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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语言学概论”属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其对发展学生的语言理论素养非常关键，在当下课程思政和混合式教

学的大环境里。探讨“语言学概论”课程思政的执行途径有实在际价值，这篇文章关注混合式教学模式下“语言学概

论”课程思政的推进途径，努力把思政教育同语言学专业知识紧密融合起来，借助线上线下结合的办法，增强学生的

语言专业素质并培育其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和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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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is a basic course for the major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t is 

crucial for developing students' theoretical language literacy in the current environ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urses and blended teaching. Exploring the implementation approach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course has practical valu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romotion approach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course under the blended teaching mode, striving to closely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linguistic professional knowledge. By means of the combin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methods, it enhances students' language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cultivates their correct values. 

Moral outlook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Keywords  :  blended teaching mode;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course-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mplementation path

引言

在教育范畴之中，课程思政已然成为做到立德树人这一核心任务的重要举措，自从国家开始看重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各个课程的

教学之后，课程思政观念极速在不同层次的教育当中流传开来，其要求超越以往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脱节的状况，达成知识传授与价值

引导的有机融合，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之时，不知不觉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由于信息技术飞速

前行，混合式教学模式在教育领域应运而生。这种教学模式把线上教学同线下教学的长处结合起来，冲破了时空限制，给学生赋予了更为

灵活、自主的学习途径，在混合式教学模式当中，怎样系统而有效地把课程思政融入到“语言学概论”课程之中，还得要做更进一步的探

究，当前的研究在整合线上线下教学资源达成课程思政目的，设计线上线下协同的教学活动来加强思政教育成果等方面仍然存在漏洞。

一、混合式教学模式与课程思政的融合意义 

（一）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在“语言学概论”这门课里，把思政元素巧妙地融合进去，

有益于学生透彻体会语言同文化，社会，心理之间复杂的联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蕴含着一个民族的历史，价值观，信仰等诸

多内涵，透过详尽分析不同语言背后的文化背景，学生可以体会

到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增进跨文化意识和包容心态，比如，在阐

释语言与文化的关联时，可以利用不同语言里亲属称谓的差别，

汉语里对亲属的称谓十分详尽，表现出中国传统社会看重家族伦

理，长幼有序的文化特征，而英语里的亲属称谓较为简略，体现

了西方文化更为重视个人独立性的价值观念，这样的对比分析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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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让学生把握语言知识，又能拓展他们的文化视野，加深对多元

文化的认知和尊重。而且语言同社会联系密切，社会发生改变

时，往往会在语言上存留深深的烙印，反过来讲，语言也会给社

会发展带来一定影响，考察各个社会阶层，不同地区，不并且期

的语言特征，可以增强学生观察社会，剖析社会的本领，互联网

慢慢推广开来之后，网络语言极速崛起，给力，yyds之类的词

语广泛性流传开来，显示出当代社会的文化趋向和民众的思维模

式，引领学生去探究这些语言现象，有益于他们更为精准地掌握

社会动向，增进对社会问题的敏锐度。

从语言和心理的视角看，语言是人类思考和表述的手段，同

样也是心理活动的外部表现，不一样的心理状况会造成语言表述

上的差别，经过对语言和心理联系的探究，学生能改进自身的心

理素质和表述能力，比如，在心理咨询范围，语言的使用技能对

认识病人心理，缓和病人情绪起到重要意义，学生透过学习该部

分知识，能更好地识破他人的心理，改善人际交往中的表述效

果 [1]。

（二）适应新时代教育需求 

新时代对人力塑造有新的要求，并非只是是掌握专业知识和

技能，更看重塑造全面发展的人才，他们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

高尚的道德品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更新精神。党的二十大报

告显示，教育，科技，人才是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战

略支撑，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增强人才自主塑造质

量，努力造就顶尖更新人才 [2]。

混合式教学框架下的“语言学概论”课思政化，刚好适应了

新时期的人力发展诉求，在线学习阶段，学生可凭借海量的网络

资源，MOOC、SPOC平台上的高质量课程，触及各个领域，不

同文化底蕴的知识与观点，这些资源包含到语言学专业的前沿学

说与考察收获，也包含很多思政要素，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中国优良传统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等等，学生透过自

学这些材料，可以拓展眼界，形成自学能力与改进意识，并且不

知不觉地接受思想政治熏陶，确立恰当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 [3]。

线下教育把重心放在师生之间互动传达、应用操作和解惑解

惑上，课堂探讨、小组作业等环节里，老师能指引学生用学到的

语言文化知识和思想政治观念去剖析并化解现实难题，发展学生

的集体合作意识、交际水平和社会责任意识。

二、混合式教学模式下“语言学概论”课程思政现状
剖析 

（一）教师层面问题 

一部分教师对课程思政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觉得“语言学

概论”这门课重点在于教授专业知识，思政教育属于思政课教师

的任务范畴，没有完全察觉到课程思政对学生全方位成长的关键

价值，受这种观念的左右，他们在授课时一般只会关注语言知识

的讲授，忽略了思政要素的察觉和融合。

思政元素挖掘和融入能力上，某些教师有所缺少，语言学概

论课程内容很多，牵涉语言本质，结构，功能，发展等众多方

面，当中潜藏着不少思政元素，不过，一部分教师因为对思政教

育领悟和探究不够深入，不能精准地从课程内容里找到出有用的

思政元素，要么在融入思政元素的时候显得刻板，勉强，很难达

成潜移默化的教育业绩，就拿讲解语言发展来说，可以从语言发

展期间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这个视角挖掘出文化包容，交流交流

的思政元素，但是有的教师没能找到这种关联，使得教学内容被

限制在语言知识范畴之内 [4]。

（二）学生层面反馈 

学生对课程思政的接纳度和兴趣点有所不同，有些学生对课

程思政抱积极态度，觉得把思政元素放进“语言学概论”课，可

以让他们在学专业知识的时候，更多地认识社会，关心时代发

展，增强自身思想境界和社会责任感，他们对社会热点，文化传

承，价值观等思政内容比较感兴趣，在学语言与文化关系时，学

生对不同语言体现的文化差别以及怎样用语言提升文化交流等内

容很有兴趣，踊跃参加课堂交流和有关学习活动。

不过，有些学生对课程思政的接纳度低些，觉得思政内容和

专业知识不相干，学起来没劲儿，这就影响到他们对“语言学概

论”课的总体学习兴致。这些学生更看重专业知识的学习和运

用，预期课程着重于语言理论和操作技能的走势，对课程里融合

的思政要素抱有抵触心理 [5]。

学习期间，学生碰到些问题疑惑，课程思政内容常较抽象，

需学生有定思想政治理论根基和剖析问题能力，有些学生领会把

握思政要素与语言学知识结合点时有难处，很难把二者有机相

连，引发学习进程中发生脱节状况，好比分析语言与社会关联

时，教师用了社会公正文化平等思政要素，可有些学生难领悟这

些抽象概念在语言现象中的详细体现，不能深刻思索有关问题。

三、混合式教学模式下“语言学概论”课程思政实施
策略 

（一）教学目标与内容优化 

清楚课程思政目标是实行课程思政的核心任务，“语言学概

论”课程而且要教授语言学的关键概念，理论和办法，改进学生

的语言解读能力和钻研能力，而且要把思想政治教育渗透进去，

引领学生确立正确的语言观，文化观和价值观，在预先设定课程

思政目标的时候，应当深入结合课程特性和思政教育需求，周全

考量学生的专业特征和成长得要，借助对语言和文化关联的培

训，增进学生的文化自信心和跨文化交往意识，借助对语言和社

群联系的讨论，提升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家国情怀，借助对语

言研究手段的学习，加强学生的科学观念和改良思维，教材是教

学的重要依托，找到教材中的思政要素对课程思政的推进非常紧

要。“语言学概论”教材里，包含许多思政元素，教师要深入识

别并加以整理，讲语言的起源和发展时，可讲述中国语言文字的

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让学生知道汉字的演进过程，体会中华民

族的智慧和创造力，进而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

谈语言和社会的关系时，可用社会热点问题，网络语言的规范使

用，语言歧视等，引导学生用语言学知识执行分析和思考，发展

学生的社会观察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而且让学生明白语言在保

持社会公平正义，加强社会和谐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二）教学方法创新 

1.线上教学资源利用 

MOOC和 SPOC等线上资源为课程思政供给了充沛的素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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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袤的平台，MOOC具备大规模，开放性和在线互动等特性，学

生可凭借 MOOC平台进修国内外著名高校的优质课程，触及多种

学术观念和思想，教师可选取部分与“语言学概论”课程有关并

具备大量思政要素的 MOOC课程举荐给学生，北京大学营造的

“语言学概论”MOOC课程，此课程不但包含了体系化的语言学

常识讲授，还融合了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社会等关联的细致剖

析，彰显了文化自信，社会责任等思政要素，学生借助进修这些

课程，可以扩展学问面，而且在不知不觉间接纳思想政治教育。

语言的文化功能，在线上环节当中，教师会在 SPOC平台分

享《汉字五千年》《诗词中国》这样一些文化纪录片片段，表现汉

语从诗词歌赋到生活俗语在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世界，传承价值观

念时具有的独特魅力，教师设置线上议论话题，比如“列出三个

你觉得最能体现汉语文化精髓的成语，阐述一下它们背后的历史

故事和文化寓意”，以引导学生深入探究汉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

在线下课堂中开展小组表现活动，每个小组选择汉语在某个

特定领域（比如传统艺术，中医，建筑等）的术语运用情况，剖

析这些术语怎样准确传递专业知识和文化理念，就像京剧行当中

“生旦净丑”名称背后所蕴含的角色文化定位，经由对比其他语言

在同类领域的表达差异，彰显汉语对于中国文化发展起到的不可

替代的作用，从而唤起学生捍卫和传承汉语文化的热情。

语言的心理功能，线上教学期间，教师会推送学术论文资

料，这些资料包含语言与心理认知联系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教

师以此引导学生思索汉语“意合”特征给文学创作，人际互动带

来的心理影响。教师可能会分享中国古典诗词用意象拼合来传达

复杂情感的情况，让学生到线上交流区去探讨诗人怎样借“意

合”唤起读者的共鸣，塑造独特的心理图像。

线下教学利用角色扮演游戏，模拟各种场景下汉语“意合”

表达产生的交流成果，以商务谈判场景为例，比较直白生硬的说

法和委婉“意合”式表达给双方心理感觉，合作意向造成的差

别，促使学生亲身感受汉语独有的心理作用，优化运用汉语执行

有效交流的水平，增进对民族语言心理智慧的认可感。

2.线下课堂活动设计 

小组议论属于有效的线下教学活动形式，可以助力学生间的

思想交流和合作学习，在“语言学概论”课程中，教师可围绕部

分包含思政元素的话题来组织学生展开小组议论，诸如“语言与

文化自信的联系”“网络语言对社会文化的作用”等等，在议论进

程中，学生需利用学到的语言学知识针对问题加以分析和议论，

并结合自身的生活经历及价值观表述看法，经由小组议论，学生

既能加深对语言学知识的领悟，又能在思想冲突中增进对思政内

涵的认知。 探讨“语言与文化自信的关系”的时候，学生可分享

自己在学习不同语言文化期间的体会，探讨怎样凭借语言传承并

弘扬本民族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教师在小组探讨里应起到引导

效果，恰当给出指导和评价，帮助学生整理思绪，引导学生从各

个角度考虑问题，塑造学生的批判思维和团队合作能力。

线上以多媒体动画形式鲜活体现各语言符号的生成进程，从

原始图画过渡到抽象字符，引领学生领会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的

缘由，在学习平台推出全球濒危语言案例集，譬如关于澳大利亚

部分原住民语言濒于失传的纪录片，安排学生在线上实施分组调

研，剖析语言多元性消失给当地文化生态，社群认同带来的损

害，并探究背后蕴含的社会经济因素。线下课堂请语言生态保护

志愿者前来现场分享，讲述自己深入偏远地区记录濒危语言，传

承语言文化的感人故事，联系课堂所学知识，教师引导学生绘制

简易的“语言生态地图”，标明周围知晓的方言，少数民族语言

分布状况，分析这些语言在地域文化，家族传承中的意义，从而

让学生把保护语言多元性从理论认识化为实际行动愿望，关注周

边的语言生态保护事宜。

3.线上线下互动融合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课程思政，关键在于完成线上线下教学

环节的有机对接，上课之前，教师可凭借线上平台布置预习任

务，让学生观看有关的教学录像，阅读扩展资料，掌握课程的大

致内容以及重难点，并且思索部分包含思政要素的疑问，以“语

言与社会”这一章节为例，教师可在 SPOC平台上传一段有关社

会语言现象的视频，让学生看完之后思考语言与社会的关联，以

及语言在社会发展中的功效，学生在预习期间碰到的难题，可以

利用线上平台提出问题，教师即时予以解答和引导，经过课前的

线上预习，学生对课程内容有了初步认识，为线下课堂教学构筑

了基础。

课上，教师能够依照线上预习状况展开有指向性的讲授和互

动，针对学生预习时频繁发生的问题，教师可以着重讲授；对学

生提出的部分有意义的看法和疑问，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展开深层

次的探讨和传达。并且，教师可以发挥线下课堂的长处，举办一

些操作性活动，是组合探讨，案例拆解，角色模拟等，使得学生

在操作过程中增进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改进思政教育成果，举

例来说，在讲述“语言与文化”之间的联系时，教师可以首先借

助线上平台表现一些不同国家和地域的语言文化图像和影片，让

学生在上课前对不同的语言文化具备一定的认知。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依靠混合式教学模式下“语言学概论”课程思政

的开展途径，得到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成果，经由深入剖析课程

思政的融合意义，确认了它在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加强社会责任

感，顺应新时代教育需求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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