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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外语教学在重新定位学科方向、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外语人才

的改革过程中，必须强调正确的思想导向和价值引领。其实现方式应以课程思

政为形，国家意识内容为魂，最终达到外语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同向、同行

的育人格局。在高校外语教育改革中体现、实施国家意识的培育，其具体实现

路径应首先以外语课程中的国家意识元素为点，以提升外语教师思政育人能力

为线，以制定院校政策与激励机制为面等三重维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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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引言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英语专业课程质量标准》与“六卓越一拔尖”计划２．０
“新文科、大外语”等一系列外语教育政策与规划的颁布与实施，为中国外语教

育在新时代的改革拉开了序幕。作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深化与

创新，“课程思政”将专业知识传授和思想道德情操教育相整合，为外语教学过

程融合价值观教育、语言文化知识传授中体现正确的思想引领提供了有效的中

介和桥梁。
由于课程思政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全新尝试，高校外语教育领域在

推进课程思政中遇到许多实际问题，例如，外语教师语言专业教学能力强，但普

遍知识结构较为单一，思政教学能力薄弱；由于缺乏院系合作和相关指导，外语

教师对课程思政内容认识较为模糊，时常出现课程内容与育人元素之间的硬性

嫁接、生搬硬套；各院校对外语课程思政不能提供明确的政策指引，激励机制仅

限于课题立项申报，只问终点不问过程，缺乏系统性、持续性、过程性的校本政

策支持等。
“课程思政”的灵魂与内容应是国家意识的培育，即在外国语言文化教学过

程中培育富有新时代特征的国家意识。在新时代外语教育改革过程中开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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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国家意识的外语课程思政，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外语教学，实现“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回答“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等问题。

２．国家意识的内涵与时代特征

“国家意识”有着丰富的内涵。于海（２００４：３）认为国家意识是公民从内心

产生的对于“一种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情感、共同的信念和共同的生活方式”的

认同感；宋明顺（１９８０：２２６）从情感的视角认为“国家意识”是公民“自我的一部

分”，是个人与国家之间所发生的“情感上的结合”；阎国华、何珍（２０１９：１３）认为

“国家意识”是民众所认同的“情感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是“为国家和民族奋

斗牺牲的情感和行为”。综合学界已有定义，国家意识包含国情认知与情感认

同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国情认知层面，包括公民对自己国家历史、文化、领土、民

族、政策的认知；二是情感认同层面，包括公民主动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

相连的情感归属、为国家的进步而奋斗的自觉责任与对国家成就的骄傲自豪。
国家意识在历史演进中建构，在社会变革脉动中彰显，在中华民族历史发

展的不同时期，国家意识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华夏民族形成的初期，国

家意识表现为对人与自然关系、精神与物质生活关系、人伦关系、民族关系的思

考与理解，如《周易大传》中提出的“刚健有为”“天人协调”等思想，形成了中华

文化基本体系与铸造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基础，也为推动国家意识的萌发起到

巨大的作用。自先秦至汉、唐，“中国”的概念建立在血缘纽带，宗法家族、世袭

王朝以及与北方游牧民族互动形成的“华夷秩序”基础之上，主要表达为“汉族

文明对自我中心地位的想象”（蒋磊、张淳 ２０１２：１３０）。至宋，“澶渊之盟”后划勘

国界，为海外贸易而建立市舶司制度，与北方夷族和战之间的外交谈判，使宋有

了“国境存在和国家主权观念”，“中国”意识在宋代开始凸显（葛兆光 ２０１１：２５）。
鸦片战争后，现代性中国国家意识在历史剧变中开始形成。１９２

，



３．国家意识培育是新时代外语学科发展的鲜明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年来，中国外语工作者栉风沐雨，砥砺歌行，培养

了大批优秀的外语人才。在国家发展的各个时期，外语教育服务国家战略，有

力地支持了社会经济与文化建设。但在较长的时期里，外语教学课堂工具理性

在外语课堂中占主要地位（王 文 斌 ２０１８），教 与 学 的 过 程 偏 重 强 调 语 言 技 能 培

养，学科的人文本质逐渐被遮蔽，外语专业在高校教学体系中逐渐被边缘化（杨

枫 ２０１９）。近年来，以英语专业为代表的外语教育，由于办学单位多，招生规模

大，出现了“小才拥挤、大才难觅”（查明建 ２０１８；沈骑 ２０１５）的现象。教学质量

下滑，建设目标趋同，学生就业率长期走低，专业点频频被亮红牌甚至被关停撤

销，外语教育在学科 层 次、专 业 布 局 和 人 才 培 养 等 方 面 表 现 出 一 定 的“供 需 错

位”结构性矛盾（景飞龙、李红丽 ２０２０）。
在英语教学为代表的中国外语教育滑向危机的同时，教育部分别 在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颁布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与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指导全国高校英语专业和大学英

语课程教学工作。除对学科质量进行进一步提升之外，教育部还颁布了新时代

外语教育的具体要求。２０１８年全国教育大会提出要为“一带一路”倡议培养具

有全球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熟练运用外语、精通中外谈判和沟通的国际化外语

人才。２０１９年３月，教育部、科技部等１３个部门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２．０，推动以外语教育改革为重要内容的新文科建设，倡导外语专业与其他学科

的交叉融合，以期培养“一精多会”“一专多能”的国际化复合型外语人才（吴岩

２０１９：３）。
此外，考察近年来颁布的外语规划与政策，可以看出融合国家意识已经成

为新时代外语学科发展的鲜明特征之一。
表１显示，在近年来有关外语教育改革的国家规划与政策中，有着“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人文内涵”“中国情坏”“三全育人”“不忘本来”“中国风格”“中

国气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与国家意识培育密切相关的丰富

表述。这些政策和规划的提出，从顶层设计层面有效地扭转了外语教育领域所

面临的国家意识薄弱问题。外语教育领域是中西方意识形态交锋的高地，国家

意识的淡薄会导致民族虚无主义、西方中心论、消费主义、拜金思潮等有悖于新

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负面思想在高校蔓延。国家外语教育新政策、新标

准与新目标的出台，不仅指明了新时代外语教育的具体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

程结构、评价机制，更对中国外语教育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保持正确方向提出了

要求，体现了学科教育与育人导向相融合的新态势，即大学英语、专业英语教学

不仅要体现语言学习的工具性与人文性，还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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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融合国家意识的外语规划与政策

时间 机构 文件 政策内容 　国家意识体现

２０１７

高 校 大

学 外 语

教指委

《大学英语教

学指南》

《大学英语教学 指 南》是 新 时

期普通高等学 校 制 定 大 学 英

语 教 学 大 纲、建 设 大 学 英 语

课 程、实 施 大 学 英 语 评 价 的

依据。

融合社会主义核 心 价 值 观 于

大学英语教学。

２０１８ 教育部

《普通高等学

校 本 科 专 业

类 教 学 质 量

国家标准》

培养 具 有 良 好 的 综 合 素 质，

适 应 我 国 对 外 交 流、国 家 与

地方经济社会 发 展 需 要 的 各

外语语种专业 人 才 和 复 合 型

外语人才。

外语人才要具有 正 确 的 世 界

观、人生观与道 德 品 质，具 备

国 际 视 野 和 中 国 情 怀、责 任

担当。

２０１９ 教育部

《教育部高等

教 育 司 ２０１９
年工作要点》

全面推进新工 科、新 医 科、新

农科、新文科 建 设，推 进 公 共

外 语 教 学 改 革，全 面 深 化 公

共外语教学改革。

外 语 教 育 中 体 现 全 员、全 过

程、全方位的“三全育人”。

２０１９ 教育部

《第四届全国

高 等 学 校 外

语 教 育 改 革

与 发 展 高 端

论坛报告》

新文科 大 外 语。培 养“一 精

多会”“一 专 多 能”的 国 际 化

复合型人才。

外语 学 科 构 建 具 有 中 国 特

色、中国风格、中 国 气 派 的 话

语体系。

４．通过外语课程思政推进国家意识培育的具体路径

高校是培育公民 国 家 意 识 的 主 阵 地，在 高 校 外 语 教 学 中 推 进 国 家 意 识 培

育，其具体实施路径包括点、线、面三个维度。首先，外语教师要主动提高自身

政治素养，扩展知识结构，锻炼思政教学能力；其次，在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有

意识地以课程思政的形式增强国家意识的融入；最后，高校教学管理部门要对

思政课程的实施给予政策和资源上的全方位支持，积极引导，鼓励创新，形成合

力，确保在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持续性、系统性实现国家意识的培育。

４．１　以提升外语教师思政教学能力为线，为国家意识的培育提供智力支持

外语教师的思政素养是在外语教学过程中培育国家意识的起点。高校从

事外语教学的教师多为语言学、文学或者翻译学的专业背景，他们既是语言技

能的教授者，也是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者，他们的学术素养、社会责任和

价值取向在教学中体现得更加直接。文学作品产生于特定的政治、文化、历史、
社会和经济环境中，传递的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对受众的影响非常大，因此，
教师怎样解读、教授外国文学作品，所涉及的就是“立德树人”的意识形态问题。
在翻译教学中，选择何种外语语篇译成汉语或何种汉语语篇译成外文，采用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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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翻译策略，瞄准哪个读者群体，期待何种效果，体现的都是翻译者的社会意识

和学术立场（黄国文、文秋芳 ２０１８：１２）。当下的外语教学从教师的知识结构到

教材的设定内容，都聚焦于语言技能的培养，注重西方思想文化的介绍，讲的大

多是西方人和西方事，通过语言所输出的文化与思想会影响、改变甚至是颠覆

青年学生的公民身份认同。若不在教学过程中及时强化国家意识的培育，让世

界观、价值观正处在“拔节育穗”期的青年学生对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国家社

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建立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形成思辨的视角，产生“和而

不同”的文化自信，那我们的外语教育就无法回答“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这

些外语教育的根本问题。
外语教师的思政教学能力是关乎国家意识在外语教学中成功体现的关键。

外语教师可以通过“师—师协同”“教法创新”“借势而为”三个维度来提升思政

教学能力。思政教育并不是外语教师的专业所学，外语教师大多缺乏思政理论

方面的素养和积淀，要求外语教师在教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发掘思政元素，无疑

对外语教师的知识结构体系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而思政专业课教师更擅长于思

想政治课程的显性教学，相对于外语教师，更善于把握和发掘课程中的思政教

育元素，因此，组建外语教师和思政教师协同合作的育人机制，外语教师向其他

学科领域教师学习，亦是帮助外语教师提高思政育人能力的有效途径。
此外，在培育国家意识的过程中，教师要进行课堂教学形式的创 新。教 师

要创新性地在专业知识中合理提取思想教育内容，从专业知识的教学自然过渡

到相关的育人内容，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培育学生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国家意识、
文化自信、公民人格、人文精神、职业素养，由此达到与思想政治课同向同行，形

成协同。例如，上海外国语大学选取１８门专业课进行专业思政工作试点，涉及

１３个语种，形成了“多语种课程思政群”（赵鸣岐 ２０１８：８６）；大连理工大学外国

语学院启动外语“课 程 思 政”体 系 的 资 源 库 建 设，其 内 容 主 要 包 括“中 国 文 化”
“中国道路”和“中国外交”这三个外语思政模块，每一个模块都设有英、日、俄三

个语言门类（崔戈 ２０１９：１８）。融合思政内容的外语课堂教学创新，是隐形育人

与显性育人的有机结合，在实践过程中，相比传统思政课，教师与学生都会受到

思想洗礼和情操升华，育人效果更加明显。
在积累思政教学资源过程中，教师要学会多“借势而为”。各高校院系组织

的思政学习、师风师德建设、时事政策宣讲等活动已经为教师创造了良好的政

治学习氛围，外语教师通过参加各种思政活动，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了解国家现阶段的国情以及未来发展的大政方针，以坚定教育工作者立德树人

的核心使命与职业信仰，为思政教学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４．２　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形式多样地融入国家意识培育

外语教学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双重性质，既有语言技能的训练，又有文化

思想的传输。纵观目前各高校大学英语、英语专业所使用的教材，其内容中完

全没有或者极少融入国家意识元素，更罕有教材设计教学模块，将中西文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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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对比分析，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现行教材中国家意识培育元素的缺乏，亟

须教师通过课程思政来进行补充。
笔者所在高校大学英语教学使用的是第三版《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

此教材是国家级规划教材，在全国范围内应用较广，以此教材作为课程思政教

学设计的范例，具有一定示范性。笔者以所在高校大学英语课程为例，通过与

本校思政课教师的协同备课，为每一个单元都设计了思政育人点，开展形式多

样的思政育人活动（见表２）。
表２　融合国家意识的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单元 教学内容 国家意识 课程思政点 外语课程思政教学活动

Ｕｎｉｔ　１　Ｔｈｅ　Ｗａｙ　ｔｏ　Ｓｕｃｃｅｓｓ
政治认同

文化自信

成功在 于 不 懈 的

坚持

品读会：《论持 久 战》《西 行 漫

记》

Ｕｎｉｔ　２　Ｓｗｉｍｍ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ｅａｒ 公民人格
战胜人 性 中 的 弱

点
电影《攀登者》观后感

Ｕｎｉｔ　３　Ａｕｄｒｅｙ　Ｈｅｐｂｕｒｎ 公民人格
纯净的 心 灵 与 财

富和名誉无关

２０１９感动中国人物：马旭
（分 毫 积 攒，千 万 捐 赠 的 老

人）

Ｕｎｉｔ　４
Ｔｈｅ　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ｒａｖｅｌ

文化自信
读 万 卷 书，行 万

里路

微 信 群 专 题 讲 座：中 国 古 代

文人游记及其类型

Ｕｎｉｔ　５
Ｗｉｌｌ　Ｙｏｕ　ｂｅ　ａ　Ｗｏｒｋｅｒ　ｏｒ
ａ　Ｌａｂｏｒｅｒ？

职业素养 工作的意义
２０１９感动中国人物：其美多吉
（雪域邮路上的忠诚信使）

Ｕｎｉｔ　６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ｏｍｂｓ：１９４５
政治认同

文化自信

社会主 义 优 越 性

及其建设成就
电影《何以为家》观后感

Ｕｎｉｔ　７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ｇ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ｒｉｓｉｓ

政治认同
世界经 济 危 机 中

的大国担当

品读会：《世界 经 济 危 机 与 中

国》
微信 群 专 题 讲 座：《食 货 志》
中的中国古代经济智慧

Ｕｎｉｔ　８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ｔｈ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

人文精神
中西教 育 思 想 对

比

品读会：《教育 的 目 的》《教 育

漫话》《家有四男》

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体现了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专业教师要坚持以国家意识培育为核心，课程思政不脱离现有课程

内容和课时安排，不喧宾夺主，不抢占课时，不为了思政而思政。在全国各大学

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均已开设了内容丰富的思政课程的背景下，外语专业教师更

要发挥所长，积极发掘与国家意识培育相关的思政点，巧妙穿插，以润物无声的

方式进行课程思政。
第二，线上线下，形式多样，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进行国家意识培育的课堂实

践。思政教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以采用线下（课堂）与线上（如微信群）并行的

方式授课，例如，通过读书会、电影观后感讨论、专家微信群语音讲座等创新方式

将课程中蕴含的国家意识元素自然升华，让家国情怀在学生内心中油然而生。
第三，隐性结合显性，专业教师在备课过程中要主动与其他学科教师开展

·０４· 当代外语研究



协同合作，完善国家意识培育的思政教学。在探索、挖掘国家意识课程思政点的

过程中，外语教师通常会以隐性方式进行课堂思政教学，但是，由于自身学识、视
野的局限，常常会陷入思维困局；而思政课教师虽擅长显性的理论教学，却对如何

将思政点整合于专业课程束手无策。因此，二者的跨学科协同可以大幅度提高课

程思政的效率，更加精准地实施国家意识的培育。表２中的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设

计特别体现了这两点，例如，品读会对阅读书目的选取强调了外语教师的知识面；
感动中国人物、微信群讲座则体现了思政课教师的强项所在。

４．３　以院校政策支持为面，有力保障国家意识培育深入持久的实施

在高校外语教育中实施国家意识培育，不仅对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同

时也迫切需要长效而全面的制度保障。在宏观层面上，院校应注重顶层设计，
长远规划，建立清晰的目标与责任机制。目前，上海的复旦大学等高校已经形

成了以思政必修课为核心、以数十门“中国系列”思政选修课为骨干、以数百门

综合素养课 为 支 撑、以 千 余 门 专 业 课 为 辐 射 的 思 政 教 育“上 海 体 系”（赵 鸣 岐

２０１８：８８）。上海高校的这些措施已经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层面给予课程思政

以具体的系统性支持。根据课程思政跨学科、跨专业的特点，在统一、明确、具

有操作性的目标的指引下，统一步调，建立联系制度，合理调配资源，指导各院

系向马克思主义学院借力。
在中观层面上，各学院有必要组织教师实践共同体，建立教师协同的工作机

制。培育国家意识、推进课程思政是无法靠外语专业教师单枪匹马、独自完成的。
专业课教师与思政课教师的协同联动也需要院系牵线搭桥，因此，院系有责任为

国家意识培育、课程思政的实施创造环境，组织协调，确保其顺利实施。
在微观层面上，教务部门与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课教师要担负起指导外语

教师课程思政设计之责。思政课教师有必要参与到外语教师课程思政的集体

备课活动当中，给予外语教师以智力支持，在专业思政设计过程中严格把关、及

时纠偏、去芜存菁、引领方向。

５．结语

在以新文科建设 为 指 导 方 向 的 外 语 教 育 改 革 中，应 坚 持 以 课 程 思 政 为 载

体，以国家意识为灵魂，积极推进外语课程思政向纵深层面拓展。在此过程中，
还应呼吁高校、院系给予外语课程思政以充分的政策保障，以便外语教师能够

提升课程思政能力，更加深入地挖掘课程中的育人资源，达到与思政课程同向

同行，协同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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