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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的历史渊源

传道授业解惑（出于唐代韩愈《师说》）

这是对教师职责的高度概括，强调教师应以传道为首要任务，

体现了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反映了教育过程与教育内容的

全面性、综合性。

“传道”是第一位的。一个教师，如果只知道“授业”“解

惑”而不“传道”。充其量只能是“经师”“句读之师”。

而非“人师”（高教社，2019： 213）



课程思政的历史渊源

1921年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外语教育始终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

1920年“外语学社”在上海创办。该学社采用“两个结合”育人方针，即外语

教育和马列主义教育相结合、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相结合，探索了半工半读的

新型学习路径。（何立波 2020）。

抗日战争时期外语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提高抗日将士和革命青年的日语水平，为

取得抗战全面胜利提供各种日语人才，同时在延安解放区培养俄语人才。

解放战争阶段，外语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多种外语人才，为带领人民获得解

放发挥作用，为新中国成立作好干部储备。

解放以来到文革之前：教育提倡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



文革中出现极左思潮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宁可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也不要修正主义的正点”

张春桥1975年11月的讲话“我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

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

改革开放以来，又出现了另一种极端倾向

一切向钱看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十八大以来的系列措施
2013年，教育部启动了普通高中课程修定工作

2016年，召开了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2017年，成立了国家教材委员会

2018年，召开了新时代全国教育工作大会

2020年，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

指导纲要的通知》



课程思政的教育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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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课程思政的内涵

以外语教师为主导，通过外语教学内容、课堂管理、评

价制度、日常交往、教师行为示范等方面，将立德树人

的理念有机融入外语课程各个环节，致力帮助学生塑造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执行者 途径

方式

目标



维度





课堂教学设计理解教学内容

外语课程内容教学中的思政路径

17

课程思政的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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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内容



人生观与世界观板块的内容和目标必须融于语言能力培养之中。

人生观与世界观不是空洞的口号。人生观是人们对自我及个人生

命价值的看法与态度;世界观是人们对人际关系、人与社会、人与

国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看法与态度。具体地说,人生观与

世界观板块涉及到以下各方面价值观念与态度:

人生观与世界观



(1) 自我品质: 自信、自尊、自律；正直、诚实、谦虚、守信;坚强、

勇敢;有决心、有毅力、吃苦耐劳；乐观、开朗⋯⋯

(2) 人际关系:平等、仁爱、宽容；协作精神、领导才能⋯⋯

(3) 人与社会的关系：爱国心、责任心、献身精神、对多元文化的宽

容性、民主意识、道德意识、法律意识⋯⋯

(4) 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生态保护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

情感品格



自我管理

确立目标

制定计划

自我评价

自我调整

管理好时间

管理硬资源

管理软资源

抓关键选择



8月18号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半决赛点评

语言与育人的融合应落小、落细、落实，教师应紧

扣教学内容，精准挖掘教材中的思政点和思政元素，

设定明确具体的育人目标，选取恰当切题的教学资

源，从小处入手，以小见大，避免大而化之，与教

材内容脱节。



iEnglish

新一代大学英语

总主编： 王守仁 文秋芳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5）



《新一代大学英语》（王守仁、文秋芳，2015）



哲学与思想





《新一代大学英语》（王守仁、文秋芳，2015）













维度



外语课堂管理中的思政教育

外语课堂
管理

人文环境

制度环境 物理环境

与外语课堂教学有关的
所有规章制度，例如考勤、交作
业时间、课堂纪律、考试纪律。

指课堂中涉及人与人之间情感、

态度的无形因素。

课堂的物理环境是自然环境的一部

分，例如座椅的排列、学生的座位，

室内的整洁度等。



维度



评价主体

外语课程评价中的思政教育

外语课程
评价

评价内容

评价方式

形成性评价还是终结性评价；评价方

式对教学有反拨效应；如何让其产生

正面效应。例如最后课程成绩的构成

成分：出勤、努力程度、进步速度、

作业（考试）质量各占多少比例。

评价中是否有意识地结合学习内容出一

些价值引导的题目？评价时是否只评价

纯知识和纯技能？对学生在回答问题时

出现明显价值偏向问题时，教师是否进

行及时引导？

学生自评、学生互评、教师评

价、师生合作共评



维度



日常生活交往中思政

从穿着打扮到举手投足

对学生送礼、请吃饭的态度

对学生不同意见的处理

对低水平学生的态度

对学生不当行为的态度

对国内外热点问题的看法

……

 2014年9月9日，习近平在北师大师生座谈

会上的讲话

 在学生眼里，老师是“吐辞为经、举足为

法”，一言一行都给学生以极大影响。教

师思想政治状况具有很强的示范性。要坚

持教育者先受教育，让教师更好担当起学

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

 “吐辞为经、举足为法”出自唐代文学家、

政治家韩愈的名篇《进学解》。原文是说：

孟子和荀子这两位大儒，他们一说话就能

够成为经典，一举手、一投足就能够被世

人效法。



育人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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