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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首先阐述了课程思政视域下外语教材有效使用原则，然后提出了课程思政视域下外语教材

有效使用路径，包括精准设定思政目标，深挖育人内涵；优化教学内容，激活思政元素；创新教学活动，

搭建思政支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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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材料指教学过程中教师用来协助学生达成

学习目标的各种知识信息材料[1]，这是课程的重要载
体[2]，也是教师备课和组织课堂活动的重要依据，可泛
指用于教学的所有材料[3]。对教学材料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对教学材料本体的研究和教学材料的使用两个

方面。目前，对教学材料本体的研究较多，包括教材编

写[4-5]、教材评价[6-7]等。此外，许多学者也开始关注教学
材料的使用，如教师使用教学材料的信念[8]、使用策略
与动机[9-10]等。尽管教学材料如何使用直接影响教学
效果和教学质量，但是目前有关教学材料如何使用的

研究并不是很多。

在产出导向法（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POA）教学材料使用与评价理论框架中，文秋芳[11]阐释
了 POA教学材料使用理念、教学材料使用的准备过
程、教学材料使用和教学材料使用有效性评价标准。其

中，POA教学材料使用理念包括“教师主导说”“产出
目标决定说”和“输入材料服务说”。在具体的操作层

面，即教学材料使用的策略上，文秋芳简单总结为选

（selecting）、调（reordering）、改（revising）、增（supple-
menting）。在此基础上，张伶俐[12]探讨了针对不同英语
水平的学生如何有效使用教材，以达到产出目标恰当

性、促成活动有效性及产出目标达成性三个标准；孙

曙光 [13]围绕产出目标这一维度，阐述了 POA教学材料
使用理念指导下教材产出目标如何设定、教师如何预测

产出目标是否恰当及学生对产出目标设计的反馈等；

邱琳 [14]从选择与转换输入材料过程及评价两方面研
究了 POA教学材料的使用；毕争[15]探讨了产出导向法
教学材料的使用理念和实践，进行了产出导向法教学

材料使用的辩证研究。但总体上，还是缺乏在教学材料

使用过程中实现思想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实践研究。

以 POA教学材料使用与评价理论框架为研究起点，本
研究试图探索有效使用外语教材以实现思想性与科

学性相统一的路径，并结合《新一代大学英语综合教

程 1（基础篇）》[16]第四单元的教学设计实践该路径。
一、课程思政视域下外语教材有效使用原则

（一）思想性

教育部 2020 年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
指导纲要》[17]明确要求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发挥好每门
课程的育人作用，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2020版）》[18]提出，大学英语教学
应融入学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使其在高等学校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大学英语是高校

的一门人文教育课程，教学对象为高校所有专业学

生，其教材和教学资料很多为摘录的外文原文，必然

带有英语国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此，学生

在学习地道目标语、了解目标语国家文化思想的同

时，能够站在文化融合的高度，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

吸收外语文化的精华，剔除文化糟粕，是大学英语课

程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外语教师在教学中应注重思想性，坚持正确的政

治导向、价值导向及时代导向。政治导向是指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融入中国元素，弘扬

中华文化。价值导向为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

会主流价值取向，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时代导向是指全方位反映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以及世界各国优秀的文明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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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前沿的科学技术、先进的思想理念等。外语教学的

思想性要求教师依托外语教学材料这个重要载体，深

挖教材思想内涵，解读语言背后隐含的价值内容，从

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深入探索外语课程思政的路径

和方法，在提高学生语言能力、思辨能力、跨文化理解

能力和交流能力的同时，提高学生的价值素养，做到知

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统一，服务于立德树人的总目标。

（二）科学性

教材是课程的重要载体，能够传递科学知识、承

载价值观念，是服务立德树人教育总目标及国家人才

战略的重要资源。教师对教材的深入理解、挖掘，以及

科学合理使用，是确保语言、能力和育人目标实现的

关键，更是确保立德树人总目标实现的重要一环。但

是目前高校一线教师对教材的使用通常存在两种错

误做法，即过分依赖教材和完全抛开教材，这两种做

法均不利于学生课堂学习效率的提高。

外语教师在教学中应力求科学性，尤其是注重外

语教材使用的科学性，构建科学有效的外语教学系统，

在分析学情的基础上，科学设定教学目标，科学运用

教材使用策略，科学有序地安排教学的各环节、各要

素，使其有机协调、互为一体。在此教学系统内，科学

的教学设计要做到教学目标明确、可测、可评，教学内

容准确、适当、规范，教学设计合理、连贯、系统，符合

学情与外语教学的规律，从而提升教学效果与效率。

二、课程思政视域下外语教材有效使用路径

外语课程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双重性质，但传统

的外语课堂偏重工具性，重视传授知识、培养能力。课

程思政强调了外语作为人文学科的重要性，要求教师

深挖思政元素，回归育人本质。这就要求教师在注重

外语课堂设计科学性的同时，还要关注外语课堂的思

想性，即在科学教学系统内进行知识传授、技能提升

的同时，重视学生的人格发展和价值观养成，如盐入

水地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实现显性外语学习和隐性

思政教育相统一[19]，也就是要在课程思政视域下有效
使用外语教材，达成外语教学思想性与科学性相融合

的目标，从而提升教学质效。

根据 POA教学材料使用与评价理论框架，教师
的主观能动性是教学材料使用有效性的决定性因素，

产出目标是教学材料使用的“指南针”，输入材料是完

成产出的手段和工具，目的是促进产出活动的完

成。教师需要在宏观层面上对教学材料进行分析，中

观层面上设定目标，微观层面上选择与转换输入材

料。对教学材料使用的有效性要从产出目标恰当性、

促成活动有效性、产出目标达成性三个方面进行评

价。课堂教学设计应围绕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组织流

程及效果评价展开，四个维度有机协调、互为一体。围

绕教学设计的四个维度，在 POA教学材料使用与评
价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在有效使用教学材

料过程中实现思想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实施路径，并

结合《新一代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1（基础篇）》第四单元
具体阐释该路径。

（一）精准设定思政目标，深挖育人内涵

课程教学的本质是以目标为导向的教育活动，

POA教学材料使用与评价理论框架中的“产出目标
决定说”强调“产出目标”是教学材料使用的“指南

针”、方向标，因此在有效使用教学材料时实现思想性

与科学性相统一的首要策略就是精准设定思政目标，

深挖育人内涵。教学目标既包括知识和能力目标，也

包括思政目标，即育人目标。思政目标的设定要在有

效合理使用教材的基础上，不能脱离教材而独立存

在，不能随意拔高或任意贴标签，思政目标的设定要

如盐入水，与知识和能力目标有机融合。

以《新一代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1（基础篇）》第四单
元为例，教材原本设定的目标集中于知识和能力目标，

而忽视了思政目标的设定。而教学目标的精准设定是

整个教学设计的关键，除了知识和能力目标，教师还

应深挖教材思想内涵，精准设定思政目标。例如，通过

学习第一篇文章，学生能了解网络给生活带来的便

利，增强理性使用网络的信息素养；通过分析第二篇

文章中网购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即对消费者有利，但

会损害零售商的利益，引导学生辩证看待科技进步与

人文关怀之间的关系；通过讲解数字零售兴盛的原

因，使学生认识到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增强学生的创

新意识；通过小组活动，增强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

传统的外语教学重视语言目标，教材设计也围绕

语言目标展开。外语课程思政要求在此基础上更加突

出思想价值引领，深挖教材的思政内涵，精准设计知

识、能力和思政目标。三个目标的设计要互为一体、有

机融合，即显性设计知识和能力目标，隐性设计思政

目标，融价值引领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

（二）优化教学内容，激活思政元素

根据教育部 2020 年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
建设指导纲要》，外语课程也要进行思政教育。外语课

程内容既包括学科内容模块，也包括思政内容模块。

内容设计的体系性体现为两个模块的有机融合，在价

值塑造的观照下，赋予学科内容模块更深层次的内涵。



在现有的外语教材中，学科内容呈显性，思政内容多呈

隐性，思政材料大多隐藏于教材内容之中。思政内容

的呈现需要外语教师依托外语教材内容，并根据个人

的专业素养、道德修养、教育方法等，优化整合教学内

容，找准思政育人的切入点，将专业知识的学习、语言

技能的训练、思想价值的引领融入课堂教学，潜移默

化地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因此，教师在设计学

科内容的同时，要明确教材内容学习时每个思政元素

的切入点，切不可将学科内容与思政内容割裂开来。

《新一代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1（基础篇）》第四单元
“Life at fingertips”主要介绍了互联网的产生及其对人
类生活带来的影响，包括社交媒体、信息和观点的分

享与获取、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网上银行等。其中，有

两篇文章语言特点鲜明，包含与网络给人们生活带来

的积极影响有关的一系列英文表达。以第四单元中

“listing skill”的教学内容优化为例，以 POA教学材料
使用与评价理论框架为指导，列举技巧的学习采用了

“选”“调”“增”的教材使用策略。首先，选取教材 74
页的列举技巧介绍及 Reading 1的第 5自然段作为素
材重点讲解列举技巧的定义和支撑细节；选取 Read-
ing 2的第 4自然段，启发学生辩证思考网购存在的弊
端。其次，调整列举技巧的讲解顺序，由原来的 Read-
ing 1课文学习后讲解，调整为 Reading 2课文学习后
讲解，将列举技巧的学习聚焦为列举段落。此外，增加

文章“What is a listing paragraph?”的阅读学习，帮助
学生更好地理解列举段落的结构及过渡词的使用；增

加网购弊端相关视频，辅助学生完成课后作业。在优

化教材内容，并使学生学习系列语言表达的同时，教

师应注意引导学生思考事物的两面性，即网络在给人

们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有哪些弊端，以此增强学生

理性使用网络的信息素养，让语言学习与思政学习融

合在体系化的教学内容之中。

（三）创新教学活动，搭建思政支架

借助社会文化理论并结合大量二语学习的实证

研究，有学者[20]提出支架式教学模式。该模式阐释了语
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技能的提高及个人素养的提升的

概念，提供了融价值引领于知识传授和能力提升的参

考框架。根据 POA理论，在组织教学活动时，教师要
为学生完成产出任务提供“脚手架”，包括语言、内容

及观点的“脚手架”。在搭建语言“脚手架”的同时，也

要搭建思政“脚手架”，实现思想性与科学性相统一。

教师要遵循最近发展区原则，根据学生当前的学习目

标，以外语教材为依托，通过设计一系列难度逐级递

增的教学活动，细化教学步骤，为学生提供不同类型、

不同梯度的“脚手架”。在学科内容促成方面，采取

“增”“删”“改”“调”等教材使用策略，优化教材中的

练习活动，细化组织流程，设计一系列难度逐级递增

的教学活动，从词汇学习到短语应用，从句子翻译到

真实的口语展示任务的输出，在依托教材内容的同

时，创新教材中的练习活动形式，使其更符合学生学

习规律。以外语教材为依托，按照难度递增的活动组

织方式，思政“脚手架”的搭建蕴含于语言内容学习的

组织流程之中。教师采用帮助、促进、倾听、建议、引导

等“脚手架”式教学策略，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思

维，提升学生认知水平，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

以《新一代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1（基础篇）》第四单
元第二篇文章“Digital retailing”的前 4自然段教学内
容设计为例。该素材主要讲述了一个虚拟的网购流

程。语言教学目标是以在网购平台买衣服为例介绍网

购流程，思政目标是辩证看待科技进步与人文关怀之

间的关系。教学活动的设计注重流程设计的渐进性，

体现在一系列难度逐级递增的学习任务中。第一，细

读段落，要求学生阅读 1—4段，回答 81页 Exercise 3
中的前两个问题，理解 1—3段大意和重要细节；第二，
学习词汇，要求学生找出描述网购流程的动词和动词

词组，并将找出的动词中的生词与词义相匹配，理解

单词意思；第三，翻译句子，要求学生运用重点单词词

组完成翻译练习，翻译内容是网购流程的各个环节；

第四，连句成段，要求学生小组合作，按照网购流程，

结合上述翻译句子连成一个完整的段落；第五，小组

展示，要求抽选一个小组展示小组产出任务，学生点

评后教师进行点评；第六，总结过渡，要求学生通过第

4自然段简要概括前 3自然段的内容，并关注最后一
句话，引出对“网购对每个人是否都意味着美梦成

真？”问题的思考，进而关注弱势群体，启发学生思考

如何平衡科技进步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关系。教学活动

各环节安排科学有序，从词汇记忆、短语运用、句子翻

译到真实的口语输出任务，从阅读理解输入到语言表

达输出，环环相扣，为学生搭建了学习学科内容的“脚

手架”。同时，把对科技进步与人文关怀之间辩证关系

的思考融入语言学习的全过程，从而使思政“脚手架”

与语言“脚手架”有机协调，助力达成教学目标。

（四）整合多元评价，检验思政效能

科学有效的评价是检验教学目标是否达成、教学

效果是否提高的重要环节。语言目标的评价以显性为

主，思政目标的评价以隐性为主。教学效果评价需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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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性的语言评价与隐性的思政评价有效整合、融为一

体。目前，语言目标的评价已有非常成熟的评价标准，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评价每一节课或每一单元的语言

目标时，评价标准应该结合章节具体的教材内容来制

定，包括通过“增”“删”“改”“调”等策略优化后的教

材内容，使其应更有具体性、针对性。思政目标的评价

因受各种因素制约而面临着挑战。文秋芳[21]认为外语
学习评价涉及评价内容（评什么）、评价方式（怎样评）

和评价主体（谁来评）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都能为教

师提供思政评价的空间。评价内容要既注重知识的传

授、技能的提高，也注重思维力、判断力等能力的发展

和学习动机、学习态度的培养等。评价方式要兼顾即

时评价与终结评价，且要提高即时评价占比，如发现

学生的价值导向有偏差，要适时引导。评价主体要多

元化，可以结合教师评价、生生互评和学生自评等方

式，培养学生自我评价和评价他人的能力。在依托教

材的基础上，完整的教学评价需要兼顾语言评价和思

政评价，将思政评价隐性融入语言评价内容。

以《新一代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1（基础篇）》第四单
元教学内容的评价设计为例，以 POA教学理念为指
导，该单元的教学评价主要围绕单元任务展开，总任务

是介绍互联网，尤其是网购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教材对

单元任务完成已经设定了具体的评价标准（见课本 85
页），但是该标准主要是针对语言内容方面的评价，缺

乏对思政方面的评价。整合性评价是将语言评价与思

政评价相结合、显性评价与隐性评价相统一的评价，需

在教材已有的语言评价标准的基础上，增加思辨阐释

能力的相关指标。语言评价内容主要是针对网购给人

们生活带来影响的词汇和句子运用的准确度，语篇的

连贯性，列举技巧使用的相关性、逻辑顺序，过渡词的

使用，以及小组展示时演讲技巧的恰当使用等。此外，

需要运用教材实用策略中的“增”策略来增加思政内容

评价的指标。思政评价内容主要是评价学生应用列举

技巧时能否辩证看待网购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是否能

够正确认识网购的弊端，是否能够正确看待科技进步

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关系等。如此，评价内容便可以将语

言目标与思政目标融为一体，进行整合性评价。

三、结语

以 POA教学材料使用与评价理论框架为研究起
点，本研究提出了有效使用外语教材以实现思想性与

科学性相统一的路径，即精准设定思政目标，深挖育

人内涵；优化教学内容，激活思政元素；创新教学活

动，搭建思政支架；整合评价方式，检验思政效能，同

时结合《新一代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1（基础篇）》第四单
元的教学设计实践该路径。虽然实践基本实现了预期

目标，但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如并未对学生价值观

塑造进行长期追踪。希望该研究能抛砖引玉，给广大

英语教师带来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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