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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外语》小语种课程思政建设路径研究

——以滇西应用技术大学为例
李映仙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云南 大理  671000

摘      要  ：   课程思政是近年来中国教育领域强调的一个方向，《大学外语》小语种课程是滇西应用技术大学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旨在服务学校的办学目标，立足云南辐射东南亚，服务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本文从《大学外语》小语种课程

思政的现状分析、创新思路及举措、效果评估等方面出发，对《大学外语》小语种课程思政建设进行研究，通过研究

为小语种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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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has been an emphasized direct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The small-language courses of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eaching at Western Yunna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aiming to serve 

the school's educational objectives, based in Yunnan and radiating Southeast Asia, and meeting 

the personalized development needs of students. Starting from aspects such a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alysis, innovative ideas and measures, and effect evalu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small-language courses of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se courses and provides idea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small-language courses through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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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外语》小语种课程思政建设现状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发布的2023年工作要点中指出：加强课程

思政高质量建设，推动形成育人新成效。发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

育，深入挖掘各类专业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

源，破解课程思政“表面化”“硬融入”等问题。因此，解决高校

思政课程困境是当前课程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滇西应用技术大

学（以下简称“滇西大”）《大学外语》小语种课程思政教学体系

的研究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相关的优秀案例与成熟经验还很缺

乏。滇西大课程思政教学存在以下问题。

（一）教师课程思政融入力尚显不足，教学改革待创新

教学思维方面。小语种教师固化的重语言教学思维致使，日

常的教学过程中课程团队教师在课堂上只注重知识的传授，忽略

了育人环节，在教学内容时的思政体现力度不够，不详细，“思

政”与“语言”的融合还需要一个过程。

教学方法方面。教学方法是教师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

标和提高其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1]《大学外语》小语种教师

课程思政教学方法仍存在以教师讲授为主的传统式教学，思政元

素融入相对生硬，融入教学形式较为单一，略显僵硬，课程思政

还停留在表面，不能润物细无声地把思政内容融入到教学中，未

能做到结合学校特色和专业设置，充分发挥课程思政作用。

教师自身方面。小语种课程组教师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

素养还有待提升。此外小语种教师大多数有留学经历，受语言对

象国文化的影响较深，有时，在中国文化和语言对象国文化异同

点时，部分教师会不同程度地倾向于以语言对象国的角度和思维

方式去看待问题。

（二）相关配套资源匮乏

《大学外语》小语种课程思政相关教学资源和教材选择有

限，校企合作等经验较少，教学环境以及语言环境相对单一，思

政育人氛围较弱，具有较为明显的局限性。

（三）课程思政内隐外显难于评价，育人效果不明显

《大学外语》泰语课程思政效果评价，主要以“单一”的效

果论为主要评价标准，弱化了课程内容、过程等评价内容，忽视

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强化育人功能的评价效果。日常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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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课程思政的评价停留在学生是否掌握了相关章节课程思政

内容的掌握，课程思政评价指标设立没能紧密结合对象国的独特

性，创建一套适合小语种课程思政教学的评价标准。

二、《大学外语》泰语课程思政创新思路及举措

教育部2020年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出：公

共基础课程，要重点建设一批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人文素

质、科学精神、宪法法治意识、国家安全意识和认知能力的课

程，注重在潜移默化中坚定学生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提升学生综合素

质。[2]《大学外语》是公共基础课程的一部分，外语教学承载着

为国家和社会培养跨文化、国际化人才的重要使命，思政教育并

不是政治任务，而是教育思维方式转变，重在引导学生“精神成

人”。《大学外语》小语种课程思政创新发展是必然趋势。

（一）修订教学大纲，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要求

紧抓课程建设主阵地，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根据课程思政要

求，通过整理学校各学院的人才培养方案，结合各专业自身的培养

方向和要求，修订教学大纲，优化课程设置，科学地设计《大学外

语》小语种课程思政教育体系。以提升学生的跨文化能力和爱国主

义情怀，做到用小语种讲好中国文化，传扬中国精神。以滇西大

《大学外语》小语种课程为例，小语种课程组教师们应根据学科专

业特点，通过集体备课、集体研讨等方式，一同制定《大学外语》

小语种课程思政建设方案，将教学内容与思政紧密联系起来 [3-6]。

课程思政全面融入课堂内外，贯穿于课堂授课以及课外作业、口语

等方面，如以“跨境电子商务专业”为例，《大学外语》小语种课

程面对该专业的学生时，除了讲授跨境电商、直播用语等方面的外

语内容，还需要着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二）深入挖掘课程的思政元素

通过方针政策、教材等充分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学习语言同

时也是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小语种教师团队

应梳理我国国家领导人的发言译本，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

蕴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书籍，或者国家领导人在语言

对象国所发表的演讲、刊登发表的文章等，作为课程教学的思政

元素，可以通过“每日一译”“每日一讲”等形式由教师对学生进

行语言文字讲解，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提升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的外语表达能力 [7]。

（三）搞好教学设计，发挥小语种课堂思政作用

《大学外语》小语种应结合学校特色和专业设置，充分发挥课

程面向专业需求的育人功能，遵循“以德树人”为根本，立足服务

学校专业满足社会需求，培养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育人原则 [8]。

重视教学第一课堂，提高课堂的趣味性。教师可采取合作

式、探究式、案例式、翻转课堂等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方法，使传

统教学与创新教学相结合，使教学内容与思政内容相融合，加大

学生对课程思政的接受度。做到课堂教学除了兼顾知识的传授，

还应强调价值引导，探索与实践引领时代的思政理念和思政元

素。并通过多媒体课件、短视频、图片、角色扮演等多种形式呈

现在课堂教学中，最终实现课程思政的有效实施，达到“立德树

人”的教学目标 [9-10]。

其次，充分发挥第二课堂育人作用。小语种第二课堂活动，

除了加强学生语言技能的培养，还要融入思政元素。例如，以泰

语“宋干节”一课为例，开展语言实践民俗活动，通过活动让学

生了解到中国傣族泼水节和泰国泰族宋干节文化之间的共同性和

差异性，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培养

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此外，开展用小语种讲中国文化的主题

活动，通过演讲、戏剧、朗诵等方式，一方面提高学生的语言技

能，一方面提供舞台，增强学生的学习自信 [11]。

（四）提升教师思政意识，强化课程思政育人功能

教师是提升课程思政效果的决定性因素。小语种教师自身要

时刻关注国家的大政方针，密切关注时事新闻，同时也要研读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和提炼思政元素。为了打造教书育

人、为人师表的协同育人师资队伍体系。课程组教师借助“虚拟

教研室”，定期进行集体教研，互相交流，提升教师思政意识，

强化课程思政育人功能。同时，也可每学期组织小语种教师进行

思政课程竞赛，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在比赛与学习过程中，提

升教师的教学技能，同时挖掘和整合多方面的思政元素 [12]。

（五）跨学科教学联动，促进课程思政更上一层楼

为实现学科交叉教学，强化课程组教师与专业课教师间的交

流合作，联合举办教学研讨，做到优势互补，同频共振。以滇西

应用技术大学为例，《大学外语》小语种课程组可邀请马克思主义

学院的教师们一同教研，通过开展专题讲座培训，或者课堂教学

内容互通等方式，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嵌入大外语课堂中去，确

保学生在提高外语语言能力的同时，能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13]。

（六）创新课程评价体系，使课程思政更具象化

完善学生评教、同行评教、教学督导评教等评价体系。学生

评教是评价体系的一部分，学生可以对教学内容、教学质量、教

学思政内容、教师教学方法等进行意见反馈。促使教师可以一方

面获得学生的学习需求，另一方面又能够提升自己的教学能力。

同时，同行评教也是教师进步的一个渠道，通过收集同行的意见

建议来积累课程思政教学方法。此外，授课教师还需要一套对学

生课程思政掌握度的评价体系。如将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

交叉，将教师点评与学生互评相结合。教师可设置在每节课后进

行及时评价，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价，包括使用

“学习通”等收集学生每节课所获取的思政内容，同时让学生对自

己的思政内容掌握度进行自我评价。同时，在评价体系中除了学

生的学业掌握度外，还要着重注意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良

好心理素质、团队合作意识，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检验是

否将课程思政落到实处，切实引导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 [14]。

三、效果评估

充分发挥了学校专业特色，将小语种和学校专业、课程思政

有效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了教师队伍为主力军，课程建设为主



2025.15 | 143

战场的作用。为培养一批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养、人文情怀和

文化素养，且具有国际视野的应用型人才奠定了基础。通过整理

学校各学院的人才培养方案，明确其培养目标后，修订了教学大

纲、挖掘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开展了教学设计，把课程思政融

入到《大学外语》小语种课程教学中，实现价值引领、知识传授

和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培养的有机统一 [15]。 

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注重研究的理论性、系统性，又

注重研究的实践性、可操作性。使得研究与实践成果可复制、可

借鉴、可操作。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大学外语》小语种课程思政

的创新将会为其他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外语》小语种课程思政

建设提供研究思路。

四、结语

本文对《大学外语》小语种课程思政建设路径进行了探究，

通过分析《大学外语》小语种课程思政建设现状，以及探究《大

学外语》小语种课程思政建设的创新，对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以

及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养、人文情怀和文化素养，且具有

国际视野的应用型人才起到了促进作用。该项目的实施，致使教

师教书育人的意识明显增强，教师开展课程思政的能力和水平不

断地提高；学生对课程思政的获得感明显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

有了明显的提升，为学校全面深化教学改革增添了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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