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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题

外语教材的有效使用：培根铸魂，启智增慧

思政 思辨

两性一度

教材
有效
使用



课程建设的重要意义

吴岩司长 第十一届“中国大学教学论坛” 
“建设中国金课”  2018 11.24 



学科

专业

课程

课程建设的重要
性的四个基本判
断（吴岩 2018 4-

5）

1)课程是教育最微观、最普遍的问题，
但它要解决的却是教育中最根本的
问题—培养人；
2）课程是中国大学普遍存在的短板、
瓶颈、软肋，是一个关键问题；
3）课程是体现“以学生发展为中心”
理念的“最后一公里”；
4）习近平总书记说评价学校好与坏
的根本标准是立德树人的成效，而
课程正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具体化、操作化和目标化



课程

理念
创新

内容
创新

方法
创新

模式
创新

评价
创新

“课程在学校履行教育
职能和培养学生核心素
养过程中发挥着牵一发
而动全身的作用。发挥
课程在人才培养中的核
心作用，就要努力让课
程体系更加健全完善。”
（蒋洪新2018：51）



教材和课程的关系

外语教材 外语课程

教材是课程内容
的载体，是连接
课程设计与课程
实施的中介
（Remillard 
&Heck 2014）



课程

学习者

教材
编写

系统工程

教师

外语生态
环境

教学方法
教学评价

Stern  1983
刘道义 2020

课程
思政





《纲要》有6
处提到了教
材建设问题



教材的有效使用

Textbook adaptation is a general term 
for the process that involves making 
c h a n g e s  t o  e x i s t i n g 
textbooks/materials to better suit 
spec i f i c  learners ,  teachers  and 
c o n t e x t s  f o r  t h e  p u r p o s e s  o f 
fa c i l i ta t i n g  e f fe c t i ve  l e a r n i n g . 
(Tomlinson 2018:82)

外国语学院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The options to adapt materials:
Omission 
Addition

Reduction
 extension

Rewriting/modification
Replacement
Re-ordering 

Branching: teachers may decide to add options to the 
existing activity or to suggest alternative pathways through 

the activities.
(Maley 1998:281)



教
材
的
有
效
使
用

依据《国标》《指南》

研读挖掘教材

分析校情学情

制定教学目标

确定教学方法

重视课程评价



例如：《综合英语》是一门怎样的课程？

《指南》的定位    

《指南》的描述  

“这种描述强调以语篇内容为驱动，对传统技能性课程进行内容改造，更符合当下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的需求。”（曾艳
钰2019：3）

专业核心课程

教学目标：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英
语语言知识和技能进行语言交际

的能力

教学内容：按题材主题组织教学单
元，教学内容充分体现课程的“综
合”特色，融语言、文学、翻译和
文化知识于一体，通过语言交际任
务促进听、说、读、写、译技能的
综合运用和全面发展。同时强调语
言与知识教学，强调整体系统性

综合性

整体系统
性

外国语学院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例如：《大学英语》是一门怎样的课？
课程类型：公共基础课程

课程性质：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

教学目标：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增强跨文化交际
意识和交际能力，同时发展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
化素养，培养人文精神和思辨能力，使学生在学习、生
活和未来工作中能够恰当有效地使用英语，满足国家、

社会、学校和个人发展的需要。
目标分级：基础、提高、发展三个级别

课程内容：不同类型课程，内容不同
通用英语课程

专门用途英语课程
跨文化交际课程



研读挖掘教材

思政 思辨



课程思政为导向的外语教材有效使用





（外语）“课程思政”

 “课程思政”意味着教育观、知识观和课程
观的根本改变，要求知识取向向价值取向的
转化，教学向深度教学的转化，教师中心向
学生中心的转化，以凸显课程的精神向度、
文化向度和方法向度，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
育人目标。

         --王卓：高校外国文学“课程思政”的内涵和外延，2020



观点一：三观重构

课程
思政

教育
观

知识
观

课程
观

“课程思政”与价值
性知识、深度教学等
具有内在的同构性，
并深刻地影响课程建
设、教学改革和教材
建设。



观点二：“课程思政”的导向性和中
介性

课程
思政

目标导
向性

内容导
向性

有效中
介性

三观重构

导向性
中介性



教育观重构

掌握语
言

获得知识

发展思维

达到至善

塑造价值

事实上，在“课程思政”
建设引领下，外语的整
体教育观会出现某些修
正和补充：那就是在语
言和思维训练、培养的
基础上，价值塑造成为
外语整体教育最为重要
的一环，从而形成从掌
握语言，经由获得知识、
发展思维、塑造价值，
最终达到人格至善的整
体教育逻辑发展过程。

如果课程只停留在“知识与技能”
上，就会遮蔽了知识所蕴含的文
化价值和精神意义



教育观重构与外语课程建设

掌握语
言

获得知识

发展思维

达到至善

塑造价值

以“人的发展”为依
据 ---文秋芳，2002 人文性 精神向度



知识观重构

与传统的知识观不同，“课程思政”把促进人的发展作为构建新知识观的主要价值取向。“课程思
政”教育观对知识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知识体系的重构。



 从知识内在结构的层面来看，“课程思政”就是要充分挖掘其意义
与价值层面的内涵。

 从知识的层级结构和层核结构来看价值性知识位于知识结构的顶
层和深层，而以精神素质提升为目的的“课程思政”需要揭示、传
递的恰恰是位于知识体系深层的知识内核。知识的价值与人的精
神外延相等，因为知识本身就是人的精神产物，知识当然能返回
到人的精神世界。



以外国文学知识为例

剥开文学作品的人物、情节、
叙事等表层结构，位于文学经
典核心的一定是永恒的人文精
神、伦理道德等价值取向性知
识，而毫无疑问，价值性知识
才是解答“培养什么人、为谁
培养人”这一中国高等教育核
心问题的钥匙。



 亚历克斯·汤姆森(Alex Thomson)在《什么是文
学？》一文中，以英国诗人雪莱的名篇《奥斯曼
狄斯》（“Ozymandias”）为例，阐释了从知识结
构角度如何来学习和讲授这首诗歌。该作品的声
韵、形式等特点属于诗歌常识性知识，而读者需
要以此知识为起点来首先判读这是一首诗歌作品，
而不是小说或戏剧。这些“技术问题”的相关知
识处于知识结构的表层。如何阅读该诗等方法论
问题则是方法性知识，是通往价值性知识的路径。
而该诗歌蕴含的思想、审美、道德等层面的知识
才是位于知识层级的核心部位的价值性知识，也
才是对读者心灵和思想具有启迪性的知识（ Alex 
Thomson 2014）

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 – 1822)
         Ozymandias
I met a traveller from an antique land
Who said: Two vast and trunkless legs of stone
Stand in the desert. Near them, on the sand,
Half sunk, a shattered visage lies, whose frown,
And wrinkled lip, and sneer of cold command,
Tell that its sculptor well those passions read
Which yet survive, stamped on these lifeless things,
The hand that mocked them and the heart that fed;
And on the pedestal these words appear:
“My name is Ozymandias, King of Kings:
Look on my Works, ye Mighty, and despair!”
Nothing beside remains. Round the decay
Of that colossal wreck, boundless and bare
The lone and level sands stretch far away.



知识观重构与外语课程设计

纲要

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深入开展宪法法治教育；深化职
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育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国标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良好的道德品质；社会责任感

中国情怀与国际视野

《纲要》和《国标》对价值性知识的定位



外语课程价值性知识缺位现象严重

在课程思政教育背景下，外语教学中、中外文化质和量不对
等的问题尤其突出；外语教材里中国内容的“量少质轻”问
题；中国文化失语现象

外语教材编写、外语课堂授课等环节中国家意识元素的缺位，
以致学生容易将外语学习仅仅视为提升个人未来成功机会的
途径，而非将自我提升与国家发展紧密关联起来---陈新仁  
2020

中国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课程



课程观重构
 “课程思政”的思政元素最好被看成（主要）是内源性而
非外源性的，即是从专业课程内部生出来的，不是从专业
课程外部强加的（王宝军 2019）。“课程思政”的“内
源性”要求高校的教学“走向深度教学”。

 “课程思政”呼唤“深度教学”，用以揭示课程知识所蕴
含的文化属性与文化精神，实现课程涵养学生精神成长的
文化价值（伍醒,顾建民 2019）。或者我们可以说，“课
程思政”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深度教学，而深度教学“深
在知识结构”。深度教学所追求的知识也正是上文提到的
价值性知识。

深度
教学



深度学习

Alfred North Whitehead

• “积极”学习形式和惰性知
识(inert knowledge)之间的
差别(1929)

Hewlett Foundation

• 有助于学习者“提升对核心
学术内容的重要理解，展
现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合作、交流、指
导他们的自主学习，并掌
握一种‘学术思维方
式’”(2013)

Joanne Quinn

• 深度学习在本质和范围上
不同于以往尝试过的任何
其他教育革新。以全球胜
任力的6C，即性格、公民
权、合作、交流、创造力、
批判性思维来说，它改变
结果；它通过聚焦于个人
的和集体的有意义的事情，
通过以一种永远改变学生、
教师、家庭和他人的角色
的方式深入其中，改变了
学习。（2017：xiii）

外国语学院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深度教学取决于教师对教材的
理解深度以及教学内容本身的
品质，要将教材中最有价值的
内容精选出来，因此明确什么
是最有价值的内容就成为影响
课堂教学品质与深度的核心问
题。从知识结构图可以看出，
最有价值的内容就是居于内核
地位的知识。

教师



观点三：重视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创新

重视教学理论
和教学方法创新

知识教学到价值引领

“混合式深度学习圈”
（Blended Deeper Learning 
Circles BDLCs)教学方法



Unit Design

Teaching 
Objectives

Teaching 
Contents

Teaching 
Procedure

Assessment

Unit 9  Globalization (8 Periods)
            Text  A  
             My Mother’s English (6 Periods)

Language: Textual significance generated from 
rhetorical devices.

Thinking: Critical thinking ab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 

Values: The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self-identity; devotion to Chinese root culture



 University

01

Comprehensive normal university
Future teachers and researchers

 Students
State-financed education
Highly motivated
High proficiency in basic linguistic knowledge
Low discourse competence 



02



01

03
02

   
Deficiency in discourse 
analysis and high order 
thinking 

       

Strengthen professional 
belief and enhance a sense 
of commitment

      
Use of  
concession 
paragraphs 

02



思辨为导向的外语教材有效使用



什么是思辨能力？





Central Terms denoting some 
cognate thinking activity 

A range of qualifying adjectives  to 
describe the activity

Deciding Assessing

   
 Being 
sceptical

Judging

Correct reasonable

reflective Skillful 

Responsible Disciplined 

Self-directed

evaluating interpreting

analyzing



Delphi Report(美国哲学协会发布)

 认知能力（分析、
评估、推论、演绎、

归纳）

情感倾向性能力
（寻求真理、开
放思想、分析能
力、系统化能力、
思辨自信心、求
知欲、认知成熟

度）

思辨能力表现为：勤学好问，相信
理性，尊重事实，谨慎判断，公正
评价，敏于探究，持之以恒地追求
真理；能对证据、概念、方法、标
准、背景等要素进行阐述、分析、
评价、推理与解释；能自觉反思和
调节自己的思维过程。

《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跨文化思辨和跨学科思辨

跨文化思辨
跨学科思辨



跨文化思辨（孙有中） 中国外语 2011（3）



孙有中教授访谈录



跨学科思辨
 该教学法一方面设立一门特定课
程，将思辨能力作为类技能 
(generic skills)传授给学生，另一
方面将思辨能力培养融入 到所
有的学习领域，促进高等教育环
境中思辨能力在不同 领域的迁
移 （Moore 2011）



语言学
文学
文化

历史、哲学、心理、

教育、音乐、美术、

舞蹈等人文学科

生物、化学、计算

机、数学、生命科

学等自然科学

（王卓  2018）  

外语专业的内在跨学科性和外在跨学科性



内在交叉性

英语是人文学科的一支，

英语专业必须朝“学科”的方向去建设

英语语言、文学和文化

基本要素

语言、文学、文化

等交融交叉建构起来

内在独立性

外语专业的内在跨学科性



外语专业的外在跨学科性

历史、哲学、心理、教
育、音乐、美术、舞蹈

等人文学科

生物、化学、计算机、
数学、生命科学等自

然科学

方法论（学习 研究）内容（学习  研究）



《从简单复合到跨学科外语人才培养》一文
中提出，在培养方案中可以用英语开设跨学
科方面的专业课和通识课，比如文学与科学，
文学与艺术、生态语言学、法律语言学等。
其实跨学科视野的引入也是一种研究方法的
引入，可以使得英语专业本科生能提前接触
到批评视域和研究方法，可以从单纯的语言
学习状态中解放出来，缩短与中国语言文学，
历史等其他专业学生在研究能力上的差距
（王卓 2018）

知识范畴的不断拓展使得
高等教育的学科从“高度
分化”走向“交叉融合”，
知识生产从“学科中心”
走向“问题导向”，人才
培养从“专业教育”迈向
“跨学科教育”(刘海涛 
2018: 6)

宏观：跨学
科课程体系

设计



建立“学习评价圈”是该模式产出导向，注重评价
的重要一环

真实交际情
景营造体验
式外语学习

范式

多模态多主
题素材兼顾
外语工具性
与人文性

多元能力发
展观融合外
语教育与全
人教育

混合式教学
模式实现外
语泛在学习
与教研相长

跨学科项
目化深度
学习

在对单元主
题的深度探
索中进行信
息整合

在跨文化情
景中以批判
性思维促进
知识建构

在不同学科
知识的融汇
贯通中着意
迁移运用

在多元能力
的培养中面
向实际问题

解决

Ø 《新未来大学英语》特点 Ø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组织理念

Ø 单元设计理念与思路

跨学科项
目式深度
学习

产出导向 
POA

跨文化教
学原则
CREED

微观：跨学
科课堂教学

设计



预祝各个团队再创辉煌！
团队建设更上一层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