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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学院课程思政建设情况简介

上海推进高校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以来，英语学院积极相应，组织学院教

师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合作，开设了上海外国语大学第一门课程思政《英语时文选

读》，取得了非常好的示范效果。以此为基础，英语学院倡导英语专业人文化改

革与课程思政建设紧密结合，获得了学校课程思政试点单位称号，并于 2018 年

获得教育部“三全育人试点单位”称号。

英语学院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任务，以“课程思政”建设为着力点，在现有基

础上围绕“立德树人”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教材体系、教学体系等将国情认知

和国家意识融入在日常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加强课程思政的团队建设，利用现有

基础与优势逐渐扩大课程思政的课程群，形成更大规模的辐射效应；加强教材体

系建设，组织师资编写系列教材，有机融入思政育人的内容；改革实践教学内容，

完善实践教学环节，提升第二课堂与第三课堂的思政育人效果，构建课堂内外的

联动式人才培养机制。英语学院将不断探索，建成以课程建设为抓手、以实践活

动为依托、以团队建设为核心的，融通课堂内外的课程思政育人示范院系。

（1）以团队为引领，大力拓展课程思政建设。2018 年，继《英语时文选读》

后，英语学院又相继推出《比较文学》、《高级英汉互译》、《英美影视翻译》、《英

美概况》等 4门课程思政课程，多次在全校范围内进行公开课展示，受到好评。

2019 年，英语学院围绕英语语言文学与翻译两支领航团队，建设《国学典籍翻

译》、《报刊翻译与阅读》及《社会文化专题与讨论》等 19 门思政领航示范课程，

涵盖专业核心课程以及专业选修课程等。准确定位思政课程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

地位和作用，正确处理思政教学内容与课程专业内容之间的关系，教学内容要先

进，一方面要反映本课程的专业性与前沿性，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探索如何有机

融入思政内容，在课程中融入新知识、新信息，体现出我国新时代的风采。教学

方法也推陈出新，增加研讨环节，鼓励学生结合当下社会发展去深入理解、消化

课堂内容，引导发挥正能量，充分发挥专业课程的育人功能。以英语专业和翻译

专业为基础，分别申报并获批了英语专业“区域国别”思政课程链和翻译专业翻

译课程链，打造了涵盖一到四年级，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方向课程和专业实践课

程的两支团队，英语学院也被评为上海市课程思政重点改革领航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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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英语学院在领航课程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课程思政的影响力，22

门课程申报校级精品课程（课程思政专项），1 门课程申报校级一般课程（思政

专项）。2021 年，将新增 9 门包括英国文学史、美国文学史、记叙文写作等课程

在内的课程思政专项建设课程。目前，英语学院相继推出了 34 门课程思政课程，

覆盖了两个专业一到四年级，专业核心、专业方向和实践类所有课程类型。

此外，英语学院英语专业和翻译专业受上海市教委委托，目前正在编写上海

高校课程思政教学指南系列--英语专业和翻译专业思政教学指南。

（2）融合专业与思政，完善教材体系建设。自 2010 年学院开展人文化教学

改革以来，不断总结教改经验，在此基础上，结合课程思政建设，着手编写体现

英语专业的人文品质与家国情怀的系列教材。目前，已经出版的教材有陈琦副教

授的《国学典籍翻译》、《新经典系列教材》（包括王恩铭教授《新经典英美现代

社会与文化》、刘全福教授的《英汉语言比较与翻译》、王欣教授的《新经典名

人演讲导读》、肖维青教授的《新经典英汉互译教程》和《英汉影视翻译实用教

程》，王磊副教授的《希腊罗马神话》）。此外，《人文阅读》教材（一套 4 册），

《比较文学》、《中西文化比较》、《<论语>翻译》、、《人文听力》、《人文写作》、《中

英语文修养与翻译》、《莎剧赏析》等即将出版。这些教材既可以体现英语专业教

育的人文理念，也可以提升学生的人文修养、文化自觉和国家意识、家国情怀。

（3）深度提升第二与第三课堂的思政育人功能。学院“人文化”教育改革是

多层次的，第一课堂以“课程思政”为主体，第二课堂则以打造校园文化优质品

牌活动和拓展高质量、多维度社会实践平台为两大抓手，紧密围绕“立德树人”

根本目标，配合第一课堂育人思路，夯实第二、第三课堂的改革与创新，课堂内

外，网络上下，强化现有“四大人文系列讲座”、“莎士比亚英语文化节”、“方重

翻译奖”等人文活动的思政育人内涵；加强学生的学科竞赛辅导，通过辅导提升

学生对于当代世界与当代中国的清晰认识，将专业能力提升与社会责任感、中外

文化比较意识等想结合，让更多优秀学子站上全国、乃至世界的舞台，斩获佳绩，

彰显出“诠释世界、成就未来”的风采，向全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