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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must clearly understand that we should always regard moral education as the fundamental task, adhere to the party's 

educational policy, and focus on the fundamental issues of what kind of people to cultivate, how to cultivate people, and 

for whom to cultivate people. English course is similar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English has many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humanism, speculation and instrumentality, which are in line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he core of this paper is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with all aspects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and is committed to cultivating qualified, noble and honest students, so as to let the principle of living in the world 

penetrate into the whole process of undergraduate English teaching. In the Symposium of schoo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took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carrying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The only way to realize 

the party's fundamental mission is to cultivate people who are capable of succeeding and prospering, and how to 

cultivate people who are able to succeed and accomplish the party's great cause and prosperity. Therefore, every aspect 

should focus o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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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高校进行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务必要清晰地了解，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同时，要坚持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重点完成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为了谁去培养人的根本性问题的工资。高校教育中，英语

课与思政课同工异曲，英语所拥有的人文性、思辨性和工具性等特点，与思政课有许多的符合点。本文中，通

过叙述“将思政课和高校英语教学各环节相融合”，使之帮助高校培育具备合格、高尚、耿直品格的学生，让

立身处世的原则渗透到本科英语教学的全过程之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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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在高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中，习近平总书记把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作为出发点，着重强调了开展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性。唯有始终牢记立德树人的

根本性任务，坚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重点完成培养

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为了谁去培养人的根本性

的问题，方能实现党和国家事业的繁荣昌盛、后继有

人，有利于成就伟大事业、完成伟大梦想。所以，每

个方面都应该着重深入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探索。 

2. 英语课堂与高校思政课相融合的作用与

意义 

将与习近平主席所批属的关于高校教育改革文

件的指导精神，教育部门的指导建议与高校自身的发

展特点相结合，高校自开设以来就本着“教书育人”

的原则，对教学形式与教学内容进行探索与革新。除

此之外，社会媒体对于高校的改革也是高度重视的，

积极报道高校的思政课教育的必要性与急迫性；因此

结合高校自身发展需求，各高校可以使用小组探讨、

学习等方式进行课堂开展形式的多样化；并且从各个

领域上教育工作者、不同学院的学生与思政课相结合

进行研究。虽然高校在以上方面的革新热火朝天，但

是将英语教学与思政课相结合方面的变化还是较弱。 

各高校实行英语教育都具有自身的特别性。第一、

随着全球化的变化，英语是国际的通用语言。所以高

校将英语教学作为基础类课程进行教学，并且结合教

学特点可知：英语教学内容丰富、时间长、教师与学

生之间的互动性高等特征；并且英语教学教师与学生

互动频率高使学生会受教师影响较深。第二、英语教

学具有通用性、辩证性等特点，并且与思政课具有不

谋而合之处。第三、从英语教学的教材角度上来看，

由于教材大多为国外引进，其中所撰写的角度和观点

会不同，所以教师应该认真进行备课，进行客观的讲

解，从这可以看出，高校英语是一种思想文化的摩擦

与交流，对于中外文化的不同领域进行比较，最后将

思政课结合英语教学的特征融入其中。 

3. 将思政课与英语教学相融合的途径 

3.1. 将思政内容与英语教材相结合。 

在英语教材中含有许多良好的篇章以图文结合

的方法讲述了全球各地的生活习俗与文化观念等内

容，这种知识与文化相结合的方式就是思政教育与英

语教学相结合的表现方式。并且教材的课后练习中也

含有文化的差异的比较，教师可以结合教材内容，将

思政教育内容与教材相融合，进行默转潜移的影响，

推动学生对世界文化差异的正确理解，做到“取其精

华、弃其糟粕”，不断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3.2. 在思政课堂中加强师生交流 

随着教育的不断变革，学校越来越重视思想政治

的教育。在学校进行思政教育的过程中，老师和学生

之间的交流是十分重要的。比如在英语课堂上，英语

老师在教授学生课本知识的基础上，还应该关注学生

在生活和学习中发生的事情，加强和学生的交流，在

学习和生活中引导学生健康发展，及时发现和解决学

生们的问题，这样可以增强老师和学生的感情，有利

于形成良好、轻松的师生关系。英语老师应对传统的

教学方式进行创新，在英语课堂上要加强与学生的互

动，通过提问、辩论等方式让学生都积极的参与到课

堂学习中，尤其对英语水平不足的学生要更加关注，

对待学生要采取鼓励的态度，及时发现学生在学习中

的进步，通过鼓励学生来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兴

趣。老师通过加强师生交流和鼓励式教学方法营造了

轻松的课堂氛围，有效解决了学生在生活和学习方面

出现的问题，同时也促进师生关系的进步，更加方便

老师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正确的教育教学

方式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4. 如何将英语课程与思政教育有效结合 

为顺应时代发展，高校越来越重视思政教育的开

展。现在高校已经将思政教育与英语课堂有效结合在

一起，高校对传统英语教学方式进行创新，不仅重视

学生英语的学习能力和应用能力，还更加重视如何将

英语课程与思政教育有效结合在一起。高校要求老师

在学生阅读有关思政文章时，通过对文章的翻译、解

析来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在学校举办有关思政的英

语活动时，老师应鼓励学生参加此类活动，通过参加

英语活动来推动学生在思政方面的进步。在将英语课

程与思政教育有效结合的过程中，不仅可以提高学生

的英语水平，还可以使学生在思政方面得到良好的引

导。 

4.1. 高校英语教学方式 

高校进行英语教学的教学渠道分为四个模块，分

别是：网络平台、期末考试、听说读写和翻译。老师

运用这四种方式对学生进行英语教学，通过教授基本

知识理论和考核的方式来提高学生英语水平。这种教

授和考核的方式是当今高校的教学方式。 

4.2. 将思政课与英语教学有效结合的措施 

4.2.1. 在课堂开始之前 

合理的应用课堂前的时间进行 3 到 5 分钟的演

讲，这对学生个人的修养与气质会有很大的提升。还

要发挥好读写译和视听说课堂对学生的引导作用，有

效的引导学生向着时政热点和课堂学习的相关主题

方面进行演讲，让即兴演讲与有准备的演讲相互融合。

例如：在新一代高校英语的提高篇章中，第一单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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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是：数字时代的交流以及关于横跨国家的交谈，

针对这一单元的内容，教师要求学生结合课文内容在

课堂上与大家分享自己对健康的运动方式、合理运用

电子平台进行网上交友和交流等问题的看法，通过这

样的分享方式，可以让学生了解到现实生活中与亲朋

好友面对面的交流是非常有必要的。 

另外，在每次课堂前，教师还可以要求学生就有

意义的新闻和课文中的相关主题开展演讲，并要求教

师对人生、理想、职业、婚姻、交友等话题进行引导

和讲解，让学生在与师生和同学的交流之中形成良好

的认知。 

4.2.2. 在课堂之上 

（1）教师在讲解课文的时候，要利用课堂主题

的生动鲜明的特点和时代特色开让学生养成更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在新视野中《如何应对

地震》（“HｏｗｔｏＰｒｅｐａｒｅｆｏｒＥａｒｔ

ｈｑｕａｋｅｓ”）一文的授课中，教师可以从地震

的征兆、起因、危害等问题着手展开讲解，再从这几

个话题中引出 2008 年的汶川地震，讲解这次地震的

严重程度，着重的让学生了解到地震期间我国各方的

支援、军队救援人员的付出以及地震带来的人间温情

与人间关爱等，再将学生引入对我国的应急机制、我

党对人民生命财产的爱护以及我们制度的优越性等

问题的讨论之中。 

（2）让学生了解中外文化的差异，并对文化进

行对比分析，以此来提高学生对我国文化的自信程度。

在《新一代高校英语（发展篇）》关于“社交媒介和友

谊”主题的授课中，教师要将学生引入友谊话题的讨

论之中，并将问题的深度延伸至孔子、孟子的哲学思

想、择友交友的方法与原则以及良师益友的重要性等

探讨上，以此来增强学生的做人做事的水平。在文化

习俗，风景名胜，风土人情，各种美食等相关话题的

内容讲解中，教师可以采取对我国优良传统节日的了

解的方式来让学生加强对课程内容的理解与掌握，比

如对春节、七夕、清明等传统节日的了解以及对长城、

山川、江南等风景欣赏。这样的语言交际的方式，不

仅让学生增加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大好河山的敬

畏和赞叹，并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增强文化自信心。 

（3）对比中西两方面对问题时所采取的策略和

态度，从而激发学生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感，

抒发爱国情怀，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 

《新一代高校英语（发展篇）》有一篇关于中国

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其中提及到，虽然中国逐

渐振兴，屹立于世界之林中，但也遭受了某些国家的

抗拒，甚至有些国家提出了“威胁论”，这些显然都是

谬论。讲课过程中，我们会借助理论证明、话题探证

明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性，并且教授学生中国在党的

领导下会逐步辉煌但不是威胁的理论。对于反对“威

胁论”最有力的证据是中国及中国人民的责任和担当，

比如“一带一路“的提出、护航任务的执行、命运共

同体的建构、无私救助盛行埃博拉病毒的非洲以及对

联合国的大力支持等等。这些无一不展示着中国在国

际上的责任和大国担当，对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和责

任担当具有重要意义。 

（4）借助网络技术深入学习，网课和综合测验

可以巩固课堂内容，在网络教学平台对学生进行分组，

每个小组分有不同的主题，在课下沟通探讨并制作

ppt 和总结报告，可以使学生深入研究课题。 

4.2.3. 课下 

学生课下时间充足，教师要教导学生把课下时间

的作用发挥到最大，教师可以借助 QQ、微信、钉钉

等软件发布一些有关文章、视频和课件引导学生，但

老师不要发挥太多的作用，以防主次颠倒。学生课下

要自主进行学习实践，参加辩论进行演讲，并且要利

用好第二课堂活动，像模拟联合国大会等含金量高的

活动。在英语实践中提高学生的英语实际应用素养，

与此同时，也有利于教师课堂教学的开展。在这种思

政教育的熏陶下，有益于学生建立起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和道路自信。 

5. 结语： 

教学的目标是：通过教师的教学将思政教育融入

英语中，达到英语水平提高和思想道德素养的同时提

升，并且能将英语素养应用到实际中。为达到以上效

果，教师要始终把培育学生做一个耿直、品德高尚的

人作为制高点，将为人处世的道理传授给学生。教师

还要不断创新教学模式，革新教学方法和内容，注重

线上和线下的结合，细心把握好课上的每一分钟，以

提高学生实践创新能力为主。注重教学反馈，并及时

调整课程内容和模式。教师更要注重与学生的和睦交

流，不仅是学生的老师，也是学生的朋友。此外，教

师还要重视自身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如此，方能让

学生达到从知识获取到能力素养提高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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