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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基础法语 III》课程思政美育浸润新路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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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新时代高等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指导下，在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的引领

下，外语课程如何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是职业外语教学改革中值得深思的问题。本文以

《基础法语 III》课程为例，探索将思政教育与美育深度融合的创新路径，旨在通过语言教学传递人文精神、文化自信和

美学素养，实现“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教学目标。[1]

                 本研究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审美教育理论，结合职业法语学科的特点，以浸润作为美育教学的目标和途径，通过

“语言—文化—思想”三位一体的浸润式教学模式，将美育融入教育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中，引导学生从语言学习中

感知法兰西文化的审美特质，同时通过中西文化对比，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激发学生的审美体验与批判

性思维。在评价体系中，将价值观塑造与美学感知纳入考核维度，通过不同的课后实践活动，考察学生的文化表达与

思想深度，提高学生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2]

关  键  词  ：   课程思政；美育；文化浸润；跨文化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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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Guided by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talent with mor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the "Notice on the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chool Aesthetic Education Infiltration 

Action"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t is a question worthy of deep consideration in the reform 

of vocational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how to achieve an organic unity of knowledge imparting, 

ability cultivation, and value guidance in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Taking the "Basic French III" 

course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explores an innovative path that deeply integrat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aesthetic education, aiming to convey humanistic spirit,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aesthetic literacy through language teaching, and achieve the teaching goal of "educating people with 

aesthetics and enriching them with culture." [1] 

        Based on construct ivist learning theory and aesthet ic education theory,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ocational French disciplines, this study takes infiltration as the goal and pathway 

of aesthetic education teaching. Through the trinity infiltration teaching model of "language-culture-

thought", aesthetic education is integrated into every aspect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guiding students to perceive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French culture from language learning. 

Simultaneously,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it deepens their identification 

with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stimulates students'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critical thinking. 

In the evaluation system, shaping values and aesthetic perception are included in the assessment 

dimensions. Through various after-class practical activities, students' cultural expression and depth of 

thought are examined, and their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are 

improv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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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

《基础法语 III》是应用法语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属于专业

必修课，课程在传授语言知识的同时，注重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

和审美能力，激发学生的审美体验与批判性思维，加强学生在跨

文化交际中的语言会话能力，为进一步提高法语水平和学习相关

专业法语打下牢固的语言基础。[8]

（一）课程思政育人目标

在法语教学过程中，实施“思政导入”，把语言知识的传授、

语言技能的训练和交际需要、语言情景密切结合在起来，把跨文

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贯穿于语言教学的全过程，注重将思政教育、

爱国精神、家国情怀、时代精神浸润课程，将知识传递与价值引

领相结合，通过语言教学传递人文精神、文化自信和美学素养，

提高增强学生对中华文化价值观的认同和文化自信，陶冶情操、

温润心灵、激发创新创造能力，始终贯彻“价值引领、知识传

授、能力培养、国际视野”的育人目标。[9]

（二）思政课程设计

课程思政总体设计思路（如图 1 所示）：立足于专业人才培

养目标和课程大纲，在对课程整体设计的基础上，根据知识点深

挖课程思政元素与美育教育元素，搜集思政与美育的教学素材，

通过线上线下的情景模拟，实施教学并不断完善。[10]

课程思政以“线上线下 +显性隐性 +课前课中课后”多渠道

创新思政教学模式，打破课堂、教学内容、文化界限、从课内到

课外，以学生为主体，通过法语诗歌、戏剧、电影、展会等多种

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思潮交织的背景之下，中国高等教育也面临着转型，尤其是对高职高专的教育探索。[3]

2020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作为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指导性文件，《纲

要》中强调了专业课程教学是课程思政最主要的依托，明确指出外语课程需要“在深化国际理解中坚定文化自信，在跨文化比较中厚植

家国情怀”。[4]这对法语教学赋予了新的价值内涵，也为高职院校课程思政研究指明了方向。

2024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提出以美育浸润学生，全面提升学生文化理解、审美感知，丰富学

生的精神文化生活。[5]

（二）研究问题

法语语言作为法国文化、艺术、文学、哲学等方面的重要语言载体，本身已具备美育的基因。在“学科美育”的概念下，研究如何

通过专业课程渗透审美教育的同时，结合课程思政的需求，探索价值浸润的模式，积极践行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三全育

人、立德树人，为党为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技能法语商务人才的课程设计理念，引导学生形成自身的文化品格

和人文修养，同时增强对中华文化价值观的认同和文化自信。[6]

（三）研究目标与创新点

此次研究以课程《基础法语 III》为切入点，授课围绕高职二年级学生展开，以构建全方位一体化的课程育人体系为目标，将社会所

提倡的“价值导向”切实转化为内在的“价值取向”，以学生为中心，以产出为导向，基于 OBE（Outcome-Based Education）为教育

理念，使用 BOPPPS这一结构化的教学框架，通过有序的教学环节，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加强知识内化，达成“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的教学目标，形成以“价值塑造坚持科学精神、知识传授浸润文化传统、能力培养锤炼责任担当、时代精神诠释家国情怀、道德修养塑

造进取品格，艺术格调升华情操美感”的六维一体法语课程思政育人模式和特色。[7]

艺术形式，将美育与语言艺术结合，引导学生对比中法价值观，

增强文化自信与社会责任感，提升学生的跨文化审美能力。在

“科学精神、时代精神、道德修养、文化自信、家国情怀、艺术

格调”六个方面导入“价值引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国际视

野”的育人目标。

（三）教学方法探索及实施路径

课程思政建设贯彻“全过程育人”理念，按照 BOPPPS的教

>图1  课程思政总体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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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框架实施教学，将育人贯穿教学“课前、课中、课后”的全过

程。对课程教学内容、过程方法、育人案例成果等进行梳理与总

结。[11]

1.课程思政资源法：精选思政元素，深挖美育资源

按照课程教学内容搜集思政素材，将课程思政润物细无声地

巧妙融合于课堂教学，以达到课程思政育人的目的。从法语语言

教学的内容中挖掘并融入美育内涵和思政元素，根据课堂教学效

果反馈，整合教学内容和过程中有助于价值观树立的思政元素，

形成思政资源素材库。[12]

2.显性引导法：实施课程思政的显性引导与交流

以情境教学为主线，挖掘课程教学中蕴含的爱国精神、时代

精神，文化自信贯穿育人过程，美育元素承载育人功能。[13]

3.隐性融入法：构建融“情景模拟、项目串联、任务进阶”

的内容结构 +“科学精神、家国情怀、文化自信、时代精神、道

德修养、艺术格调”的思政体系为一体的课程育人模式，将美育

元素润物细无声的“进专业、融课程”。

4.信息技术法：运用“互联网 +”教学开展线上思政开展互联

网 +教学，进行课程线上平台学习资料中思政元素与美育题材的

挖掘。

5.社会服务教学法：实践检验思政成效

课程思政教学的翻转课堂，在参与的社会服务中，注重学生

品德素质的培养。通过任务驱动，参与国际展览与展会，培养学

生求实创新、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民族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

检验学生的思政成效。[14]

二、教学实施

课程思政建设贯彻“全过程育人”理念，按照课程教学的实

施过程，将育人贯穿课堂教学“课前、课中、课后”的全过程。

（一）课前——线上预演

1.搜集思政教育素材、探索教学切入点

根据教学内容按每一课程章节找出思政教育的切入点，分别

从“科学精神、时代精神、道德修养、文化自信、家国情怀、艺

术格调”这个六个方面展开，按照不同的思政目标，搜集与教学

内容相对应的思政素材和美育素材。

围绕“课程内容体系结构”实时动态更新教学内容，发挥思

政引领时效性。选取《基础法语 III》课程中教材《新大学法语2》

（第三版）第十单元为例：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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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素材整合，以“互联网 +”赋能文化比较

围绕每单元的教学内容，从“科学精神、时代精神、道德修

养、文化自信、家国情怀、艺术格调”六个维度，结合当代大学

生喜闻乐见的“互联网 +”媒介形式（如短视频、播客、虚拟展

览等），打造沉浸式、互动化的思政素材，引导学生在跨文化对

比中增强文化认同，拓展国际视野。[15]

（二）课中——教学实施

1.课程知识点教授，引导思政教学内容

在课程内容的教学实施过程中，除了课程大纲规划的法语语

言知识，课程本身所展示的文化内容就是思政教学的切入口。

课程以线下教授为主，从课程所展示的文化内容，应用多种

形式丰富课题，借助多媒体素材流畅地过渡到思政教学内容，

以润物细无声的隐形方式开启思政教育，达到“以文化人”的

目标。

2.引导学生就思政内容进行互动

思政内容不仅仅是一个单向输出的过程，更是一个互动启发

的过程。此过程中，引导学生通过对比和类比的方式，从不同角

度来比较教学内容和思政素材，从而得到思想上的启发。

以《成功的建筑师》这一单元为例，教学设计的思政素材为

贝聿铭、赵无极与林风眠这三位艺术大师以及他们的法国情缘。

通过贝聿铭（卢浮宫金字塔、苏州博物馆）、赵无极（抽象

绘画）、林风眠（中西融合绘画）的作品分析，引导学生欣赏建

筑与绘画中的形式美、文化融合美。对比贝聿铭作品中的几何线

条与东方园林意境，解析赵无极油画中的中国水墨笔触与西方抽

象表现主义，提升学生跨文化审美能力，理解 "美 "的多元表达，

达到艺术鉴赏与审美能力培养。

理解三位艺术家均以中国传统艺术为根基，创新性融合西方

现代艺术。贝聿铭用现代材料诠释苏州园林的 "借景 "理念，林

风眠将京剧人物与立体主义结合，激发学生对中华传统美学的自

信，同时鼓励创新性转化。

讲述艺术家通过作品传递的人文关怀（如贝聿铭关注公共空间

的人性化设计），以苏州博物馆 "以人为本 "的参观动线设计为例，

引导学生思考艺术如何服务社会，培养 "以美育人 "的责任感。

了解艺术家在海外传播中国美学的经历（如赵无极在法国的

成功），探讨文化对话的积极意义，培养学生开放包容的文化观，

理解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

在思政与美育的融合点上，家国情怀可以通过艺术家们在国

际舞台展现的中国智慧来体现民族自豪感。艺术格调可以从他们

的作品中的高雅品位与严谨专业精神引导学生追求卓越品质。通

过这一单元的学习，学生不仅能增强文化认同，还能在美学体验

中潜移默化地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3.鼓励学生自主搜集符合课题的思政内容

思政育人同时也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只有让学生主动搜

集符合教学内容的思政素材，结合现有的教学内容，用学到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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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语言知识来分享介绍其搜集的思政素材，循序渐进提高学生的

参与度，从而到达教学内容与思政元素的统一与协调，应用所学

知识的同时提升思想的高度。

（三）课后——实习实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对于教学内容和思政觉悟

也不能局限于课堂，更需要走出课堂，融入社会，在社会生活实

践中来检验和发展应用理论知识，不拘于课本内容，根据不同的

场景和实际情况，灵活应用法语语言知识，并通过实践中提高思

政觉悟。

1.鼓励参加法语活动

每年3月是全球的法语月，作为法语专业学生更是一个难得的

融入学科内容，发展专业素养的好时机。在法语月期间，动员学

生积极参与各大法语国家使领馆组织的。通过与不同机构的工作

人员，不同国籍的友人，不同学校的参与者，进行深入的法语交

流。不仅是对本身专业素养的考验，也是对沟通能力的培养，通

过不同文化的思想碰撞，进而达到“以文化人”的思政育人的诉

求，成为新一代有大国情怀又兼具文化自信的时代青年。

2.以美育人为目标，感悟艺术展览

法语教学课程中，虽有文化价值的引导，但美育资源依旧挖

掘不足。纸上得来终觉浅，积极引导和鼓励学生走进艺术展览，

沉浸到颜色和线条的艺术氛围中，提升审美素养，陶冶情操，温

润心灵。

如何将思政和美育自然融入语言教学，而不仅仅是附加内

容？重点在于艺术展览的选择。

组织学生参观《大道无极 —— 赵无极百年回顾特展》，赵

无极是现代艺术史天空中的一颗绚烂星辰，其个人史与中国近代

史和世界美术史互相交织，更是中国美院学术谱系中的一座历史

丰碑。他早年在法国留学，他的艺术贯通了东西两大文明传统，

他是中国古典和西方现代的文化摆渡者，创造出现代主义的东方

风格，让中华文明的根源性精神在现代艺术土壤中结出硕果。赵

无极从远赴巴黎后学习的西方油画画法，到重拾水墨画，通过油

彩流动的韵律，融入东方意蕴。在他的创造中，可以体会西方与

东方，力量与静观紧密融合。从美育的角度出发，根据画作的创

造时间线，引导学生根据不同阶段的画风与构图，欣赏其艺术价

值，培养其审美能力。另一方面，从思政育人的角度出发，培养

学生通过东西方艺术碰撞，建立文化自信及家国情怀。

通过参观《中国式风景——林风眠吴冠中艺术大展》，除了

了解艺术范畴本身，发动学生主动搜索查询二十世纪30、40年

代那批前往法国的艺术家。了解他们这些年轻的艺术家如何在艰

苦的条件下，学习法语掌握技能，接受先进思想的碰撞，而迸发

出闪耀的时代火花，又将火花带回中国创造出属于自己国家的光

与热。整个自主探索过程中，对掀起艺术巨浪的前辈们的艰苦学

习之路感同身受，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强化自身的爱国精

神，以后浪的勇气，追逐前浪的步伐，书写新时代青年自己的历

史，成为中国新的浪潮，真正做到“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思

政高度。

三、研究结果

（一）教学成效分析

1.学业成绩提升

随着学生融入课堂的参与度提高，对教育内容本身的掌握有

了更明显的深入，学习热情的提高转化为了最终成绩的提高。

2.思想认知转变

通过中法文化艺术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对比学习，秉承以美育

人以文化人的目标，增强了文化自信，学生普遍通过法语学习重

新审视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提

升文化自信。

3.实践能力拓展

通过完成教学内容，结合线上线下的多种方式，显著提高了

学生实践运用能力。并在符合思政框架的美育实践体验后，学生

都会积极主动讨论跨文化审美内容，并尝试在实习等场景中用法

语来讲述中国故事。

（二）课程思政与美育融合的路径验证讨论

1.理论成果

研究验证了“科学精神、时代精神、道德修养、文化自信、

家国情怀、艺术格调”六个思政维度与语言教学的兼容性，体现

了“六维一体”的思政育人模式的有效性。

艺术展览等实地教学则表明，审美体验可以强化文化认同，

从不同的文化出发最终反观自身文化，这也是美育的隐性浸润机

制的意义。

2.实践启示

通过教学实践和反馈，对运用的方法论提出优化和探索。教

学内容与思政素材的显隐结合，将显性引导与隐性融入动态平

衡。拓展线上思政资源库（含短视频、互动问卷）的建立，提升

学生自主学习效率。在“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教学设计下，不

局限于艺术实践和美文赏析，可联合艺术史、社会学等专业教师

共同开发模块化思政案例，跨学科联动，增强教学深度。

3.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此次的研究与探讨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客观来说研究中的

不足，存在样本量小、时间跨度短等有待优化的方面。本次研究

和实践涉及高职院校应用法语大二学生，从学生总量来讲，存在

样板量不足的问题。涉及的学生人数，不足以形成足够的样板

量。另外学生的性格、喜好、心理状态等都会影响到研究的结

果。另一方面，从时间跨度上来讲，经历一学期的课程，思政素

材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如何挑选和调整还需要根据学生的不同，

社会环境的变化而需要不断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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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外语教育已超越单纯

的语言技能培养，转向“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提升”的协

同发展。此次研究以《基础法语 III》课程为例，探索“思政 +

美育”的浸润式教学路径，通过“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实现法

语课程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研究发现，法语教学中的文化比较

（如中法建筑、绘画、体育精神等）可成为美育与思政教育的天

然载体。通过海外华人的艺术成就，引导学生感受中华美学的国

际表达，增强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借助法国社会文化镜像（如

奥运精神、公共艺术），启发学生反观中国新时代的文化创新，

培养家国情怀。课程创新采用“互联网 +”思政模式，使美育从

“单向灌输”变为“多维互动”，契合 Z世代学习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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