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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German
 

language
 

courses
 

in
 

Sino-German
 

cooperative
 

education
 

programs
 

in
 

domestic
 

universities
 

as
 

a
 

starting
 

point
 

and
 

explains
 

the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of
 

German
 

language
 

courses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proposed
 

by
 

Professor
 

Wen
 

Qiufa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erms
 

of
 

teaching
 

contents 
 

management 
 

course
 

evaluation
 

and
 

teachers
 

words
 

and
 

actions
 

by
 

secondary
 

development
 

of
 

the
 

original
 

German
 

teaching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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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合作辦學框架下原版德語教材

與課程思政的融合研究

張冰　 霍佳　 石惠

上海理工大學

摘　 要:
 

本文以國內高校中德合作辦學專案的德語課程思政現狀為出發點,闡釋了合作辦學過程中德語課程思政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以文秋芳教授提出的外語課程思政框架為基礎,對原版引進的德語教材進行二次開發,從教

學內容、管理、課程評價、教師言行等方面探索教材與課程思政的有機融合。

關鍵詞:
 

合作辦學;原版教材;課程思政

專案基金:
 

上海外國語大學外語教材研究院外語教材研究專案(編號:2021SH0015)。

引言

課程思政是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關鍵環節,也是推動教育改革發展的必然選擇。 2020 年教育部印

發《高等學校課程思政建設指導綱要》 ①明確指出:全面推進課程思政建設,要寓價值觀引導於知識傳授和能

力培養之中,幫助學生塑造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教材教學內容的主要載體、教學活動的重要依

據和實現教學目標的基本保證,要服務於課程思政,需要遵循兩大原則,一是教材中的「思政元素」需設計成

隱形形式。 二是教材中融入的「思政元素」要與思想政治理論課中所獲得的教育經驗一致。 具體來講可以

基於現有教材的思政元素進行建設②。 本研究聚焦於國內中德合作辦學專案德語教學微觀層面,以文秋芳

教授提出的雙維度「四橫三縱」的外語課程思政框架為基礎,探索中德合作辦學中「思政教育」融入德語教學

的具體路徑,如何結合德語原版教材進行課程思政設計。

一、
 

德語原版教材使用現狀

中德合作辦學的特殊性首先在於德語語言是專業學習的必要前提。 中德合作辦學專案在落實課程思

政過程中必須要從最基礎的德語語言課程入手。 筆者在「中德合作辦學高校聯盟」成員高校的德語教師中

開展了一項問卷調研,嘗試瞭解合作辦學中德語課程思政實施情況。 問卷結果顯示,目前國內主要中德合

作辦學專案中,德語課程主要涵蓋《歐洲語言教學與評估框架性共同標準》A1-B2 級別。 其中德國原版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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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Studio
 

21 和 Studio
 

D 使用最廣,占比分別為 67. 74%和 64. 52%。 另外有 22. 58%和 41. 94%的教師認

為所使用教材中的思政元素「非常缺乏」和「較為不足」。 有 70. 97%的教師認為課堂教學中課程思政占比

「較少」。 此外教師對於提升課程思政教學能力也有強烈的需求。 綜上可見,目前中德合作辦學中,德語課

程思政在教學材料、教學方法、教師能力提升方面都有值得研究和提升的空間。

二、
 

課程思政融入原版教材的教學探索

基於上述調研,本文選取了使用最廣泛的引進教材 studio
 

d
 

B2. 1(學生用書) ③作為研究對象。

文秋芳教授從課堂教學角度,將外語課程思政定義為:以外語教師為主導,通過外語教學內容、課堂管

理、評價制度、教師言行等方面,將立德樹人的理念有機融入外語課堂教學各個環節,致力於為塑造學生正

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發揮積極作用。 其中將外語課程思政的範圍劃分為內容、管理、評價和教師言

行四條思政鏈。 每條思政鏈都由三部分組成:範圍、任務和策略④,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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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外語課程思政描述框架
　

就思政內容鏈而言,《綱要》中也指出,要以教師為「主力軍」、課堂教學為「主管道」,深入挖掘各類課程

和教學方式中蘊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資源。 因此,教師需要對教材進行重構和二次開發才能適應課程思政的

新需要⑤。 具體來講,教師可通過「分析-篩選-增補」三個步驟,挖掘與擴展現有教學素材的思政內容⑥。 同

時文教授指出,在挖掘育人元素時應遵循三項序列任務,即要在全面理解育人目標的基礎上,深入分析所教

授的內容,挖掘到貼切的育人要素後方進入課堂教學設計。

筆者以「chinesisch-」和「China」作為關鍵字對 studio
 

d
 

B2. 1 學生用書進行檢索,未發現與中國文化、社

會相關的內容。 可見該教材在中國文化方面存在很大缺失。 因此在課程教學中有必要在深入瞭解《綱要》、

《大學德語教學指南》、本校《中德合作辦學培養計畫》以及本學院《德語課程教學大綱》等自上而下的育人

目標後,先去挖掘教材中所蘊含的主題思想或核心價值理念,進而增加與主題契合的中國文化內容、設計與

原教學單元主題匹配的練習和任務。 表一以 studio
 

d
 

B2. 1 第五單元內容為例,展示課堂教學中的內容思

政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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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課程思政鏈

內容思政鏈

思政範圍

教材第五單元:Natur
 

pur
 

(純粹的自然)
閱讀課文:die

 

Nationalparkidee
 

(國家公園的想法)
補充閱讀材料:《國家公園的理論與實踐》節選

補充視頻短片:《藏羚羊降級背後的故事》
聽力課文:Nationalpark-Ranger

 

(國家公園護林員)
補充視頻短片:《遠行筆記:可哥西裏》片段

主要任務

挖
掘
育
人
元
素

設
計
教
學
方
案

—瞭解「國家公園」的由來,並知曉德國及世界各國知名的國家公園。
—瞭解中國國家公園的發展歷程和現狀,理解中國在生態文明和生物保護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

成效

—瞭解「護林員」這一職業,並通過多角度分析比較,引導學生樹立愛崗敬業、奉獻社會的職業道德和價

值觀

—鼓勵學生聯繫自我、思考個人擇業標準和職業理想

學生 教師

課前

(線上自主學習)

—預習課文導入部分,收集主題相關辭

彙,完成學習單任務

—查閱各國著名國家公園資料

—收集中國護林員相關資訊

—提煉單元主題,確定思政要素,選取補

充材料

—匯總資訊、指導回饋

課中

(線下課堂教學)

—閱讀課文及補充材料,分組討論完成任

務,並以小報形式展現中國國家公園的

發展脈絡以及取得的成果

—收聽聽力課文及觀看補充視頻,參照課

後練習表格,結合課前收集的資訊,以

小組合作方式完成一張中德護林員「職

業畫像」對比圖

—小組討論、比較中德護林員「職業畫像」
的異同點,併發表自己對於這一職業的

觀點和闡述自我擇業的標準

—展示小組討論結果

—講解核心辭彙和課文重難點;提供補

充閱讀材料

—播放錄音和視頻

—組織課堂討論和展示

—點評與總結

課後

(線下線上結合)

—分組採訪兩位職場人士,瞭解他們的擇

業標準以及目前的職業現狀和理想;用

德語對採訪內容進行介紹,以音視頻方

式上傳學習平臺

—對上傳的學習成果進行線上生生互評

—以「職業」為主題,撰寫作文

—線上指導、管理

—教師評價

—提供作文結構框架和常用表達,佈置

「職業」主題作文;批閱點評

關鍵策略 學生為主體;潛移默化,潤物無聲 教師為主導

　 　 該單元是關於 「 自然」 的主題。 閱讀部分以 「 國家公園」 這一概念引入主課文,具體介紹了德國

「Bayerischer
 

Wald」國家公園。 學生通過課前學習,自主瞭解我國和其他世界知名國家公園的資訊及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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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和初衷。 課中結合補充閱讀資料,通過分組討論和集體展示等活動環節,深刻瞭解國家公園的由來

和現狀,同時梳理出中國國家公園的發展時間軸,理解中國在生態文明和生物保護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取

得的成就。 順著「國家公園」的主題自然過渡到「護林員」的職業話題上。 學生以小組合作方式完成中德護

林員的「職業畫像」,比較兩者的異同,進而探討學生個人職業理想和擇業的價值觀。 在語言獲得、文化認知

和價值判斷的基礎上,課後通過採訪調研等實踐活動將思辨能力的培養延伸到課堂之外,激發學生在溝通

交流中深入思考職業理想、擇業標準和愛崗敬業等價值層面的問題。

課程思政的基礎在於課程內容。 在教學設計中,基於對現有單元主題和素材的分析,同時按照教材原

有的練習要求,教師順勢增加了我國《國家公園的理論與實踐》的閱讀材料以及視頻短片內容,從文字和視

聽兩方面加深學生對我國「國家公園」的瞭解。 無論在內容還是形式上都體現了自然融入的連貫性,起到溶

鹽於水的效果。 在教材聽力語篇之後增加了講述我國可哥西裏自然保護區巡護員生活的視頻短片,從視覺

上對學生產生衝擊,引發他們對「護林員」職業以及自我職業選擇的積極思考和熱烈討論。 課後的實踐任務

將知識、技能、品格和元學習力融為一體。 學生能在過程中昇華和內化自我的擇業觀、價值觀。 在教學設計

的每個環節始終秉承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的策略,潤物無聲地在語言教學中融入思政內容。

管理鏈要求外語教師從教學環境入手,建立規章制度,通過依規管理,為學生提供良好的教學生態環

境。 外語教學環境的生態系統包括了制度空間、人文空間和物理空間⑦。 制度涉及內容較廣,包括出勤、提

交作業、考試等與教學相關的制度。 在教學模式上課程採用的是混合式教學,因此人文空間和物理空間有

了外延。 人文空間既包含了線下的班級風氣、人與人的關係,也涵蓋線上互動交流的關係。 物理空間從線

下教室拓寬到了線上班級平臺。 教師需要制定和執行一系列規則,包括課前線上自主學習任務;課堂的出

勤、互動、小組參與、成果展示以及課後實踐任務、線上成果互評等。

評價內容要與教學內容同向同行,同時不能局限於語言水準上。 課堂教學中要有意識提出與教學內容

相關聯的價值導向問題,以幫助學生增强政治意識。 教師需要對課程考核內容精心挖掘和巧妙設計,讓學

生對材料的價值導向進行解讀,比如寫讀後感、發表個人觀點等。 在此過程中教師可以根據學生實際水準,

適當降低語言方面的要求,提高思想價值層面的比重。 此外評價方式可以由終結性和形成性兩方面組成,

包括學生作業品質、單元測試成績、實踐任務完成情況、期末考試成績以及努力程度和進步速度。 這種多維

評價方式有利於調動學生的主觀學習能動性和樹立自信心。 多維度的評價方式必然要求評價主體的多元

化。 除了傳統的教師評價之外,線上生生互評,線下組間互評以及學生自評都被納入評價體系,從而激發學

生自省、協作能力和見賢思齊的學習態度⑧。

此外,教師作為課程思政建設的關鍵因素,其價值觀直接影響到育人品質和課程思政效果。 首先教師

要確保自身的價值觀正確,言行起到正面引導學生的作用。 語言學家 Nunan 曾經指出:積極的回饋如微笑、

點頭、讚賞、肯定等,有助於提升學生的情感體驗和人格發展⑨。 適宜的消極回饋能讓學生更加深刻地意識

到錯誤所在,而極端的消極回饋不利於學生的情感體驗,甚至會有損學生的自信心。 這就要求教師在日常

課堂話語中,注重學生情感因素⑩。 其次教師還要不斷學習和反思,提升自身課程思政教學能力和素養。 應

當創新課程思政的方法,利用翻轉課堂、微課、多模態教學等模式,教師適當轉換角色,通過課堂辯論、小組

討論、口語展示、案例分析和室外情景教學等教學形式,將講、做、演、論等多種教學步驟相結合,實現趣味性

和實用性相統一,讓學生學習時樂於其中,不自覺地就將思政之「鹽」,融入課程之「湯」 。 也可組建課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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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學團隊進行集體備課,集思廣益,博採眾長,有效實現教師合作。

結語

在中外合作辦學中,外語課程思政建設是支柱和底蘊。 教材是基礎,教師是關鍵。 一方面,教師要具備

自覺的課程思政意識和較高的政治敏感度,在對國外教材內容進行二次開發時,要在意識形態上把握主導,

能充分理解、深度挖掘語篇背後的價值觀,適度巧妙地將體現中國國情、校情和學情特色的思政素材融入到

課前、課中和課後各個環節,充分利用線上線下、第一、二課堂管道,引導學生踐行思政,將其轉化為生活中

的自省自覺。 另一方面教師也要注重多元文化的包容性,用開放的意識去理解多元文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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