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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下大学英语教学的思
政融合路径
——以《新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3》Unit 1 为例

文 /孙文雪 

引言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外合作办学模式已成为高等教育

的重要发展趋势，促进了教育资源的共享和文化的交流与
融合。大学英语教学是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既能传授语
言技能，又承担着育人重任。思政教育的融入有助于培养
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国际视野。因此，探讨中外合作办
学模式下的大学英语教学思政融合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
和实践意义。本文以《新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3》Unit 1 为
例，探讨教学与思政的融合路径，旨在通过构建具有时代
特征的思政教育体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培养具备语言能力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人
才。

1. 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下思政教育的重要性
相较于国内传统高等教育机构，中外合作办学展现出

了其独特的模式与内容。这种办学方式需深植本土，同时
吸纳国外优秀资源，二者有机结合，推进教育国际化。这
就涉及两种不同思想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引进国外资源的
同时，西方的观念也会随之传入 [1]。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
题 [2]。对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而言，如何有效汲取西方教
育精髓，以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无疑是一个值
得我们深入思考与探索的课题。人才培养的首要任务是德
育，要培育出既顺应时代潮流又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高素
质人才，就必须将德育置于核心地位。在全球化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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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课程思政，提升师生的思政素养，厚植爱国情怀，传
播中国声音，让学生在复杂国际形势下成为中国力量的代
言人，是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下大学英语教学的重中之重。

2.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的实践案例
大学英语课程思政不是生硬地嵌入思政元素，而是要

自然融入，避免刻意为之 [3]。要将思政元素与授课内容深
度结合，传递知识的同时达到育人的效果。透彻理解文本
后，教师可以挖掘出无数与主题相关的可用素材，通过分
类、删减，明确最终的思政教育目标，确定思政内容，找
到切入点，通过适当的教学方法，将思政内容自然而然融
入教学过程。

2.1 明确思政目标
以《新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3》Unit 1 为例，本单元题

目为《The Chinese Spirit and Global Vison》，探讨全
球化对本土文化的影响，文化认同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在全
球化背景下发扬和传承本土文化。单元包括两篇文章： 一
篇是 1924 年泰戈尔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激发学生对文化
身份的思考； 另一篇探讨全球化中的身份问题，强调强国
文化渗透对弱国文化的侵蚀，促使人们保护本土文化。通
过深挖教材文本的内涵，笔者制定了以下单元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灵活运用词汇和句法，准确描述文化现象
及其影响，掌握摘要写作。

能力目标： 熟练掌握高效阅读技巧，快速获取信息，
深入分析全球化背景下身份问题的复杂性，团结协作制作
展示中国文化的视频项目。

育人目标： 明确当代青年责任，引导学生将中华优
秀价值观转为个人精神追求。增进文化认同，厚植爱国情
怀。培养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全球意识。

2.2 选取思政内容
根据思政目标及收集到的素材，整合出以下课程思政

教育内容：
增进文化认同，传承中国精神。以文化认同问题为主

线，从理解文化身份入手，强化文化自觉，传播中华文化
价值。引导学生学习全球化对文化身份的影响，探讨文化
之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挖掘本土文化、讲述传承故事，
提升文化自信。

尊重多元文化，培养全球视野。课前设置采访任务，
了解不同国家文化特征，感受多元文化魅力。课上进行中
外文化对比，提升跨文化能力，鼓励学生以开放包容的心
态迎接多元化未来。

明确文化使命，承担时代责任。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
快速发展，得益于一代代人的奋斗，而这种付出又源自对
中华文化的深刻认同。学生作为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一
员，未来将踏上更宽广的国际舞台，因此必须明确自身责

任使命，时刻保持警醒。
加强个人修养，提高自身素质。通过单元内容学习和

课堂活动，扩充知识储备，增强表达、沟通和协作能力。
2.3 选定教学方法
本 单 元 基 于 产 出 导 向 法（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遵循“输出驱动—输入促成—产出评价”的
教学流程。以“制作介绍中国文化的视频”为核心任务，
分三次课程，总计 6 学时。

每堂课设定一个子任务，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从认识
文化身份、深化文化理解，到传播文化精髓。课堂中，学
生为主体，教师提供指导，帮助完成知识、语言与思维训
练。教师针对产出任务进行及时评价，学生互相点评学习。
此外，精心筛选适宜的思政元素，确保学生理解和践行中
国核心文化价值观。同时，融入文化对比、小组讨论和情
景导入等多元化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团队协作与外语实
践能力，提升综合素养。

2.4 融入教学过程
第一次课的课程思政目标是让学生了解文化身份及

全球化对文化多样性的影响，相应的产出任务设置为编写
段落论述全球化对文化多样性的影响，录制视频谈谈对文
化认同的理解。

课前驱动：
任务 1： 对比中印“诗圣”杜甫和泰戈尔的思想哲学。
任务 2： 校园采访，指出自己身上最具代表性的三个

文化元素。
设计意图： 通过中外文化对比，激发学生探索欲，深

入理解中国精神。引导学生识别文化特征，感受多元文化
魅力，锻炼其表达与沟通能力。

课中促成：
结合课文内容和时代背景，谈一谈当时青年学生的责

任与使命。小组讨论心目中各时代最具代表性的青年人物
及原因，思考当代青年的责任使命。运用文化冰山理论，
探索责任传承背后的文化驱动力。

回答问题：
1. 泰戈尔提出的未来世界形势及应对策略是什么 ?
2. 展示中英图解 --《CHINA’S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THROUGH FACTS AND FIGURES》, 
讨论百年后中国对这场世界展览的贡献。

3. 思考这些数据和事实体现了哪些中国思想与价值
观？

设计意图： 引导学生从钱学森、柳传志、青年抗疫团
队等不同时代青年故事中汲取力量，明确时代责任。引导
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了解一代代人为民族复兴而奋战的
内在归属感及对中华文明与价值的认同。用数据和事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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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增强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
课后产出： 完成写作和口语任务，锻炼英语技能。
第二次课的思政目标是探索文化身份的重要性和本

土文化的价值，对应的产出任务是制作 PPT 和撰写视频脚
本。

课前驱动：
任务 1： 观看视频《非洲舞蹈》，完成练习
任务 2： 分享观点，浅谈对全球化的理解
课中促成：
活动 1： 文化对比－呈现《花儿与少年》中迪丽热

巴新疆舞图片，听 Chinadaily 报道，对比非洲舞蹈和新
疆舞，思考这些舞蹈的文化价值及其是如何成为文化产品
的。

活动 2：“我为家乡代言，设计地方名片”。学生进
行头脑风暴，挖掘家乡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产物，比如福州
簪花、山东孔孟文化、北京四合院等，思考这些文化的独
特性以及与文化认同的关系。

设计意图： 强化文化意识，提升学生跨文化能力。引
导学生明白多元文化造就璀璨文明，指导学生讲好中国文
化传承故事。

活动 3： 深入讨论课文内容，从生活中举例说明文化
渗透如何威胁文化身份，探讨文化产业的重要性及失去文
化身份的后果。 

设计意图：让学生切身感受全球化对文化多样性的影
响，明确文化认同是内驱力与目标感的基础，鼓励当代青
年承担时代责任、提升文化传播力。

第三次课的思政目标是传播中华文化价值，让世界理
解中国，产出任务为展示视频项目。

课前驱动： 观看视频《了不起的决心》，思考问题：
1. 视频中的人物展现了什么样的中国精神？
2. 为什么要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设计意图： 剖析国产动漫人的奋斗历程，引导学生理

解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性，激发他们弘扬中国文
化的决心。

课中促成： 展示单元任务后，引导学生回归主题，观
看中华文明国际形象宣传片《CHN》。结合所学内容与
视频制作过程，讨论中国精神的内涵以及如何培养全球视
野。

设计意图： 深入挖掘中华文化精髓（如工匠精神、仁
义礼智信等传统美德），树立文化自信。引导学生关注国
际动态，提升跨文化能力。结合中外合作办学特殊性，鼓
励学生在未来留学与工作中学好外语、提升素质，维护国
家形象，做中华文化最好的传播者。

课后产出： 完善视频并上传至学习平台，参与国际交
流活动进行展示。

2.5 教学效果与反思
该案例在教学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果。通过选取与生

活紧密相关的素材，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了知识
的传递与应用。同时，考虑中外合作办学的特点，融入跨
文化的思考，帮助学生理解和应对不同文化的冲击，培养
跨文化交流能力与开放心态。此外，采用产出导向的教学
方式，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作为引导者，鼓励学生
主动探索，从而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定期进行个人反思与
学习效果检测，有助于巩固知识、识别问题并及时调整学
习策略，增强自我监控能力。

相较于单节课的思政教学设计，单元教学的思政融合
更为复杂。教师需把握单元思政主线，系统挖掘思政价值，
关注单元内各部分的关联与递进，找准切入点 [4]，借助系
列教学活动，深化学生对思政理念的理解，构建完整教育
链。

结语
课程思政不是游离于专业知识之外可有可无的东西

[5]。在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下，大学英语教学的思政融合不
仅是对语言教学内容的深化，更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增
强文化认同的重要途径。通过课程设计、教学方法与教学
内容的创新，教师能够引导学生在语言学习中理解并反思
社会责任、价值观及文化差异，从而培养出兼具国际视野
和家国情怀的人才。未来的教学实践应继续探索有效的融
合路径，充分发挥中外合作办学的优势，在培养学生的语
言能力的同时，深化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具有社会
责任感和国际竞争力的新时代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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