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案例

挖掘外语课程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文 丨 上海外 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赵鸣歧

政治 、 经济 、 社会和 文化现 象 。 此种路径既可提高 大学生

顯 的 外语 水平 ， 又 可 引 导 大学 生在 中 外思 想 、 文 化 、理 论 比

较分析和 思考 中 澄清价值观念 ， 坚 定政治信仰 ， 塑造精 神

家园 ， 实现学生思想 政治素 质 与外语专业素 养 的 同 步 提

精 心编选教 学 素 材 。 每学期根据 当前 国 内 外社会

丄 ， ４． ．．．和时 事热 点 ， 确 定 专题 ， 精 心 编选贴近 大 学生 思 想实 际
如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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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解决 咼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时 效性不 强 、 合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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丄 ＤＯ ．和认知 特 点 的
“

中 外 时 文
”

教学 素材 。

一

是 围 绕 中 国 国

：太＝＝ｒ ！＝ｆ＝謂人重要 演讲或讲话 ， 以 及 各 领域的著 名 学者 的 公
问题 。 作力 ；

＊娜紋＿前 沿＿ ， 外舰＿何辟

生学 习 外语与提 高思想政治素 质两者細 ， 是 上海外 国 语
和李克 强总 理 的演讲和讲话为主 ， 如 习 近平 总 书记在 比

大学 （ 以 下简 称
“

上 外
”

） 思想 政 治理论课教 学近年 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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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时 布 鲁 日 欧洲 学 院 的演讲 ， 李 克 强 总理 在 ２０ １ ５ 年 冬
直探 索 和力 图破解的难 题 。 为此 ， 在校党委 的领导下 ， 自＆二５ＡＩＴＫ

— 〇 ， ， ＊，季达沃 斯论坛 的致辞 ， 等等 ； 后 者 以 张维 为 、俞可平 、 林
２０ １ ４ 年 ５ 月 以来 ， 上外有计划 、 有步 骤实施

“

推进 思政教Ｂｗ^

＾毅夫 等 学 者 的 文章为主 。
二 是 围 绕 中 国政 治 、

经济
、
文

育与 外语教学 相 结合 教学 改革 ， 重点推 出 了 中 外时 文， ， ｉ＆ｒ
ｍＡ ， ，ｍｍＭ＞＊： ■？．？ ：！ｍ

选读
”

课程 ， 受到学生相 当程度的认 同 和接受 。

“

中 外时文选读
”

课程设计 的总体思路 是 ， 以学生触＝

专 业 文

盖Ｔ ｈｅＥ ｃ ｏ ｎ ｏｍ ｉ ｓ ｔ 、 Ｔ ｉ ｍ ｅ 、 Ｎｅ ｗＹｏｒ ｋｅ ｒ等 ， 国 外 学者 以
心 ， 根据 不 同 时段社会热 点选取

“

中 外时 文
”

教学素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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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思 想政治教 育资源 ， 以 与外语专业课程有机融合为 主＼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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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人物 。 以上 四类教学素材形 成 中 西视 角 ， 互为 补充 ， 互为
要着力 点 ， 以

“

突 出观点碰揸 ， 引 导正确 价值观
，，

为教学策

略 ， 发挥上 外
“

多语种 ＋
”

优势 ，
整合学 校管理层 、 各语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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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安排教学模块 。

“

中 外时 文选读
”

课程共 ３ ２ 个
各学科 教学和 学 术骨干与 马克 思主 义学 院通力协作 ，

“

全Ｍ

，４．＾＊学时 ， 包括 ２ ４ 学 时的 课堂教学 和 ８ 个学 时 的 实践 教学 ；

员 育 人 、 协 同 育人
” “

课程育 人与 科研 育 人相 结 合
”

， 构 建— ， ＡＡ ｉｄ

有
“

外 国时 文
”

（ １ ２ 个学时 ）
、

“

中 国 时文
”

（ １ ２ 个学时 ） 、

“

夕 卜

有外 语院 校特色 的
“

大思 政
”

教 育格 局 ， 培 养 具备政 治 素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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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交官讲座

”

（ ４ 个学 时 ） 和
“

中外大学 生论坛
”

（ ４ 个学时 ）

质咼 的
“

社会主乂高端外语人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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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个教学模块 ， 前两个模块对应课堂教 学 ， 后 两个模块对

＾ ｘｎ ． ｎ． ＾应 实践 教 学 ；

“

外交官 讲座
”

以
“

外 交官 眼 中 的 中 国 与 西
ｉ＾ｆｅ ｉＳ ｖｔ ：

方
——

关 于 中 西文化与 社会的思考
’ ’

为主题 ，

“

中外 大学
上 外

“

中 外 时文 选读
”

课程是 专 业必 修课 ， 适用 于 全山 ，人 丄 ｎ ，＾人 ｜了 ／，
生 论坛

”

则 以 时政热 点为 讨论主题 ， 如
“
一

带
一

路
”

战略
校各专业 ， 其课程设计具有 以下二个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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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中 日 关 系等 。 此种 教学模块安排既有中 外 时政素材和

课时的平衡 ， 能够激发 大学生 的认知和 思考热情 ， 做到 客
精选来 自 中 国和 国 外有关 国家领 导人 、主流媒体和 著名 学？，＋．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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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 理性评价 中 外之异 同 ； 又有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 ， 能够
者关 于中 国 问题 的演讲 、讲话 、 深度报道 以及研宄文 章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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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 －ＴＡＡ －ＴＯ ／ －Ｂ．ＴＸ同时提升大学生 的理论储备和 问 题分析应对能力 ：

更 有
析 中外 文章 中所持 的不 同立场 、观点 、 方法 、论证 的逻辑 及卜 ａ^

对 时政热点 的跟踪关注和深度观察 ， 能够 增加 大 学生对
＋
中 国 大政方针政策的认 同感和 为 中 国 外 交事业贡献 智慧

话语思维 与逻辑 ， 从而 培养学生 的 理性思 考 和批判意 识 ，

和力 ｉ的责任感 。

特别 是如 何从 中 外 两种 视角 出 发 来客观 公 允地看待 中 外入 社丄认 士＾ ？ｗ？＿ ％
／

课程理念 ： 着力价值形塑 、践行
“

四 育
”

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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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 上讲 ， 上 外
“

中 外时文选读
”

课程在 教学策学科 、 多语种 、 具 备硬实力 的 自主力量 。 目 前
“

中外时文选读
”

略 、 教学组织和教学研究方面遵循 了
“

价值形塑 、 四育课程的授课教师 皆来 自 校 内 力量 。 二是贯彻教育部有关文件

并举
”

的教学理念 。精神 ， 推动学校领导千部上讲 台 。 外语院校的领 导千部多数

在教学策 略上 ， 突 出观 点碰撞 ， 引 导正确价值观 。 具备外语 背景 ， 且长于形势观察与政策分析 ， 是传达 国家领导

课程选材 中 既有 国外深度报道 ， 又有西方观点 ， 更有 中人重要演讲和 讲话精神 的关键力 量 。 三是在校级层面给予从

国态度 ， 三类选材 的
“

拼盘
”

虽 易于克服学生 的抵触心事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 队伍 （包括思政课老师 、 辅导 员 、宣传干

理 ， 但教师须 以正 确策略应对之才不至于产 生负面效部 、 组工千部 、 学工干部 、 团千 部 等 ）
， 尤其 是 思 政课老 师 ， 在

应 。 因此 ， 除讲解文 章语言本身 和篇 章特点外 ， 对于第国 内 外培训 、 访学 的政策倾斜 ， 切实强化其在
“

大思政
”

格局

一

类选材 ， 教师要让学生 从理性的 、批 判 的 角 度看到中 的基础地位 。 四是构 建与思政教育 相关 的
“

多 语种 ＋
”

学

西方媒体文章背后 的真正意图 ， 明 白
“

他者
”

的眼光为生学术 团体 ， 如
“

中外时文
”

研讨会 、沙龙等 ， 抓住关键少数学

何如此 ， 其立论是否客观持平 ； 对于第二类选材 ， 教师生 ， 以少数影响 多数 ， 提升整体政治素 质 。

当力求让学生看到 不 同文化层次和 学 术背景的西方学在教学研 宄 上 ， 突 出
“

课程育人和 科研育 人相结合
”

。 目

者 ， 对中 国 国情和诸多 问 题也有着独 到和公允 的 理解 、 前 ， 上外 马 院正在主 导建构 多 语种
“

中 外时文选读
”

课程体

看法和说法 ；
对于第三类选材 ， 教师 则 要 引 导学生基系 ， 并 以此为契机 ， 开展

“

比较视野下的当 代大学生价值观形

于
“

我
” “

我们
”

的立场和视角 ， 感受到 身 临 其境者或塑研究
”

， 推动课程育 人和 科研育人齐头并进 。 当 前大学生易

来 自本土文化的 人对 同
一

现象 的不同看法 。 不同观点受社会负 面问 题影响 和西方价值观念的冲击 ， 这不利于大学

的碰撞 ， 既能培养学生健全的批判性思维 ， 更能养成学生正确价值观 的形塑 。 该研 宄将直面大学生价值观的积极面

生理性化思维和客观 化态度 ， 消 除 中 外文化和意识形和消 极面 ， 并针对消极面提 出 思政课的应对举措 。 此外 ， 围绕

态认知偏差 ， 从而收获澄清价值观 、
坚定政治信念 、塑如何通过推进思政教育 与 外语教学相结合 ，

开展教学研 宄 。

造精神家园 的实效 。通过研究 ， 摸索和构建有外语院校特色的思政教育 体系 ， 为全

在教学组织上 ， 突 出
“

全 员 育 人 、合力 育人
”

。

一

国 高校 （特别是外语类高校和有外语专业设置 的高 校 ） 提供

是 以思政课老师为基干 ， 对接各外语专业 ， 打造
一

支跨具有开创 性 、可复制 、 可推广 的教学改革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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