家的诗歌翻译及其对白话新诗的影响，等等



成果

 1、英语系教工党支部被评选为全国新时代高校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 
“党建工作样板支部”；

 2、英语系研究生党支部获评广东省高校“基层党支部组织生活创新案例”
一等奖，该案例收录于“学习强国”；

 3、本科生党支部入选学校“样板党支部”；

 4、英语系教工党支部书记詹成同志，代表学校获广东省首届高校教师党
支部书记素质能力大赛一等奖。

 5. 相关活动多次被“学习强国”报道



思政教育体制的建立

 筹建“外语思政教育中心”，进一步强化外语思政
教育体系。



大好时光，切莫错过

 目前，在国际反华势力日益嚣张的同时，我国在抗疫工作、扶
贫攻坚工作、和科技创新上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是我
们推动思政教育的一个大好时机。

 此外，西方社会在针对中国香港问题和美国国内动乱问题上的
双重标准，针对我国疫情和西方国家自己的防疫不力上的双重
标准，针对中国及其第三世界国家的一系列霸凌行为，正是我
们开展思政教育的一个不可多得的案例。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中，我们应该要让我们的学生清醒地认
识到：在中国崛起的事实面前，西方自由民主的虚伪面纱已经
被他们自己撕得稀巴烂了。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
望。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
业，必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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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奋斗
终身的有用人才。在这个根本问题
上，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
（习近平）

“我们的教育绝不能培养社会主义
的破坏者和掘墓人，绝不能培养出
一些“长着中国脸，不是中国心，
没有中国情，缺少中国味”的人！”
（习近平）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