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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聽說課程技能性、文學性、
思政性的契合與實現路徑

李良嘉

吉首大學外國語學院

摘　 要：英語聽說課程是培養英語專業人才的骨幹技能課程。 專業課程學習中，西方文化對於學

生的文化觀念會造成一定的影響；有必要在聽說課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發揮其育人功能，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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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聽偏信。 批判性多視角的引入幫助學生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英語聽說課程，

作為文化的載體，承載著人的思想理念、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等；技能性、文學性、思政不應是孤

立分開的，教學應該努力實現三者的有機結合。 其多維課程目標和路徑的實現和契合，在新媒體

環境下，與雙向的國際文化互動、顯隱性思政教學、實戰檢驗性課堂、文學性視聽材料的平衡性輸

入輸出等有關。

關鍵词：國際文化傳播；英語聽說課程；思政；技能訓練

基金項目：本文為湖南省教育廳一般項目系列成果“武陵山區的英語專業教學和慕課化實踐———

口譯法英語聽記實訓教學模式”，立項編號 １８Ｃ０５６４。

引言

課程思政是英語專業課程建設、教育教學的有機組成部分。 賦予了專業課程引領人文價值的重任，為

新時代國際化綜合人才培養，提供了正確的導向。 高校英語課程是人文性和工具性的辯證統一：不僅要教

授學生英語語言基礎知識，培養和提高學生基本語言能力；更應該以人為本，注重人文綜合素質的培養和全

面發展。 學生通過英語類技能課程的學習，掌握、運用語言交際工具，同時提升人文素養，強化信念擔當。

實現全面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的“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 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

民族強。 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一、 聽說課程思政必要性與顯性、隱性思政

外語專業的大學生身處多元文化碰撞和變革的前沿，豐富的世界文本提供了更多的“他者”話語體系；

飽含西方價值觀的英美文化也充滿著與東方文明古國不同的知識體系、話語體系、價值體系：個人主義、物

質主義、演講辯論的議會政治等。 外語專業課程思政的一個初心，應該就是拿來主義，學習借鑒的同時又不

能喪失民族立場，因此批判性借鑒學習很重要。 英語聽說課程思政，關乎民族地區高校英語教育培養什麼

接班人。 長遠來看，是維護民族地區社會穩定、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需要。 外語教學中強調“多維目標”，即

課堂教學要達成三個目標維度：情感態度和價值觀、過程和方法、知識與技能；或者是基於其上的衍生複合

體。 這三個目標很難用孤立的方法或者手段來實現，但幾個蘊藏其中的基本原則卻是必需：多元互觀（批判

性），過程中的顯隱性思政（潜移默化），和實踐、實戰技能培養（检验性）。

（一） 本土與他者互觀（批判性）

高校英語聽說課程是培養英語人才的重要途徑。 在專業課程學習過程中，西方文化對於學生的文化觀

念會造成一定的影響，有必要在英語課程教學過程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發揮其育人功能的需要，以批判的

視角幫助學生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其本質也是情感態度和價值觀的多元化塑造。 作為文

化的載體，也有人文性，承載著人的思想理念、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等。 其工具性和人文性不是孤立分開

的，教學應該努力實現兩者的有機結合。 顯性的思政教育和隱形的潛移默化的思政教育，都是必要的，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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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更加值得思考。 習總書記關於人類共同命運體、民族文化的共同精神家園的論述，其實清楚的指明了這

一點，批判性借鑒人類共有物質精神文明，才能實現多元化的百花齊放和百家爭鳴。

（二） 顯、隱性思政與英語聽說課程

新時代思政課要堅持理直氣壯地進行公開、直接的顯性思政。 總書記的重要論述揭示了思想政治理論

課教育教學的客觀規律，是辦好新時代思政課的基本遵循。 顯性思政需要教師重新認識、梳理、發掘英語課

程內容；根據教學的內容，因時、因地、因材地將思政元素有機融入到實踐教學之中。 比如加入總理新聞發

佈會中的中英文交替接續翻譯，不僅可以得到口語口譯的標準答案，也可以收穫中國領導人的權威聲音與

嚴正態度。 中英文雙語紀錄片材料的互相比較，用最簡單和直白的對比來獲得英語聽說課程的工具性，同

時也收穫紀錄片的人文性與社會科學的實驗精神。 通過有具體價值觀靶向的學習材料，將英語語言的實用

功能，語言基礎知識和翻譯實戰技能，在實實在在明明白白的文化與價值觀對比（學習實踐）中，收穫語言技

能也收穫直觀的思政進步。

思政課的隱性教育：英語聽說課程思政不是要把思政課的內容簡單照搬到其他課程中，不是專業課的

“思政化”，生搬硬套往往照貓畫虎四不像。 鑒於聽說課的技能性，直接的思政，極其容易被貼上說教和口號

標籤。 英語專業的隱形思政更多要從具備人文性深度的材料入手，從文學性角度出發，文學文本的多義性

以及修辭中的隱喻，都是英語課程隱形思政的良好場域。 聽說課程裏面的演講（修辞）和辯論（口语思辨），

以及聽力材料中的文學性較強的歷史遺產片或者是大學公開課系列，都是很好的批判性學習的工具和思政

二次再造的好材料。 隱形思政的好處就在於，它提供了新鮮和直觀的原材料，也提供了可以批判性學習的

思維訓練契機。 真理如果不是越辯越明的話，那一定是偏聽偏信。 思考辯論不僅僅是技能層面的訓練，結

合文學性思想性強的材料，更能實現思維與三觀的綜合提升。

二、 課程多維度目標下的契合與新媒體演化助力

思政教學的具體實現路徑，並不是喊口號和舉胳膊就可以實現。 聽說課程教學的實踐路徑依賴：課程

思政的課程設計理念、課程思政的教育理念，教材改進和演化、以及教學素材的思政化和教學環節過程的潛

移默化。 新媒體環境下，聽說課程正面臨重生和再造的挑戰。

隨著學科核心素養的引入，教師的教學理念逐步發生了改變：不斷（终生）學習、實踐教學、核心素養、全

方位育人等觀念深入人心，學科思政教育的地位也隨之凸顯。 英語聽說課程的教學目標越發顯得多維：語

言技能工具性、口譯聽記培養目標、情感目標等都是重點。 網路化智能化學習在英語教育領域，有充分的技

術優勢：英語自主學習、課堂教育能夠從局限的課堂延伸到課外，使其在時空上更加自由化。 傳統課堂內顯

性的、可控的英語專業技能更多的被凸顯，而背後的文學性、思想性目標，就成為問題的另一面———在缺乏

傳統教育面授心傳的時候，過度智能機器化的弊端，使得思政和人文修養以及文學性可能會成為教育的缺

失薄弱的一環。

（一） 新媒体引发：教学教材革命与需要与时俱进思政的契合

常態課程思政與應時應急課程思政的契合①，是一個可以辯證統一的問題。 一方面思政的內容有賴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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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性，意思就是一些長遠恒久的價值不會輕易變更；另一方面則是，思政有與時俱進的變革需要。 聽說材

料的時效性和新媒體傳播形式的變革，是其與時俱進最直接、直白的原因。 外語專業的教學內容通常有兩

個特徵：一個是以教材為主，紙質媒體，因為出版印刷周轉期長和改版困難，通常有“過去時”的特徵；綜英、

高英教材甚至有幾十年不變的情況。 而校外機構往往是不斷革新教材，並不時往培訓教材裏面投入成功學

和人生心靈雞湯的私貨，以便包裝出時髦和先進的味道；逐利的本性也促使它們，若有若無的在這些方面進

行思政（洗脑）。 另一方面，先鋒的外語老師們也經常補充新鮮的外語視聽材料，以便跟隨這些免費生鮮的

語言文化素材保持語言的活力，通常有“進行時”特徵。 紙質教材的舊媒體形式，常常不能日日革新，缺乏有

效新媒體內容和形式的創新，連累思政也受制於媒體形式和內容。 教學材料改進不夠及時，缺乏時代性強

的當代思政材料，素材更新、思政更新未能齊頭並進和與時俱進。 當代世界思想、哲學思潮、思政，往往風起

雲湧每隔數年（竞选周期或是社科学派周期等），就發生變化，且有越來越快的趨勢。 大量材料來源如 ＢＢＣ、

ＣＮＮ、ＶＯＡ 等等西方媒體，其媒體機構夾雜著政商利益，本身在西方就充滿爭議。 其政黨輪換和利益團體的

相互衝突和妥協，使得世界各種真假資訊，常常被媒體放大、扭曲、甚至生造所謂事實；其本身也飽受批判，

需要理性、耐心辨別真偽。

（二） 全媒體融合與思政學習的契合

新媒體的融合經常需要文字與口語表達以及視頻全媒體融合的方式進行綜合表述。 聽力和口語本是

單獨的技能訓練，但隨著教學水準層次的提高，課程的打通和融合日趨常見，甚至連閱讀和寫作發展為讀後

學寫，批判性寫作往往包含了閱讀後經驗，其也益漸成為四六級考試，專四考試等語言類考試的常見形式。

在視、聽、說、翻譯後，接續文化對比課程，這都是在新媒體下，技能、課程融合的典型範例；其後是高年級文

化、文學課程的登場，大量富有文學文化底蘊的材料構建了一個個語義場，需要大量的課程建設，投入到新

視聽說材料的解讀，其時效性和應用性因此存在問題。 教材的更新換代，紙質出版，至少是以三兩年一個的

週期；而視聽說材料的時效性可能只有半年到一年，新聞英語及其話題的語言技能訓練價值可能隔年則如

隔山般古老。 如“弗洛伊德黑命貴”新聞，其背後的族群衝突和種族歧視問題，需要借助深刻的文學性，和國

際人文眼光，來推動思政的與時俱進。

（三） 知識點碎片化與慕課課程系統化②

知識碎片化：碎片化學習本身是網路慕課的一個特點，也是學習的一種焦慮，缺乏系統性和體系完整性

也是其先天不足特徵。 但其開放式的課程特點，給與了課程無限的擴充和升級的可能性。 思政內容也可助

網路滲透進教學過程與內容，並與原來的碎片化知識點和課程素材重新整合，構成新的教學與思政工作體

系。 而不是依賴紙質教材的長週期出版和終極式的革新。

課程的系統化：網路慕課以及資訊化課程資源的出現，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緩解碎片化的焦慮。 新媒體

時代，教材教程的定義可能要更廣泛定義為包含電子出版物、電子網路課程、以及應用性軟體 ＡＰＰ 的綜合

體。 一門專業課程，至少應該是有豐富理論和實踐經驗的老師，一本或多本處於經常更新狀態的教科書體

系，以及一門經常得到學習者互動和更新的網路課程。 紙質版的經典教材，作為傳統媒體的拜物主義觀念

下的神器，是教師進行教學活動的主要依據，是學生獲取知識的主要來源。 其傳統屬性一直和傳統課堂一

起，英語教師可以深入研究教材，挖掘其中的德育因素，設計合理的教學方案，將其融入教學實踐，將語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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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傳授與價值觀引領有機結合，更好地實現英語教學的目標。

三、 英語聽說課程目標與思政契合的實現路徑

英語聽說課程目標的分支節點與以下有關：文學性視聽材料的昇華、雙向的國際文化互動（平衡性输入

输出）、顯隱性思政教學、實戰檢驗性課堂等有關。 外語專業課程可從培養方案入手、教材建設為重點、資源

庫建設考試題庫建設為輔、課堂輸入輸出為重中之重，構建外語專業課程思政實施體系，目的當然是培養具

備國際視野和中國情懷的跨文化交際專業人才。 拿納稅人的錢培養接受高等教育的優秀公民，期待他們為

國家人民服務，這件事情其實一點也不意外，又紅又專本身也並無問題。 很多國家對於愛國的“顏色”定義

不一樣：有些國家和地區的綠色代表政治正確環保和平，有些則是藍色之類代表團結統一大同理想之類。

（一） 文學性材料與思政目標的契合與昇華

選擇大學慕課、公開課課程裏的文學專題，避免應試類型材料的碎片化和片段化不完整學習；利用有文

學性和深刻思考的網路視聽材料，可以虛擬一個全英文的文學課堂和再造聽說學習空間。 聽說課程可以借

此，進行高層次的口語和聽力練習。 如文學文本研討式學習，主題辯論等，以期昇華到有文學背景的三觀的

塑造上去，期待進一步的批判性思維的引發。 為了使課程知識與課程思政能夠在教學中有機融合、互為支

撐，保證思政素材的完整性和系統性：我們選取的教學材料為 ＢＢＣ 所拍攝的以中國改革開放為主題的紀錄

片，單集 １３ 分鐘，集中講述改革開放的某個側面，共 ５ 集。 其材料因為是對於國家大事的宏觀描述，其語言

使用往往規範且謹慎，接近於口頭表達的“雅言”層次。 也選用了《英國國家史》一類的歷史遺產片，這種單

集 ４０ 分鐘，總時長 １５ 集 ６００ 分鐘的材料，保證了語言輸入的原文原材料真實性和權威性；同時兼顧適當的

文學性口語雅言的出現。 前者語速適中，無生僻單詞，適合大學生初學者學習。 而歷史紀錄片則按照“歷史

回顧—文學背景—歷史脈絡—關聯未來”的框架來依次展開，這些內容無疑是能夠達成我們所期盼的課程

思政的教學目標的為將思政引入課堂。 尤其是《英國國家史》，涉及到古英語和古代英國歷史，以及現代英

語；其體例和牛津字典類似，言語中經常加入歷史文獻、以及文學典故作為佐證材料；其目的也無非是想在

說文解字的過程中，實現“不學詩、無以言”的修辭命題；其實背後肯定還是要文以載道的。 長期性的聽說學

習過程中，加入有目的性的文學和思政材料，有助於形成比較穩定長期可靠的人文觀念。 同時也能對於西

方主流文明價值觀，有一個前後一貫的主線的穩定把握。 防止因為媒體、主持人的頻繁切換，被所謂小報紙

小媒體的偏見所輕易左右和顛覆既有主流觀點。

（二） 聽說課堂的思政輸入與思政輸出

聽說課堂的技能訓練目標，需要將輸入輸出來均衡發展：語言技能上從口語、聽力技能以及口譯複合聽

說技能方面，可以分為記憶、復述或交替傳譯、思辨探究等③。 使學生學會用英語恰當地表達中國文化，傳達

中國思想文化和價值理念，將所學應用於英語語境中，實現知識學習、技能訓練、跨文化與價值觀教育的有

機融合，進一步加深對英語語言的認知。 聽說課堂教學，其本身就是一個思政教育平臺，應當被充分利用挖

掘課程中的思政元素，發揮聽說課程領先帶動其他課程的優勢，充分發揮各門課程的育人功能。 聽說課程

作為載體，可以顯性的採用思政教材與理念，有針對性的進行選修課程的搭建。 外國語語言和文學專業，不

８２１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僅僅是語言技能聽說讀寫譯的單一訓練的專業，也是有文學文化課程作為底蘊研習的專業。 在實際的英語

聽說教學過程中，為了保證語言輸入的真實性和連續性，為學生營造原汁原味的語言環境，原版引進的英語

教材備受推崇，而本土化教材在編纂時，也往往選擇國外的源語言材料，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學生在無形中受

到西方價值觀的滲透和隱性輸入，導致中國文化、價值觀的缺失。 同時，因為文學材料過於冗長，常常不能

完全消化，而導致。 政治類文本的翻譯，是建立在基礎學習之上的；中國文化在世界範圍內具有普世認同價

值，需要雙向溝通。 兩會新聞發佈會材料具備了雙重價值，不僅有標準的中英文語言範本意義，也有思政和

國家價值觀的範本意義。 也是極有雙向檢驗意義的翻譯口譯實戰檢驗材料。 教師可以自主選編聽說教學

素材，將原教材與自選時事資料有機結合，貼近社會現實的素材更容易激發學習興趣、產生情感共鳴，有助

於取得好的教學效果。 一些新時代的主題，如：中國文化、中國外交、新發展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一帶一

路等，都可以潤物無聲地滲透於教學內容中。 針對西方媒體資源，教師需引導學生批判的汲取西方思想與

文化理念，注意引領正確的價值取向，培養學生的價值判斷能力。

（三） 國際文化思政雙向互動的契合

學好外語的目標：應該不止於單向輸入西方文化，以及轉述解讀西方文化；也包括為世界講好中國故

事，傳遞中國聲音，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引導學生逐步

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堅定理想信念。 外語專業是文化與意識形態安全的最前沿，其專業屬性、育人功能、

人才培養目標決定了加強外語專業課程思政建設的必要性。

雙向互動實例：英語聽說課程教學中，可以使用與教學內容相關的介紹中國文化、政治、經濟、風俗的英

語語音、視頻作為課堂或者課後訓練材料，提升學生對母語文化的認同感，提高學生用英語表述中國文化的

能力。 比如美國的科羅拉多大峽谷和張家界為姊妹城市，地形地貌和公園風景文化的營造，有著極大的相

似性。 兩邊都有紀錄片，完全可以先選擇以美國國家地理材料作為聽力輸入，其後選擇中文版本的張家界

紀錄片作為口譯和筆譯實踐，強化剛剛輸入的辭彙以及巨型。 在思政層面可以比較兩個國家公園景點，對

於當地土著文化、民族文化的開發與保護。 深刻的認識到吉首大學張家界校區外國語學院，在當地旅遊文

化以及文旅扶貧方面的重要地位。

（四） 文化翻譯對等的選擇

雖然聽說課只是涉及到語言文化層面比較直白和淺顯的東西，但作為文化翻譯（口译）層面的導入，卻

是很有意義。 典籍翻譯中的對等，首要的是文本層次的對等，其後才會有翻譯功能以及形式方面的對等發

生。 《道德經》、《論語》等中文典籍，在被西方傳教士初譯為英文版的時候，也參考了《聖經》等西方經典的

原文和中文譯本，意思就是要建立一個文化橋樑，方便雙向互通。 要是沒有互通的話，此種文化價值就只能

是單向和不能經歷普世考驗的。 早期的人類語錄體典籍、宗教書籍，大都有關於人生意義的終極思考一類：

馬太福音中的“虛空”，言語即道本身，對應《道德經》中的道生萬物、道本道無常道之類，其實都可以譯介互

通。 至於文化選擇，智者樂水，仁者樂山。

除了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經濟學家等西方經典報刊，教師還應該引導學生堅持閱讀 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中

国日报）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 一類英文報刊，堅持收聽、收看 ＣＣＴＶ 的系列英文頻道。 閱讀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ｕ⁃

ｃｉｕｓ （ 《论语》） 等中文古典著作；以及經典性可以相對應的英文版經典著作。 精神上也可以將李白詩句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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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了夫子以及《楚辭》中的浪漫精神：“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對照西方革命派的“Ｎｏ ｋｉｎｇ， Ｎｏ ｋｉｎｇ”，以

及各種後現代的搖滾解構：“ｗｅ ａｒ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ｅ ａｒ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ｓ”。 引導學生合理利用新媒體，好的學習平

臺更好地瞭解國家，瞭解家鄉民風民情，樹立好文化自信。 “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闡釋好中國特

色、展示好中國形象”。 弘揚傳統文化，堅定文化自信，建立中國文化經典與西方文化經典，在思政上的交流

機制，而不僅僅是做排除法的選擇題。

結語

課程思政在教材、教學資源中、以及教學活動中的滲透與效果的實現，其效果量化與評估是一個需要耐

心和時間的難題。 課程思政本身是一個融入性活動，它的效果無法再短短數日內就能測評得到④。 傳統的

語言測試評估需要修正方法，複合以情感因素調查法等綜合方法才能初步測探課程思政效果。 可能更長的

時間維度，更宏觀的課程規劃，更細緻的教學方案，才有可能達到春風化雨的效果。

注釋

①　 陳傑：《高校外語專業課程思政的實施理路》，《思想理論教育》２０２１ 年版。

②　 李良嘉：《微課支架下英語聽說課程的網絡化學習多模態》，《中文學刊》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③ 王艷：《課程思政」理念下英語口譯混合式教學實踐探索》，《教育與考試》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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