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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着眼于“三进”背景中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对其理论根基加以论述包含理

念的追根溯源、“三进”的关键要点以及融合的依据所在。明晰教学的目标与内容，阐述实践

的途径与此同时构建起包含多元主体、综合指标、多样方式的评价系统。希望促进英语教学和

思政教育的深度交融，提高育人的成果助推学生的全面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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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College English Cour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ree Entries"
Youyan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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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college English course in the
background of "three entries," and discusses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including the root of the concept,
the key points of "three entries" and the basis of integration. Clarify the goal and content of teaching, and
explain the way of practice. At the same time, an evaluation system including multiple subjects,
comprehensive indicators and various ways is constructed. It is hoped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English teaching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results of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overall growth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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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全球化持续深化以及教育理念不断更新的现今大学

英语教学正面对着全新的机遇和挑战，“三进”理念给其课

程思政教学给予了明确的导向。怎样把思政元素有效地融入

大学英语教学的各个环节达成语言传授和价值引领的协同

进步，变成了急需探究的关键课题。

一、“三进”与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的理论基

础

（一）课程思政理念溯源

课程思政的理念深植在教育的根本需求中，意在破除学

科间的障碍达成全课程的育人目标。大学英语作为一门拥有

众多受众的学科，肩负着别具一格的思政育人责任。其凭借

语言这一载体，搭建起中外文化与思想的沟通桥梁。在此进

程里可以融入思政要素引领学生扎根本土、瞭望世界，塑造

精准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是“三进”和大学英语

课程思政教学的理念起始点，着重将思政教育融入英语教学

的整个过程使育人工作悄然且强效。

（二）“三进”的核心要义解析

“三进”就是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各个环节彼此

紧密关联。进教材是基础所在，规定大学英语教材拣选蕴含

思政教育价值的语篇、案例。保证知识体系和思政内容实现

有机结合，给后续的教学给予蓝本参照。进课堂是关键环节，

教师需要运用精妙的教学设计。通过多媒体、互动讨论等多

样形式，把思政要点顺理成章地融入到语言知识的阐释、技

能的训练当中。进头脑是目标追求，通过前两者的稳固施行

推动学生让思政内容在内心深处扎根。转变成为自身的素养

与行为的自觉，给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指明了实践的路径。

（三）二者融合的学理依据阐释

从知识建构的视角出发，大学英语课程的知识学习与思

政知识学习并非相互孤立，“三进”使二者彼此补充、彼此

强化，助力学生构建起更为完备的知识框架。语言学习的进

程是文化理解和认同的进程，融入思政元素的英语教学能够

引领学生在跨文化交流的情境里坚守本国文化立场。培育文

化自信，提高综合素养。与此同时符合教育的整体育人宗旨，

达成语言教学与思政教育协同使劲。共同助推学生成长为兼

具语言能力和优良品德的新时代人才，为二者的融合奠定坚

实的学理基础。

二、“三进”背景下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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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与内容

（一）明确教学目标

1.思政素养培育目标

需要重点培育学生准确的思想政治素养，引领他们构建

稳固的理想信念、浓郁的爱国情怀以及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通过英语课程这一载体，在阐述国外的风俗人情、历史文化

时嵌入对于我国杰出传统文化、革命文化还有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的对照讲解。让学生深切领略到我国文化的独异魅力与

价值，增进文化自信塑造民族自豪感。促使学生在遭遇多元

文化的冲击之时，可以坚守中国方位。秉持恰当的价值导向

踊跃传播正向能量，为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奉献自身的力量。

2.跨文化交际与思辨能力培养目标

培育学生优良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与思辨能力同样是关

键目标。在思政内容入教材、入课堂、入头脑后学生能够处

于不同文化视角，借助批判性思维来剖析、领会各类文化现

象背后的深层次缘由。例如在针对国际热点问题展开的英语

课堂讨论当中，学生依照所学的思政理念去解析不同国家的

应对策略。既明白他国的立场，又能够从我国提倡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等理念着手给出独有的看法。在跨文化交流里彰显

中国智慧提高思辨的深度和广度，更优地适应全球化的发展

态势。

（二）丰富教学内容

需要深入开掘现存大学英语教材里的思政元素，让其变

成教学内容的关键构成部分。教材所包含的西方名人故事能

够和我国杰出人物的事迹相互融合，通过对照呈现出不同文

化背景之中优秀品质的共性及个性，促使学生摄取奋发进取

的精神能量。与此同时，针对阐述西方社会现象的篇章能够

关联我国相似的社会发展阶段与现况。引领学生客观看待差

别，稳固发展信念。

三、“三进”背景下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的实

践路径

（一）课堂教学方法创新

在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里创新课堂教学方式是关键

所在，能够切实增进思政教育与英语教学融合的成效。

教师能够打造多元化的情境，并将思政元素自然融入。

比方说构建国际商务谈判的场面，设定我国企业和国外企业

针对合作项目展开商讨的背景。当学生以分组形式扮演各类

角色使用英语展开交流时，引领他们坚守诚信、追求合作共

赢等思政观念。使学生深切感受到在跨文化商务交流里我国

所倡导的价值理念的关键意义，与此同时增强英语交流水平

[1]。

（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

1.线上平台资源整合

可以通过学习通，U校园等学习平台，上传众多的英语

课程思政教学素材包含思政要素的英语纪录片、慕课课程、

有声读物等。比如说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英语短视

频，学生能够自行规划时间进行观看学习。达成相应的线上

测试、互动探讨任务，强化对于我国文化价值以及在对外交

流中英语运用重要性的认识。

2.线下课堂深度互动

线下课堂主要致力于深度的知识阐释、互动沟通和实践

操作。教师针对线上学习的重点与难点进行答疑释惑，组织

学生举行英语演讲、角色扮演之类的活动把思政内容融合进

去。比方说开展以我的中国梦为主题的英语演讲竞赛，让学

生在线下做好充分准备。在课堂上用英语表述自己对于国家

发展愿景的认知，增强思政教育成效并且提高英语演讲能力。

3.教学评价多元化

构建混合式教学模式必须拥有完备的评价体系。除了传

统意义上的考试成绩，还需要对学生线上学习的参与程度、

讨论水平，线下课堂的表现、实践活动的成效等诸多方面进

行综合衡量。全面评估学生在英语课程思政学习中的所得，

促使他们踊跃投身在混合式学习中。

（三）课外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1.英语文化节活动

首先能够开展英语文化节，并融入思政要素。比如设立

中国故事英语讲的版块，激励学生运用英语叙述中国的历史

典故、民间传奇、现代发展成果等。通过舞台展演、故事分

享会之类的形式，促使更多的学生投身其中。在传播中国文

化时提高英语表达水平，增进文化自信以及民族自豪感。

2.英语志愿服务活动

其次，能够组织学生投身在英语志愿服务活动。例如在

国际旅游景区为外国游客给予志愿服务，在协助游客处理问

题、介绍景点的进程里学生践行热情友善、乐于助人等思政

理念。与此同时锻炼英语口语交际能力展示中国青年的优良

形象，把思政教育从课堂拓展到实际生活场景当中[3]。

3.英语社团活动拓展

最终，能够通过英语社团来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例如

英语辩论社团能够针对国际热点话题展开思政主题的辩论，

引领学生运用英语表明立场、论述观点。在思想的相互碰撞

中加深对思政内容的领会，培育批判性思维以及国际视野。

使英语社团变成课程思政教学充满活力的场所，助推学生全

方位进步。

四、“三进”背景下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的评

价体系

（一）构建多元化的评价主体

1.教师评价的主导性

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与引导者，在评价体系里处

于主导位置。他们依靠对于教学目标、教学内容还有学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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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表现的深度了解，能够从专业知识传授和思政教育融合的

视角着手针对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提高状况、思政素养文化

水平等方面展开系统评估。教师能够观察学生在英语课堂讨

论里，是不是能够运用恰当的英语表达形式阐述包含思政理

念的观点。例如在研讨国际文化交流话题的时候，查看学生

是否能够站在文化自信的立场用流畅的英语表达出我国文

化的独特价值，通过这样来判别教学效果以及学生的学习成

果。

2.学生自评的主动性

学生自身同样属于关键的评价主体之一，通过自我评估

他们能够就自身在英语课程思政学习里的所得与欠缺进行

反思。学生能够依照课程思政的目标，详察自己在学习英语

期间对于思政元素的领会及运用状况。例如有无把爱国情怀、

社会责任等理念置入到英语写作、口语表达当中，在阅读完

英语思政相关资料后思想认知有无产生变化等。进而自主地

调整学习策略，持续增进学习成效强化自我管理以及自我提

升的水平[2]。

3.学生互评的互补性

学生彼此之间的相互评价能够给予别样视角的评价看

法，达成优势互补。在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完结之后，同学们

能够相互评定彼此在合作进程中运用英语交流时所呈现出

的思政素养。例如在共同达成一个有关介绍中外环保举措对

比的英语项目时，评定小组成员有无积极奉献观点、有无秉

持可持续发展等思政理念展开讨论和汇报等。此种互评有益

于构建优良的学习环境推动学生彼此学习、携手共进，并且

还能让评价结果更为完备、客观。

4.校外评价的拓展性

通过引入校外的评价主体诸如实习单位、社会实践的合

作方等，能够从更为宽泛的社会视角来衡量大学英语课程思

政教学的实际作用。例如在学生参加国际志愿服务活动运用

英语和国外人员进行交流沟通时，校外的有关方面能够评判

学生有没有呈现出优良的文化素养、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以

及契合我国形象的言行表现。通过这样来反馈课程思政教学

在培育学生适应社会、登上国际舞台这一方面的成果，进而

拓展评价体系的范围和深度。

（二）确定综合的评价指标

1.语言知识与技能指标

这一指标重点在于学生英语语言知识的把控以及语言

运用技能的增强状况。从词汇、语法的掌握水平到听、说、

读、写、译各项能力在不同场景中的运用程度，都需要归入

考虑范畴。比方说在阅读英语思政文献时，能否精准理解并

提取关键信息。在英语写作里，能否逻辑分明、语法无误地

论述思政相关主题内容等。依此判定学生语言学习成果和课

程思政融合下的语言能力发展态势。

2.思政素养指标

该指标主要探究学生思政素养的构建与文化水平。包含

了学生针对国家政策、文化价值理念、社会责任等思政要素

的领会深度，能否在跨文化交流的情境里坚守中国立场、传

递积极能量还有在遭遇多元文化冲击时所呈现出的文化自

信、民族自豪感等层面。例如通过考量学生在英语演讲里对

我国杰出传统文化的宣扬程度、对我国在全球治理中角色的

准确认知等，去评判思政素养指标的达成状况。

3.学习态度与过程指标

这一指标聚焦在学生在整个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学习进

程里的态度和参与情况。例如有没有踊跃且主动地参加课堂

研讨、小组活动，在线上学习平台的学习时间长度、学习任

务的完成比率高低以及对思政融入英语教学的接纳水平以

及有无呈现出持续学习、自我进步的意向等。上述这些要素

能够体现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用功程度，对于全方位评估

教学成效极为重要。

（三）采用多样化的评价方式

1.形成性评价的持续性

形成性评价贯穿在整个教学进程之中，能够实时反馈学

生的学习动态。教师能够通过课堂提问、小组作业、学习日

志等形式，针对学生日常学习里英语语言的运用以及思政元

素的融入状况进行动态追踪。比如在每节英语课结束后让学

生撰写学习日志，记录自身在该节课中学到的英语知识要点

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思政体会。教师按时查阅剖析，迅速找出

学生学习进程中的问题。给出具有针对性的引导，推动学生

持续优化学习方式提升学习品质。

2.终结性评价的总结性

终结性评价往往在学期末或者课程结束后展开，通过考

试、项目汇报等方式对学生的整体学习成效进行综合评估。

在英语课程思政教学当中，考试的内容能够包含将英语知识

和思政内容相融合的阅读理解、写作等类型题目。项目汇报

方面能够规定学生针对某一具备思政教育价值的英语主题

比如中国科技发展对世界的影响，展开深入的调研、资料整

理并用英语进行展示汇报。通过终结性评价全方位测定学生

在课程结束之时的知识掌握情况、能力发展状况以及思政素

养的提升程度。

3.定性评价的深入性

定性评价注重对学生学习表现、思政素养形成等方面进

行性质层面的描述与剖析，可以借助访谈、观察笔记等形式

来达成。比方说教师和学生展开一对一的访谈，全方位了解

学生在学习英语期间对于思政元素的领会、接纳水平。根据

访谈所得内容整理出观察笔记，给后续的教学改进给予支撑。

这样的评价方式可以深挖学生内心的真切想法，深度探究教

学成效背后的深层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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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在“三进”这一背景下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教学意义非

凡，然而其任务艰巨且道路漫长。通过夯实理论根基、明晰

目标内容、拓展实践渠道以及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可以从

多个维度促进思政和英语教学的深度交融。这不单单有助于

学生提高语言能力与思政修养，也更符合时代对于育人的要

求。希望未来能够不断优化和完善，使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

学散发出更为绚烂的光彩为培育全面发展的人才奉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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