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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全球化浪潮奔涌向前的时代大背景下，国际传播领域已然成为各国文化软实力比拼的关键阵地。提升国家的国际传

播力，对于增强文化软实力、塑造良好国家形象至关重要。大学生作为即将投身国际交流舞台的新兴力量，其外语能

力与国际传播力的培养成为教育领域关注的焦点。本文紧密围绕课程思政这一重要背景，深入且全面地探讨大学生外

语能力与国际传播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旨在为高校外语教育改革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为提升国家国际传播

能力贡献切实可行的实践指导，助力大学生更好地肩负起“讲述中国，影响世界”的时代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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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has become a key 

position for countries to compete for cultural soft power. Enhancing the country'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ower is crucial to enhancing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shaping a good national image. 

College students, as a new force about to join th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stage, the cultivation of their 

foreign language 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Closely around the important backgroun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paper deeply and comprehensively discusses the complex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 foreign language 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t aims to provide a soli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reform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improving the national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and help college students better 

shoulder the era task of "telling China and influencing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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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逐渐提升，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成为了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大学生作为国家未

来发展的中流砥柱，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外语能力与国际传播力直接关乎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塑造与文化传播成

效。与此同时，课程思政在高等教育中的全面推进，为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提供了新的契机。课程思政理念的融入，不仅有助于提升

学生的外语能力，更能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国家认同感，使其在国际传播中更好地代表中国、传播中国文化。因此，深入研究课程思

政背景下大学生外语能力与国际传播力的关系，无论是从理论完善还是现实需求的角度，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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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思政下大学生外语能力与国际传播力的关系

（一）外语能力是国际传播力的基础

大学生的外语能力一个多元复合的体系，涵盖了基础语言技

能，以及思维、跨文化交际和独立学习等高阶能力。扎实的外语

能力是大学生开展国际传播的先决条件。首先，语言知识与技能

使大学生能够精准表达自身观点与想法，将中国信息与文化以清

晰、流畅的外语形式传递给国际受众。其次，思维能力让大学生

在国际传播中筛选、分析信息，确保传播内容真实、可靠、有价

值。在信息爆炸时代，唯有具备批判性思维，才能辨别信息真伪

与优劣，传播积极、正面信息，提升国际传播质量。跨文化交际

能力助力大学生在国际传播中更好地与不同文化背景受众沟通互

动。独立学习能力同样关键，它促使大学生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和

技能，紧跟时代步伐，持续提升国际传播所需的综合素养，以

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传播环境，为提升中国国际传播力贡献力

量 [1]。

（二）国际传播实践促进大学生外语能力的提升

国际传播实践为大学生提供了运用外语的真实场景，有助于

他们在实践中不断提升外语能力。比如，在参与国际文化交流项

目、对外志愿服务等国际传播活动过程中，大学生需要运用外语

与不同国家的人士进行沟通和交流，这促使他们不断提高自身语

言表达的准确性和流利性。同时，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大

学生需要根据不同受众的反馈，调整传播内容和方式，从而锻炼

自己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文化传播能力。

此外，国际传播实践中的各种挑战和问题能够激发学生的思

维能力。面对多样化的传播情境和复杂的受众需求，学生需要运

用逻辑思维梳理信息、组织语言，运用创造性思维设计新颖有效

的传播策略，运用系统性思维把握传播全局，思考如何更好地传

播信息，提高传播效果。通过不断反思和总结实践经验，学生的

外语能力得到全面提升，进而为增强国际传播力奠定更坚实的基

础 [2]。

（三）课程思政助力大学生提升外语能力进而增强国际传

播力

课程思政在提升大学生外语能力和国际传播力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首先，课程思政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外语的内驱力和热

情。通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文化元素等融入外语教

学，不仅能够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也能够培养他

们运用外语宣传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的意识。

其次，课程思政能够丰富外语课程内容，拓展学生的知识视

野。教师可以结合时事热点、重大国际事件等，设计相关的外语

写作、演讲、辩论等实践环节，促使学生运用外语表达自己的观

点，增强其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此外，课程思政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

们在国际传播中能够以客观、公正、负责的态度传递信息，增强

国际传播的可信度和影响力。通过课程思政的教育，学生能够明

白自己作为国际传播主体的责任，积极传播正能量，为提升国家

国际传播力贡献力量 [3]。

二、课程思政融入大学生外语教育的重要意义

（一）推动外语教育范式的深度变革

课程思政的融入，为外语教育注入了全新活力与丰富内涵。

通过将思政元素巧妙嵌入外语教学内容，使原本单一的语言学习

变得多元且富有深度，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内驱力。更为关

键的是，思政教育引导学生以辩证思维看待语言与文化的共生关

系，促使学生从单纯的语言使用者转变为文化传播的使者，切实

提升了外语教育的实际效能，实现从知识传授到能力与素养培育

的跨越 [4]。

（二）助力培养全面发展的国际化人才

课程思政融入外语教育，可以引导学生筑牢正确的国家观、

民族观与文化观基石，让学生在精研外语知识与技能的同时，厚

植文化自信，将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沉热爱内化为责任感与使命

感。这种教育模式下，学生不再局限于语言工具的掌握，而是在

思想道德层面得以升华，人文素养维度得以拓展。学生将逐步成

长为具备全球视野，能以开放胸怀拥抱世界，又始终心系家国，

勇担社会责任的国际化人才，为未来在国际舞台上的纵横捭阖奠

定坚实基础。

（三）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供支撑

课程思政视域下的外语教育，专注于培育学生对本国文化的

深度理解与热爱，精心雕琢学生运用外语传播本国文化的精湛技

艺。当学生兼具扎实外语能力与强烈文化传播意识时，他们便如

同文化的火种，在国际交流的广袤天地间，积极传播中国声音，

生动展现中国魅力，有力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

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添砖加瓦 [5]。

三、以课程思政为导向，提升大学生外语能力与国际

传播力的策略

（一）优化课程设置，构建多元外语课程体系

高校需匠心打造以课程思政为导向，有机融合语言知识、跨

文化交际及文化传播等内容的外语课程体系。在基础外语课程

里，要大幅提升思政元素占比，将思想政治教育与语言教学深度

融合。比如在英语精读课上，精挑蕴含正能量与深厚文化内涵的

文章。像选取讲述中国传统匠人坚守技艺的文章，教师在解析词

汇、语法的同时，还可引导学生体悟其中传承与创新的价值观，

以及背后的传统文化底蕴，培养学生思想道德与文化素养，让学

生在提升语言能力时，领略中国文化魅力 [6]。

同时，开设专门的跨文化交际与文化传播课程。跨文化交际

课程中，系统讲授相关理论，如文化维度、跨文化沟通理论等，

并结合实际案例，如不同国家商务交流的文化冲突，让学生掌握

文化差异应对策略。文化传播课程则着重传授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技巧，依据不同国家受众特点选择传播内容，并通过模拟向国外

受众介绍中国文化活动，锻炼学生文化传播能力。

此外，设置系列选修课程以满足学生的多元需求。《中国文

化概论（外语版）》以英语授课，全面介绍中国历史、哲学等文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 055

化知识，为学生用外语传播中国文化打基础。《国际传播实务》

讲解国际传播流程、渠道选择与效果评估，提升学生实际操作能

力 [7]。

（二）创新教学方法，激发外语教学新活力

教学方法的创新是提升外语教学质量、激发教学新活力的核

心要素。教师可通过任务驱动教学法、情景教学法、多媒体辅助

教学等创新教学方法，有力推动课程思政与外语教学的融合，切

实提升大学生外语能力与国际传播力。

运用任务驱动教学法，设置国际传播任务，如制作“中国传

统文化魅力”外语海报或拍摄“中国发展成就”外语短视频等。

学生在完成任务过程中，需要挖掘思政内涵，收集资料、设计制

作，这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外语应用能力，更让他们深刻理解中国

文化与发展成就背后的精神力量，强化文化自信，提升文化传播

能力。

利用情景教学法，创设逼真的国际交流场景，让学生在模拟

场景中锻炼口语表达与跨文化交际能力。例如，模拟国际商务谈

判场景，学生分别饰演中外代表，就合作项目展开深入商讨。在

此过程中，学生不仅要运用外语进行专业交流，还需充分考虑文

化差异，尊重不同国家文化传统，展现中国的开放包容与合作共

赢理念。

同时，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为思政教育与外语学习提供多

样素材。如选取《美丽中国》这类展现中国大好河山与生态文明

建设成果的纪录片，引导学生领略中国文化魅力。观看结束后，

可以《美丽中国》为主题，让学生用外语撰写介绍中国自然之

美、文化传承的文章，或是分析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的报告，

在此过程中，学生为准确传达相关理念，会主动学习和运用专业

外语词汇，如生态多样性、可持续发展等，从而锻炼外语写作与

表达能力 [8]。

（三）搭建丰富实践平台，锻炼学生实践能力

高校可为学生搭建多样化的国际传播实践平台，让学生在实

践中锻炼外语能力和国际传播力。组织学生参加国际文化交流活

动，如中外学生文化交流节、国际志愿者服务项目等，让学生有

机会与国外人士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传播中国文化。鼓励学生参

与国际传播相关的竞赛，如外语演讲比赛、国际传播创意大赛

等，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竞争意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此

外，支持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特别是与国际传播相关的课

题研究，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此外，还可利用

新媒体平台，引导学生开展自主国际传播实践。例如，鼓励学生

创建个人的外语自媒体账号，发布介绍中国文化、社会发展等方

面的内容，通过新媒体平台扩大中国文化的传播范围 [9]。

（四）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师综合素养

教师是课程思政和外语教学的实施者，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至

关重要。高校应加强对英语教师的思政培训，提高教师的思想政

治素养和课程思政教学能力。通过组织教师参加思政教育培训课

程、学术研讨会、师德师风建设活动等，使教师深刻理解课程思

政的内涵和意义，掌握将思政元素融入外语教学的方法和技巧。

鼓励教师开展课程思政教学研究和实践探索，分享教学经验

和成果。建立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为教师提供教学咨询、教学评

价、教学资源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同时，

引进具有国际传播经验和跨文化背景的人才充实师资队伍，为学

生带来前沿的国际传播理念和实践经验 [10]。

四、结束语

在课程思政的大背景下，大学生外语能力与国际传播力呈现

出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的关系。以课程思政为引领，优化课程设

置、创新教学方法、搭建实践平台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是全面

提升大学生外语能力与国际传播力的有效途径。高校应当充分认

识到课程思政在大学生外语教育中的关键作用，积极探索课程思

政与外语教学的深度融合，致力于培养具备扎实外语能力、深厚

文化自信以及卓越国际传播力的高素质人才。通过大学生的积极

参与和有效传播，更好地“讲述中国，影响世界”，提升国家文

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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