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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英语作为高校通识类课程，具有覆盖面广、授课学时长的特点，而语言又是思想与文化的载体，能在潜移默

化中改变人的思想与行为，因此高职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是课程思政建设中实现全方位育人的关键阵地之一，提升高职大学

英语课程思政成效意义重大。在产教融合背景下，提升高职英语教师思政教学能力、重视思政元素的选择与融合、完善课程

考核体系等手段，能有效提升育人效果，实现课程思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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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r Vocational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English

Cour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Education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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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general education course, College Englis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ide coverage and long teaching period.

Language is the carrier of thoughts and culture and can change people’s thinking and behavior imperceptibly. S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 English is one of the keys to achieve all-round educ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nglish

cour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roduction-education Integration, improv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abil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English teachers,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sele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improving

the curriculum assessment system can improve the education effect and realize the purpose of carrying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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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3月召开的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座谈会提出，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

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

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1]。此外，“一带一

路”倡议开启了对外开放新格局，要求高校外语不

仅要将外国文化知识传授给学生，更要将中国的

优秀传统文化和本土文化引入课堂，增强学生文

化自信和文化传播能力。结合国家提出的深化职

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背

景，高职大学英语应顺应形势，旨在助力当地产业

发展的同时，为企业与社会培养出技能水平高、综

合素质强的应用性人才[1]。
大学英语是普通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一般至少开设两年，具有课程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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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授课学时长等特点，对高职学生价值观的形

成、转变有着重要影响。而以专业特色为依托的高

职院校，在其课程思政路径设计时，需以专业背景

为元素，进行思政教育的融合。

1 产教融合视域下高职英语课程融入思政

元素的必要性
1.1 在文化碰撞中坚定文化自信

大学英语作为通识教育类课程，是了解世界

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也应是一门中国文化传播

课程，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2]，其目的不仅仅是跨

文化交际，更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开展立德树

人的教育[3]。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内容大多涉及到

西方的文化、政治、历史、民族、风俗等，涵盖了西

方思想的多个方面，容易对学生的思维产生影响，

部分学生在对外国文化一知半解之时，如果未有

正确引导，容易产生“崇洋媚外”的心理，而忽视了

中国传统文化。比如圣诞节、复活节等具有西方特

色的节日在国内流行起来，相反，中国的传统节日

黯然失色。因此，将思政元素融入高职英语课程十

分必要，应有效引导学生客观看待中外文化的碰

撞，在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坚定文化自

信，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学生的国际意

识以及家国情怀。

1.2 在技能提升中注重价值引领

英语的普及有助于学生更好地去认识世界，

学习更多优秀的文化以及科技成果。高职院校大

学英语课程作为专业文化素质课程，应更好地为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行业）转型升级服务。

在培养学生英语技能、了解文化差异的同时，需要

重视价值引领，以专业方向为基础，以社会需求为

导向，培养专业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技术技能人

才，要求各高职院不仅仅将培养的重点放在技术

技能层面，更应该以专业基础为依托，企业行业服

务内容为标准，注重学生本身的思想政治素质。

1.3 在产教融合中实现人才培养

有学者将课程思政与产教融合相结合，提出

课程思政递进教学路径，突出价值引领、工匠精神

培育、企业文化融入等职业教育特色，构建理论课

和专业课同向同行、协同育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新格局[4]。高职院校肩负着为社会培养高素质技

能人才的任务，为区域经济、行业发展服务，因此，

作为服务于专业课程的通识教育课程，在思政元

素融入课程时只有将行业标准、企业文化加入其

中，才能体现其职业性，满足市场所需。高职大学

英语应以职业教育发展新理念为指导，深化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探索模块化英语课程教学内容，

将爱国情怀、红色精神、职业精神等融入其中，实

现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培养优秀人才的目的[1]。

2 产教融合视域下高职英语课程思政元素

挖掘的途径
2.1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找准思政元素切

入点，拔高教学内容

大学英语作为一门面向全体大学生的通识类

课程，其课程内容渗透着西方各种文化以及其价

值取向，如何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下，帮助学生树立

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自豪感，是进行英语课程思政

的重点。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便是一个很好的选

择，它包含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道德传承、文化思

想、精神观念，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因此，在大

学英语课程思政路径探索过程中，找准切入点，融

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为重要。在大学英语课程

准备过程中，除了注重语言知识点的讲授，适时引

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价值观，拔高教学

层次，实现寓教于学。

2.2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融合专业特

色，培养大国工匠

与思政教育课程的显性教育不同，大学英语

课程可以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价值观的碰撞中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价值观与世界观。通过

语言的点滴学习，不知不觉地促进其情感变化，不

断影响着学生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让学生通

过学习语言文字，了解其中的人文价值与教育意

蕴，从而形成稳定的心理认知。因此，在思政元素

融入时，必须注意素材的选择，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指导“守好责任田”，注重课程对学生的价

值引领。与此同时，需要以专业特色为导向，有的

放矢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区别化地进行思

政元素的导入，以帮助学生能更好地了解自己的

专业，更深入地理解专业精神和职业素养，培养具

有良好品质的大国工匠。

2.3 以企业文化为基准，对标行业标准，打造产教

融合典型案例

教高〔2006〕16号文件指出：“高等职业院校要

积极与行业企业合作开发课程，根据技术领域和

职业岗位（群）的任职要求，参照相关的职业资格

标准，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建立突出职业能

力培养的课程标准，规范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提

高课程教学质量。”[5]因此，从职业标准这方面研究

来看，加强和企业沟通，不断深入调研，了解与专

业相关的岗位的职业标准，才能有效地将该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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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业标准融入课程内容，体现职业教育的性质，

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以 J学院为例，通信技术作为

学校的王牌专业，除了能够培养出符合行业需要

的通信技术人才外，还应以行业、企业服务标准为

导向，重视学生素质提升，强化价值引领。因此，作

为通识课程的大学英语在选择思政素材时，也应

对照行业标准，以企业文化为基础，以工匠精神为

目标，在教授语言技能时，融入实际案例，进行场

景重现，情景模拟。

3 产教融合视域下高职英语课程思政教学

改革路径
3.1 提升英语教师思政教学能力

英语教师的思政教学能力是指教师在大学英

语课程的各种教学情境中，有意识地挖掘课程所

蕴含的思政元素并以恰当的方式有机融入大学英

语教学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为实现学生的价值

塑造、能力提升与知识积累所呈现出来的个性心

理特征和行为表现[6]。因此，提升英语教师思政能

力是提高高职英语课程思政有效性的重要举措。

只有教师的思政能力得到了提升，才能在教学过

程中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长期以来，大学英

语教学中存在“轻本土文化、重视西方文化，轻实

践、重考试技能”的表现，教师的课程思政没有发

挥出来，部分教师未对课程育人引起重视。因此，

英语教师应通过经验积累、研究学习、专题培训不

断提升自身政治素养，在教学过程中寓价值观引

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师可以通过学习

强国App等融媒体平台进行主动学习，亦可结合本

校优势、汇聚集体资源搭建课程思政教研平台，向

有经验的老师请教，或者打造课程思政教研团队，

让思政专业教师对其进行课程思政备课的指导，

从而提升课程思政的融合度和思政教育的高度。

3.2 提高课程思政元素融入的贴合性

大学英语的工具性要求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既

要重视语言本位学习，更要将英语作为工具帮助

学生进行专业学习，使学生通过学习与专业或未

来工作相关的职业英语，获得在职业领域进行交

流的相关能力。因此在进行思政元素融入时，需要

考虑学生专业的特殊性，针对不同专业可引入不

同的专业人物的故事，不仅能增加学生对本专业

的认可度，还能够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与职业精

神。例如，对于会计专业的学生，职业操守是课程

思政的重要关注部分，而对于通信技术专业，可以

通过身边故事，让学生感受何为职业精神。比如突

发事件发生之时，通信人为保障通信畅通不畏艰

难时刻坚守在第一线的敬业精神。通过身边人物

的英雄事迹，让学生们了解行业发展的点滴，增加

对行业的了解，更让学生体会到社会的发展离不

开每一位默默奉献与付出的劳动人民，体会到每

一份职业都是令人尊敬的。

3.3 完善课程考评方式

课程思政教育不能仅仅只停留在课堂上，而

是通过课堂的引导潜移默化影响着学生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让思政教育的成效体现在日常的点

滴之中。因此，融入思政元素的英语课程考核不应

仅仅以语言能力作为唯一的考评方式，对于德育

的评价也至关重要。在课程考评方式中应加入德

育评分，教师可通过与学生一对一沟通、生生互评

或者与辅导员联动等方式对学生进行德育考评，

也可以通过固定德育主题的信件写作等方式了解

学生对于课程思政内容的吸收程度。德育不是一

蹴而就的事情，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才能完成，因

此，可通过阶段性考评，对学生不同阶段的思想情

况进行记录，横向对比，不断完善课程考评方式，

从而更好地提高课程思政成效。

4 结语
大学英语作为通识类课程，承担着学生语言

能力提升以及综合素质培养的使命，而作为高职

院校，旨在为社会、地方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

人才，在课程思政路径探索的过程中必须深入行

业、企业，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行业企业工匠精

神为素材，在提升专业技能的同时，加强思想政治

教育，实现全方位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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