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思政背景下的大学英语教材内容重构实践
∗

———以“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数字资源包”建设项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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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对现有外语教材进行内容重构以满足课程思政需求，是当前外语教材建设的可行途径。 上海外语教育

出版社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数字资源包”建设项目正是这一教材建设思路的实践尝试。 该项目采用的教材

思政内容重构模式主要适用于规模大、协作强、周期短、质量要求高的教材建设项目，通过完善顶层设计、优化

建设流程、建立多重保障体系、设立质控机制等举措，构建了基于教材的共建共享式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资源

库。 该项目既是教材建设和课程建设，又是教学改革和师资培训，其建设模式和经验能为新时代外语教材建

设实践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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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

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课程思政”育人理念自此正式进入教育领域。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要求全国高校、学科专业全面实施课程

思政。 同年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也指出，“大学英语教学应融入学校课程思政教学体

系，使之在高等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

指导委员会 ２０２０：４）。
外语教材在外语课程思政中发挥尤为重要的作用。 正如孙有中（２０２０：５１）所言：“外语教

材是外语教学的根本依托，应为外语课程思政提供融于语言材料之中的思政原料，设计贯穿于

语言习得之中的思政体验。”然而，在现有外语教材中，思政原料和体验大多隐而不露，需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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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教师的学术修养、道德情操、育人方法和个人魅力将其“显性化”。 高校外语教师虽然已经

开展不少课程思政探索，但“对于如何结合教学内容，找准育人角度，如何把语言技能训练、专
业知识传授、思想价值引领、情怀立场铸就融入有文化差异的课堂教学中去，如何于潜移默化

中高质量地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等问题，还希望有明确的教学内容设置和具体的‘施工

图’为依据”（陈法春 ２０２０：１３）。 有鉴于此，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外教社”）在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实施了两期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数字资源包（以下简称“思政资源包”）建设项

目，以期为高校英语教师提供基于大学英语教材的课程思政资源集及具体教学应用范例。 本

文以思政资源包建设项目为例，探讨大规模、协作性、共享式教材内容重构模式的有效性，为新

时代外语教材课程思政建设实践提供借鉴和参考。
２． 课程思政导向的大学英语教材内容重构理据

做好课程思政工作，教材建设是关键（刘建达 ２０２０；谭文芳 ２０２１）。 目前高校英语教材主

要存在课程思政元素缺乏、讲好中国文化和中国故事的文章缺少、中西文化对比和分析较少等

问题（张虹等 ２０２１：７３），未能充分满足英语教师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实践的要求。
开展符合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育人目标的教材建设，理想的做法是由专家编写专门的课程

思政教材、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再由教师将教材转化或开发为课堂教学内容、落实课程思

政内容供给。 孙有中（２０２０）、徐锦芬（２０２１）、何莲珍（２０２２）等学者就融合课程思政的外语教

材建设路径提出了具体建议。 也有学者指出，教材开发建设需要周期，而课程思政作为立德树

人的重要抓手，要只争朝夕（陈法春 ２０２０：１４）。 因此，开展教材内容的重构建设，挖掘现行英

语教材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增加其广度、深度和温度，提升其价值引领性，是课程思政背景下现

阶段大学英语教材改革较具可行性的实践路径。
“重构”原为软件术语，是指“在不改变软件的功能和外部可见性的情况下，为了改善软件

的结构，提高清晰性、可扩展性和可重用性而对软件进行的改造”（肖镞，赵伦 ２０１２：２０２）。 对

于教材建设而言，重构是指在不改变教材既有内容的情况下，通过调整教学设计、增补外部资

源、灵活运用技术手段等途径，使教材能够适应新的应用场景和使用需求。 这一概念与教材的

二次开发具有一定相似之处。 教材的‘二次开发’是指教师依据自身教育理念、知识储备和教

学经验，对教材进行重新理解、组织、加工、输出的过程（邱德乐 ２００９：２４）。 相较而言，教材的

二次开发主体通常是教师个体或者小型团队，开发行为的核心是教材内容的重组加工，开发成

果主要供内部使用，一般不直接转化为教材的构成内容。 为与之区别，本文采用“教材内容重

构”来描述多方参与、成果转化率高的组织性和系统性教材建设行为。
事实上，各高校已在课程思政背景下围绕大学英语教材内容重构开展了一定探索。 华东

交通大学通过自编校本教材、建设思政教育资源库、开发大学英语第二课堂等途径，构建了一

套比较完备的铁路文化融入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课程体系（吴双 ２０２２：１１９）。 大连理工大学

启动了包括“中国文化”、“中国道路”和“中国外交”３ 个外语“思政”模块的资源库建设（崔戈

２０１９：１３９），从使用方角度为教材补充相关思政资源。 这些探索显现出一定的组织性、系统性

和指导性，但在覆盖面、操作性和示范性方面仍不能满足广大高校外语教师的需求，在重构模

式、路径和手段上也不具备普遍的借鉴意义。
３． 大学英语教材课程思政内容重构模式与实践

３． １ 大学英语教材课程思政内容重构模式

相较于其他英语课程教材，大学英语教材具有套册数多、使用面广、影响力大的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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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其课程思政资源开发项目不但建设总量大，而且在内容完整性、资源易用性、开发速度方

面都有很高的要求。 因此，和“一校、一课、一人 ／一队”式的教材二次开发实践相比，大学英语

教材课程思政建设更适合采用规模化、系统性、集中式的内容重构模式，具体涉及重构主体、重
构流程、重构成果 ３ 个层面（见图 １）。

图 １　 大学英语教材课程思政内容重构模式

（１） 重构主体。 应发挥教材出版机构、编写 ／使用教师和专家团队协同合作的优势，由教

材出版机构组织协调，多个作者团队分头开发，专家团队指导把关，合力高效完成重构任务。
（２） 重构流程。 先由专家团队在准备阶段通过讲座和慕课直播统一认识、拓展思路、阐

述开发标准和讲解样稿；在开发阶段，由教材出版机构通过立体化保障体系为重构任务提供团

队、经费、科研、认证、成果转化等多重保障；在质量监控和优化阶段，通过设立多道审查修订

关，确保重构成果符合既定的内容标准和质量要求。
（３） 重构成果。 由教材出版机构负责发布重构成果，并根据教师和学生的使用反馈，定

期更新重构成果。
３． ２ 大学英语教材课程思政内容重构实践

外教社 ２０２０ 年启动的思政资源包建设项目主要依托该社近年出版的 ６ 套大学英语教材

和 ２ 套高职公共英语教材，其中大学英语教材包括《全新版大学英语（第二版）》、《全新版大学

进阶英语综合教程》、《新目标大学英语综合教程》、《新世纪大学英语综合教程》、《大学英语

（第三版）精读》和《大学跨文化英语综合教程》。
３． ２． １ 准备阶段

周全的顶层设计是关键，主要包括预热筹备和前置规划两个方面。 早在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外
教社就邀请上海外国语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的专家举办了 ４ 场关于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的学术

讲座和公开课，从理念把握、课程设计与教学示范方面为高校外语教师提供指导，共吸引了近

万人收看直播。 同年 ５ 月，外教社又在“思飞学院”网站（ｗｗｗ． ｗｅｍｏｏｃ． ｓｆｌｅｐ． ｃｏｍ）和“钉钉”平
台同时启动了“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示范教学”慕课直播，该直播由数十所高校的外语教

师个人或团队负责主讲，覆盖外教社出版的 １０ 余套大学英语、高职英语和商务英语教材的 ６０
多个单元。 每场直播除了课程思政教学示范以外，还包含说课环节，由主讲人分享对课程思政

·９５·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Ｗｏｒｌｄ Ｎｏ． １ ２０２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ｅｒｉａｌ Ｎｏ． ２１４）



新型教育观的理解、单元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的思路、课程思政教学组织和实施的经验等。 该直

播活动每场时长 １—１． ５ 小时，每周 １１ 场，持续约 ６ 周，总观看量超 ７０ 万人次。 规模化系列直

播帮助广大外语教师深化了对外语课程思政的理解，熟悉了课程思政实施路径，为思政资源包

建设项目的启动铺设了受众基础。
开发流程的前置规划也是项目成败的决定性要素。 由于项目采用多团队同步建设的开发

模式，要保证建设成果的体系化，必须制定尽可能详细的建设标准和要求。 在征询专家意见的

基础上，外教社首先将建设内容统一为思政教学指导方案、思政教学课件、微课、音视频和课外

阅读材料等，其中思政教学课件要求控制在 ５０—６０ 页，微课时长为 ４—６ 分钟，并至少包含一

段音视频补充素材。 外教社提前请专家制定了外语课程思政资源开发样课与指导方案样表

（以下简称“样课”和“样表”），形成思政教学指导方案，既统一建设标准，也为各开发团队提

供建设思路指导和范例。 外教社还在项目建设初期为开发团队安排了线上培训，邀请负责制

定样课和样表的专家讲解课程思政建设要点、厘清常见误区，并组织召开了思政资源包“审稿

专家预备会”，统一审稿标准，明确审稿要求。 全局性顶层设计和前置规划为思政资源包建设

项目按期推进并取得预期成效发挥了重要作用。
３． ２． ２ 开发阶段

外教社为思政资源包项目建立了五重保障体系。 第一重是团队保障。 项目的开发团队来

自华东、华中、华北、华南和西南地区的 ６０ 多所高校，每所高校负责两个单元，由高校的外语院

系领导或骨干教师牵头组建不超过 ５ 人的开发团队并担任负责人。 开发团队教学能力过硬，
教材熟悉度高，协作能力强，为高质量完成思政资源包建设项目提供了团队保障。 第二重为经

费保障，开发经费由外教社出资，项目建设完成后思政资源包的全部内容可供高校外语教师免

费下载使用。 第三重为科研保障。 外教社组织开发团队成员提炼总结开发过程中的经验和反

思，将其以外语课程思政专题论文集的形式汇编出版，并特别设立了“大学英语思政数字资源

包开发专项课题”，专项资助相关研究。 第四重为认证保障。 外教社为所有开发团队颁发证

书，认可其开发工作，并保护其知识产权。 第五重是成果转化保障。 思政资源包项目建设完成

后，外教社从中选择质量较高的部分单元成果，经修订完善后予以正式出版。
３． ２． ３ 质保阶段

该项目总共设立 ４ 道质量监控关。 每个单元的建设成果首先由开发团队负责人进行质量

把关。 第二道质量关是外教社聘请的二审专家进行审阅，再由开发团队修订，二审再次评阅通

过之后提交外教社。 第三道质量关是外教社特邀的三审专家对各单元进行全面审读，开发团

队根据三审专家意见再次修订。 第四道质量关是外教社责任编辑的最后审读和校对。 在 ４ 道

质量监控关中，最重要的一关是二审审阅。 每位二审专家通常负责审阅某套教材中一整册的

思政资源包。 第一期思政资源包建设完成之后，外教社吸取相关经验，在第二期建设中将二审

的介入时间点提前，使其在挖掘思政元素、确定各单元课程思政主题阶段就能发挥协调与指导

作用，以确保思政主题与教材内容的契合性、各单元思政元素的多样性及思政教学设计的合理

性。 从实践经验来看，二审专家的持续有效介入是提升思政资源包建设质量的关键。
３． ３ 大学英语教材课程思政内容重构成果分析

思政资源包建设项目涉及 ８ 套共 ３０ 册英语教材，共计 ２００ 多个单元，建设成果基本可以

代表各地区高校的高水平外语课程思政设计与教学。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和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项目建设成

果先后在“外语教育资源生态圈”平台（ｗｗｗ． ｆｌｅｅｃｏ． ｃｎ）正式上线，教材使用高校与教师输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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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名和密码即可免费下载使用所有思政资源包内容。 第一期资源包半年内的浏览和下载次数

近 １０ 万次，取得了较好的项目效果。 下面重点从《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综合教程》（以下简称

《进阶教程》）中选取两个单元作课例分析，从 ３ 个方面简要说明教材思政内容重构成果。
３． ３． １ 思政元素挖掘和思政主题选择

契合性是课程思政的关键（李红霞 ２０２０）。 在外语教师的课程思政实践中，思政元素的多

元挖掘、与课文主题的契合性一直是薄弱环节，容易出现思政主题和素材雷同的情况，比如环

境保护主题通常会引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理念。 虽然有些教材已在选材上注重体

现中国元素，比如《进阶教程》每册的各个单元均有一篇和单元主题相关的中国元素文章，并
设置了专门探讨中国的单元主题（李荫华，张传根 ２０１８：９０），但思政主题的选择还需依赖教师

对思政元素的提炼、整合和加工。 正如石坚和王欣（２０２０：４４）所指出的：“‘课程思政’的具体

体现是润物无声的，其难点在于融入，而这一点要落实在课堂教学和师资水平上。”
思政资源包建设项目在思政元素挖掘和思政主题选择方面提供了范例。 比如，负责《进

阶教程》第 ２ 册第 ６ 单元的合肥工业大学开发团队和负责第 ４ 册第 ６ 单元的河南大学开发团

队就有效挖掘了差异化课程思政选题。 前者的主题为“Ｍａｋｅ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后者的主

题是“Ｈｕｍａｎ⁃Ｒｏｂｏ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两个单元同属科技强国思政大主题，但前者聚焦创新精神，后
者关注科技伦理。 两个思政选题都牢牢扎根于课文内容，与单元主题紧密融合，为知识、能力、
价值统一的课程思政提供了良好素材。

３． ３． ２ 思政教学设计的合理性、多样性和创新性

根据准备阶段思政教学指导方案的统一规划，每个开发团队需要对课前任务、课堂教学和

课后任务 ３ 个部分进行思政教学设计，并选择其中核心模块原创制作一堂微课。
课前任务部分，由于样表中给出的示范设计是请学生收集与课文主题相关的时代金句和

中外名言，结果多个开发团队纷纷沿用范例，致使该部分的思政教学设计缺乏新意。 第 ２ 册第

６ 单元设计的课前任务则是请学生登录网站填写“威廉斯创造力倾向测评量表”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Ｓｃａｌｅ），使学生初步了解自己的创新能力（见图 ２）。 这一课前任务不但能够激发学

生对单元主题的兴趣，还能加深学生对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了解，助力实现弘扬以改革创新

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思政教学目标。

课前任务（Ｂｅｆｏｒｅ Ｃｌａｓｓ）

围绕单元主题，布置前置任务，营造思政学习语言环境

１． 任务：
① 请学生搜索“创客”一词的起源和创客运动的发展，并了解全球极具影响力、宣扬创客文化的创客嘉年

华（Ｍａｋｅｒ Ｆａｉｒｅ），或请学生收集近年来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创客”、“创新创业”、“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重要表述及其英文翻译，了解创新、创业概念

② 请学生登录网站填写“威廉斯创造力倾向测评量表”（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 Ｓｃａｌｅ），使学生对自己的创新能

力获得初步了解

２． 素材：
① 推荐学生观看网络视频：Ｗｈａｔ Ｉｓ ａ Ｍａｋｅ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ｉｌｉｂｉｌｉ． ｃｏｍ ／ ｖｉｄｅｏ ／ ＢＶ１ａＷ４１１ｄ７ｖｒ？ ｆｒｏｍ ＝

ｓｅａｒｃｈ＆ｓｅｉｄ ＝ ３２４４６４９１９３７６２４８４０７０
② 推荐学生观看网络视频：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 ｏｆ Ｍａｋｅｒ Ｆａｉｒｅ, ｈｔｔｐｓ： ／ ／ ｖ． ｑｑ． ｃｏｍ ／ ｘ ／ ｐａｇｅ ／ ｊ０１５４８１ｇｈｚｒ． ｈｔｍｌ
③ 推荐学生观看网络视频：Ｍａｋｅｒ Ｆａｉｒｅ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ｉｌｉｂｉｌｉ． ｃｏｍ ／ ｖｉｄｅｏ ／ ＢＶ１ＫＶ４１１ａ７ｚ６？ ｆｒｏｍ

＝ｓｅａｒｃｈ＆ｓｅｉｄ ＝ １０２９５４１７９１５７４５０００３０４

图 ２　 《进阶教程》第 ２ 册第 ６ 单元“课前任务”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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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部分，思政教学指导方案要求开发团队从语言、文化和思维 ３ 个板块分别设计基

于课文的教学活动和拓展活动。 以语言教学为例，该板块实现思政融入的常见手段是创设思

政语境、增加思政例句，借助治国理政金句、中华传统文化名言警句等扩展语言知识、提升语言

能力。 第 ４ 册第 ６ 单元的语言教学设计则另辟蹊径，从课文第 ２ 段的关键句“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ｅｅｎ ａ ｄｏｕｂｌｅ⁃ｅｄｇｅｄ ｓｗｏｒｄ． ”入手，通过句子仿写练习引发学生对互联网、无人驾驶、转
基因技术、经济全球化等新技术和新趋势的深入思考，培养学生全面、辩证看待新事物的正确

态度。 不仅如此，该板块所选的拓展资源———《中国日报》的英语文章“Ｆａｃｉａｌ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ｐｐ
Ａ Ｄｏｕｂｌｅ⁃Ｅｄｇｅｄ Ｓｗｏｒｄ”同样紧扣关键词“ｄｏｕｂｌｅ⁃ｅｄｇｅｄ ｓｗｏｒｄ”，突显了板块的思政核心。 围绕

该关键词设计的语言教学也兼顾了学生批判性思维训练，充分体现了思政教学设计的合理性、
多样性和创新性。

课后任务部分，任务设计注重将专业知识巩固、能力培养和思政教育有机结合。 以第 ２ 册

第 ６ 单元为例，开发者将课文主题与学生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经历相结合，给学生布置

了“结合个人参与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或‘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的经历，用英语口头展示

项目或设计的创新之处”的口语作业（见图 ３）。 这一设计将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关联起来，也
促使学生培养个人创新能力、提升创新素养。

课后任务（Ａｆｔｅｒ Ｃｌａｓｓ）

巩固与强化

１． 素材：
① ＣＧＴＮ 英语视频；②学习强国头条英语播报；③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 双语新闻

２． 作业：
① 制作微视频：参观本地科技馆、创新馆或学校创新创业学院（机构），或做一件物品，拍摄并制作微视频

介绍其特色

② 口语：结合个人参与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或“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的经历，用英语口头展示项目或

设计的创新之处

③ 写作：做一件以前从未做过的事，并详细记录过程及感受

图 ３　 《进阶教程》第 ２ 册第 ６ 单元“课后任务”教学设计

３． ３． ３ 课程思政与教学形式创新的结合

相比传统教学资源，微课因“内容更加精细、专业，表达形式更加多样、有趣，传播方式更

具移动性、简便性”（吉科利 ２０２２：２）等特点，近年来成为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创新的主要形式

之一。 思政资源包中的微课资源为外语教师开展新型教育观、新教学模式与新教育技术相结

合的教学实践提供了丰富范例。 以 《进阶教程》 第 ４ 册第 ６ 单元为例，该单元的微课以

“Ｒｏｂｏｔｓ：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为题，先从阿童木、Ｗａｌｌ⁃Ｅ、Ｂａｙｍａｘ 等学生熟悉的

科幻动漫和电影中的机器人形象入手，唤醒学生先验知识，引入微课主题。 之后，讲解机器人

的定义、重点应用领域和工作特点，开展知识教学。 在简要回顾机器人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微
课着重讲述目前中国机器人研发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介绍了中国机器人事业的摇篮“沈阳自

动化研究所”，以及“蛟龙”、“天眼”、“墨子号”等近年机器人研发的标志性成果，以增强民族

自豪感，实现价值引领。 最后，微课鼓励学生提升想象力和创造力，发挥创新精神，以科技创新

推动国家和人类进步。 整个微课设计思路清晰，内容衔接顺畅，展现了聚焦性和结构化的课程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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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重构涉及人才培养理念、教学路径与教学方法运用、教学重点布局、教学活动设

计等方方面面，具有整体集成性（刘正光，岳曼曼 ２０２０：２４）。 以上两个优秀课例都是开发团队

在深入理解课程思政要求的基础上精心设计、反复修改的成果，在帮助高校外语教师统一认

识、拓宽思路、提升教学效果方面起到有益作用。
４． 大学英语教材课程思政内容重构实践的意义

思政资源包建设项目可被视为课程思政背景下，由教材出版机构牵头设计、教材使用方广

泛参与的首次大规模、全覆盖、普惠性的高校公共外语教材内容重构实践。 该项目既是教材建

设和课程建设，又可看作教学改革和师资培训，具有综合性、集成性、共享性的实践特点和建设

意义。
首先，思政资源包建设是一种新型教材建设模式。 传统的教材建设受限于教材编写出版

和修订周期，很难适应当前明显加快的知识更新和使用需求变化速度。 同时，目前教材形态面

临着数字化、网络化的革命性转变（王军 ２０１９：２３）。 以思政资源包建设为代表的教材内容重

构模式能使教材在不改变既有框架的情况下，及时满足新的教材使用需求，且符合教材的数字

化演进方向，适合作为课程思政背景下教材建设的主要探索路径和方向。
其次，以数字形式建设思政资源包，能够满足课程思政研究的时效性和发展性要求。 课程

思政的新型教育观正式提出迄今只有几年时间，“其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总体上仍处于初级

阶段”（贺武华，王凌敦 ２０２１：３０），目前已进入不断深化、拓展的快速发展期。 数字形式的思政

资源包建设能将课程思政的最新研究成果即时融入外语教材，且“兼顾拓展性和多媒体功能”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２０２０：４０），为高校外语教师的课程思政实践提供

最新的理论指导和实践示范。
第三，思政资源包的开发和使用过程也是高校外语教师在课程思政语境下积极开展外语

课程建设的过程。 每个单元的思政资源包为教材相应单元度身定制，并经过多位专家指导及

数轮修改，方便应用于对应教材的教学实践。 因此，思政资源包实际上为使用教材的教师提供

了课程思政建设的“一揽子方案”，降低了相关课程思政建设的难度，增强了教师承担和参与

课程思政建设任务的信心，对于外语教师尤其是缺乏课程思政建设思路和经验的教师起到重

要的帮扶作用。
第四，思政资源包建设有助于提升高校外语教师的教学改革实践能力。 已有多项研究证

实，参与教学材料的开发与教师职业能力提升紧密相关（Ｊｉｎ ＆ Ｌｕ ２０１８；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Ｍｏｏｒ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Ｓｈ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３）。 从最终建设成果来看，思政资源包中的思政教学指导方案、思政

教学课件、微课均已体现出相关教学资源建设的较高水平。 仅以微课为例，在首期思政资源包

建设过程中，多个开发团队以纪录片节选片段或者课件的有声朗读和放映充当微课，反映出高

校外语教师群体对微课形式和功能的认识存在不足。 但经过数轮培训、审读和修改，二期思政

资源包中的所有微课都已具有主题突出、导向明确、内容和结构完整的特点，成为符合认知规

律、适合碎片化学习的结构化数字课程资源。
第五，思政资源包的开发和使用构建了全国性的外语课程思政研修共同体。 一方面，参与

思政资源包建设的高校因开发任务组建了课程思政教研团队，通过定期研讨、协同合作、多轮

修改，提升了团队的课程思政认识水平和教研能力。 另一方面，在为期近一年的项目建设过程

中，直播团队、培训导师、评审专家、开发团队、资源包使用高校实际构成了基于教材的外语课

程思政研修共同体，实现了课程思政知识共享。 例如，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的开发团队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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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负责单元课程思政资源包创作了教学作品，参加了 ２０２０ 年内蒙古自治区高等职业院校教学

能力大赛，荣获“公共基础课程组”三等奖。 该团队同年申报的课题“民族地区高职院校公共

英语课程思政资源开发与教学设计研究———以包头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为例”也获批内蒙古自

治区高等教育学会外语研究分会 ２０２０ 年外语专项课题。
此外，虽然思政资源包基于特定教材开发，但整个项目的建设成果本身，如教案、课件、微

课和音视频等，构成了外语课程思政的高水平案例库和资源库，并且其开放、共享的特点使所

有高校外语教师都能从中受益，这也体现了思政资源包建设项目的宗旨意义。
５． 结语

教材是抓手，是推动和引导教师提高思政意识、增强思政能力、落实思政效果的现实依据

与基本保障（刘正光，岳曼曼 ２０２０：２３－２４）。 在专门的外语课程思政教材出版之前，对现有编

写质量较高的外语教材进行内容重构以符合课程思政建设的使用需求，不失为课程思政背景

下教材建设的一条可行途径。 外教社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数字资源包建设项目”就是这一

教材建设思路的实践探索。 该项目通过完善顶层设计、优化建设流程、构建多重保障体系、确
立质控机制等一系列举措，确保了思政资源包的建设进度和质量，产出了一批优秀课例，打造

了全国性的外语课程思政研修共同体，为高校外语教师的课程思政教学和研究提供了重要案

例和资源支持。
由教材出版机构主导的教材思政内容重构模式在规模大、协作强、周期短、质量要求高的

教材内容重构建设项目中，具有较为显著的应用优势。 当然，这一内容重构模式在协调开发团

队选择思政主题、提高审读专家和开发团队的沟通效率等方面还需改进，有待在未来教材研究

和建设实践中探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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