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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综述 

2020 年 2月 9 日，日本舞鹤市医疗支援物资抵达大连机场，包装箱上唐代

诗人王昌龄的两行诗“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在曝光之后，引发无

数热议，而在此之前，日本援助物资上引用的中国传统诗词，如“山川异域，风

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辽河雪融，富山花开；同气连枝，共盼春来”

等，也是在网络上迅速传播，掀起无数讨论。 

友人义举，所传达的是面对病毒共同携手捍卫人类生存领地的暖意。这些诗

句更是让我们看到人类共通的情感表达，哪怕是千年之前的句子，不同国度的人、

不同时代的人都能与之共鸣，美好的事物自有它的韧性与穿透力。 

古诗词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瑰宝，也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精髓。它既是诗人内

心的无尽诉说，也是各个朝代繁华与兴衰的写照；它是我们牙牙学语的呢喃，更

是中国人精神的寄托与情怀。 

新时代的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世界范围内的中国话语权日益增强，国

际社会及民众对于中国的关注热度快速提升。为了更好地向世人展示中国形象，

传递中国声音，高校学生作为服务国家和社会的人才，应该承担将中华传统文化

独特性和内涵向外传播任务。 

高职英语课程作为一门受众面广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如何在课程教学中融

入思想政治教育，承担“课程思政”的任务，让学生在了解西方文化的同时深谙

中国国情，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坚定文化自信，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是英语教学中值得探索的新命题。 

然而，目前高职英语教学主要存在下列问题： 

第一、人文性教育目标弱化。英语教学中注重语言的听、说、读、写技能的

训练，但是对于语言教学所承载的人文性教育内容，如人格品质、价值观引领、

职业素养、道德理想等元素，还存在挖掘不够深入、缺乏实效的问题。 

第二、中国文化失语。英语教学内容和体系中，文化的单向流动倾向比较突

出，注重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如西方的节日、社会生活等，这导致学习者在学习

的过程中单向地沉浸在西方文化，无法做到主动、对等而有效的文化自觉，进而

影响对本国文化的认同。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在本案例的教学过程中进行了系列尝试。 



一、挖掘英语教材中的思政元素 

针对教材中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内容，选择了唐诗外宣的泛读材料做为

重点学习内容，因为它既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也是中华民族专属的表达体系，

更培养了我们的民族情感。对唐诗外宣资料深入学习，可以使学生更深入地了解

中国文化，从而增强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形成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意识，培养跨文

化交际能力和思辨能力。 

二、重视人文素养的培养 

本案例教学过程中我们秉持不仅要传授语言知识、训练语言技能，更为重要

的是，要让学生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汲取充盈的人文精气，滋养自己的精神家园。

将诗作放到特定的时代、诗人特定人生经历中，去理解和感悟，从而更好地将唐

诗的音美、形美、意美传播给国际友人。 

三、改进教学方法 

疫情期间，我们采用直播教学，注重学生课前——课中——课后贯穿学习以

及知识的连续性。本案例的教学过程中，应用直播平台、课程资源平台、手机 APP 

等，将思政内容生动地引入英语课堂。一方面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活跃课堂，另

一方面促进高职英语思政课程教学模式向教育信息化纵深处发展，充分发挥学生

以及教师信息化能力的优势，助力形成“互联网 + 高职英语课程思政”的有效

机制。 

 

二、案例解析 

1. 思路与理念 

本案例选自高职公共英语课《英语 2》，采用教材为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9

年出版的《多维英语——高职高专综合英语实践教程 2》，教学内容为第一单元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泛读课文 Chinese Poetry -- Tang 

Poetry and Poets(中国诗词——唐诗与诗人)。课文介绍了唐诗的历史地位与文化

成就，联系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的社会背景，对四个时期的知名诗人及代表

作进行了介绍。 

    唐诗做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如何让学生们重燃对唐诗的兴趣、树立文

化自豪感，读懂唐诗的外宣介绍，积累相关词汇，并尝试将唐诗特有的魅力传递



给外国友人，这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疫情期间，公共课《英语 2》采用直播教学的方式开展，利用超星平台搭建

课程资源库，做为课程学习资源提供、作业提交、答疑互动等的渠道。全新的教

学方式面临如下挑战： 

（1）学生参与问题：本课程使用益课堂直播教学平台，教师不能主动发起

学生连麦答题，不能监控学生学习界面，故引发学生学习兴趣、保持持续的关注

度、增加课程粘度是最大的挑战。 

（2）诗词积累问题：我校未开设《大学语文》课程，高职学生文学功底薄

弱，虽然对唐诗名家名篇有所了解，但缺乏对时代、对诗人的了解，自然也就少

了一份热爱、一份滋养。公共英语课程做为人文类课程，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

让学生爱上那一个个鲜活的个性的诗人，如何让他们愿意读诗、爱上读诗，让诗

作丰盈他们心灵，这是我们需要寻找的路径。 

（3）语言表达问题：要读懂唐诗的外宣材料、学习相关的词汇，并传承和

对外传播唐诗文化，学生们的英语基础成了一个必须跨越的障碍。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遵循舒曼的二语习得文化迁移模式，认为学习者在语

言学习过程中受社会和心理上同本族语者之间的距离影响，设计了以学生背景知

识为切入点，引发兴趣与共鸣，然后进行语言输入学习与语言输出练习的教学理

念。 

2. 设计与实施 

本次课为 2学时，围绕着唐诗外宣资料的学习，安排了如下五个教学环节1： 

 

                                                             
1 课程采用益课堂平台进行直播教学，考虑到英语学习的特点，为鼓励学生进行英语

口头表达，直播授课过程中教师全程开启连麦功能。 



环节一：百家争鸣选最爱 

首先，教师组织学生在益课堂的聊天区对“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各个译

文进行评价，然后利用问卷功能，组织大家对自己心目中的最佳英文翻译版本进

行投票，让学生对诗歌翻译有感性认识，并思考翻译的标准。教师小结翻译标准

“信、达、切”，从而为学习课文中相关唐诗的英文译本做准备。 

 

环节二：纵说纷纭讲时代 

诗人和诗作只有放在时代的背景下去看才会鲜活生动。通过益课堂的聊天区，

教师先邀请学生聊聊那个时代，为理解诗人和诗作做铺垫，然后整合学生们的讨

论，梳理唐朝四个阶段的社会状况，便于学生理解课文中用英文表达的各个历史

事件和社会状况，最后再讲解课文中相关段落。 

 

环节三：七嘴八舌说诗人 

在益课堂发布答题卡，了解学生对唐朝诗人的了解情况；老师进行梳理，通



过共享屏幕，让学生们通过四格漫画了解一些诗人的生平故事，并讲解课文相关

段落。 

 

 

环节四：海阔天空聊诗作 

在聊天区请大家说出自己喜欢的唐诗，老师诵读唐诗名篇英文版，鼓励学生

连麦，背诵中文版，然后讲解课文相关段落。 

 



环节五：当仁不让诵经典 

使用益课堂多媒体功能，播放知名电台主持人诵读的英文版《忆江南》，然

后在超星平台上布置作业，请学生课后诵读英文版唐诗，并自主选择是否将语音

上传至平台提交。 

 

 

3. 实效与经验 

首先，在进行高职高专公共英语课程思政研究的过程中，本课程团队成员编

写并正式出版了教材《多维英语——高职高专综合英语实验教程》。该教材分为

一、二两册，将人格品质、价值观引领、职业素养、道德理想等元素有机融入语

言学习中。 

我们将中国功夫、生肖文化、唐代诗歌等人文性教育内容融入到语言学习，

强化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加强民族文化自信；用理智网购、规范网络行为

的方法去引导网络时代的原住民；提倡用垃圾分类、节能减排等生活方式善待自

然；介绍阿里集团、科大讯飞、华为通信、柔宇科技等企业，点燃学生创新创业

激情；学习“一带一路”倡议，了解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的核心理念；人工智能、太空探索的学习，鼓励学生放眼未来、勇于探索，激发

学生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通过课程学习，希望学生堂堂正正做好中国人、实事

求是讲好中国故事。 

具体到本案例的教学中，我们针对本次唐诗外宣的学习进行了调查，共发出



问卷 220 份，收回有效问卷 215份。 

    

   

 

在作业为选做的前提下，绝大多数学生能主动上超星学习通平台，提交诵读

英文版经典唐诗的作业，选做作业的学生达到 87%,教师认真倾听了每一份经典

诵读作业，从英语语音语调、情感表现力等方面，为每一位提交了作业的学生做

了针对性指导。 

做为《英语 2》的第一单元课程，本次课较好的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在课

程教学为全直播课，超星平台仅提供学习资料和提交作业使用的情况下，班级平

均学生数约 45人，前 3周的课程学习班级平均访问量达到 900人次。 

 

三、案例反思  



1.创新之处  

（1）采用二语习得文化迁移模式，搭建文化桥梁，注重人文素养培养 

美国社会学家 G.R.Tucker和 W.E.Lambet认为外语教学中只教语言不教文化

会使学生失去兴趣，相反，帮助学生在学习语言时提高对文化的敏感性，则能够

激发他们发自内心的动力。 

首先，它让学生们深入地了解了唐诗创作的时代背景和代表诗人的个人经历，

重新点燃了对唐诗的兴趣；其次，在欣赏唐诗的过程中，心灵得到滋养，为汉语

的表现力所叹服，树立传统文化的自豪感；第三，读唐诗的外宣介绍资料，积累

相关词汇，诵读英文版中国经典诗词，积累跨文化传播中华经典的能力。 

（2）形成“互联网 + 高职英语课程思政”的有效机制 

充分利用直播平台功能和自建的课程资源库，丰富教学资源、采用多种教学

手段，实现师生实时双向沟通。 

2.下一步改进措施 

直播授课过程中，我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有待改善： 

1、益课堂直播平台连麦功能手机端不能使用，老师不能主动向学生发起连

麦，不便老师掌握学生实时学习情况，建议平台进行优化。 

2、学生存在害怕开口说英语的心理，更多地使用聊天区与教师互动，主动

连麦少，需要提升学生口语表达的信心。 

3、直播时长有限与课程任务繁重之间的矛盾，很多讨论意犹未尽，可利用

超星的讨论功能为补充。 

越是传统的，就越是国际的，让我们根植传统，盛放国际。 

鲁迅说：“穿掘着灵魂的深处，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

得伤和养伤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 

苦难是一个民族辉煌背后的血泪沧桑，正如习主席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所言：“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

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

奋起。” 

There is only one heroism in the world: to see the world as it is and to love it. 

                                                     ——Romain Roll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