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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价值与路径
——以四川民族地区为例

康静雯，陈 骥*

（成都中医药大学外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7）
摘 要：课程思政融入四川民族地区的大学英语教学有利于培育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可作为开展“三全育人”教

育工作和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重要渠道，也是民族地区培养德才兼备的英语人才、夯实民族地区大学生“四个自觉”“四个自

信”和“五个认同”的重要抓手。四川民族地区高校的大学英语教育应站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家和谐稳定与长

治久安的高度上，努力构建思政教育融通课程体系，引导教师深挖英语语言文化中的思政元素，创新教学形式，并全力打造育

人师资队伍，促使各族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团结、和谐、友爱，同心共筑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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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and Path of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Among Chinese People：A Case Study of Sichuan Ethnic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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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n Sichuan ethnic areas
benefits the cultiv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sense of community of Chinese identity and serves as an essential way to
carry out tasks of "Three-Whole Education"（SanquanYuren）and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n Sichuan ethnic areas benefits the cultivation of col⁃
lege students' sense of Chinese identity and serves as an essential way to carry out tasks of "Three-Whole Education"
（SanquanYuren）and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 The integration is also imperative to cultivate English talents with
all-round abilities and to consolidate ethnic college students' "Four Matters of Consciousness"，"Four Matters of
Confidence" and "Five Identities". The college English education in Sichuan ethnic areas should stand from the
height of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among Chinese people and maintaining national harmony，stability and
security，striving to construct a curriculum system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all courses，
guide teachers to dig into the ideological-political elements in English teaching and to innovate teaching approaches，
and cultivate faculties for moral education. The above ways can encourage students of all ethnic groups to establish a
correct outlook about the world，life and values，and help them to work together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in
unity，harmony and compan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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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课程思政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新时代党和国家关于民族工作的核心理念，

是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政策和伟大实践的全面创

新成果，是促进民族团结、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建设

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抓手，也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前提条件［1-3］。从 2014年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到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并将其写入党章，再到 2019年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我

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提出，“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新时期民族地区和

民族院校的重要课题、神圣使命和责任担当。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指“各族成员对这个共

同体客观存在的感知和认识，以及对其产生的认同

感、归属感和依附感”，具体来说，就是“中华各族成

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与文化的认同、对国家的

认同、对族际关系的认同、对共同的社会价值取向和

发展道路的认同”［4］。对于民族地区和民族院校的大

学生来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即是要增强他

们的“四个自觉”（理论自觉、历史自觉、认同自觉和

行动自觉）、“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和文化自信）和“五个认同”（对伟大祖国的认

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

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即是

要让他们深刻认识到中华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同舟

共济的奋斗历史，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多元一

体格局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交织交融关系。

课程思政是旨在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各类课

程教学之中的一种教育理念，是新时期教育工作贯

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要手段［5］。 综观

2016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和 2018年 9月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课程思政的教育理念即是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

教育的根本任务，运用并发挥好课堂这一育人的主

渠道，使思想政治教育有机、隐性地融入教育教学

中，形成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协同育人，达

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能力培养的有机统一。

2020年 5月，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

指导纲要》，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而外语

课程因其得天独厚的人类文化基因和价值范式，以

及工具性和人文性并存的特点，已成为课程思政的

主阵地。其中，大学英语及其主干课程作为高等教

育的重要环节，具有课时多、周期长、受众广的特

点，是培养学生的英语语言综合应用能力、人文素

养、价值取向、国际视野及批判性思维能力，树立文

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绝佳“育人”阵地，能与思政教

育形成强大的协同效应。目前，将课程思政融入大

学英语各主干科目，已成为高校构建“三全育人”格

局、助力学生更为全面发展的大趋势。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使

得民族地区的教育呈现出多元化和差异化的特点。

因此，民族地区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充

分考虑民族文化特点、区域特色、教育目标和民族

人才培养目标，在教学实践中着重引导民族地区大

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着重培

育他们拥有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

观、宗教观，着重促使他们成为爱国、爱党、爱民族、

爱人民、爱生活、爱学习的时代青年才俊，着重增强

他们作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班人的

责任感、使命感，进而使他们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凝心聚力，勠力同心，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努力和奋

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为课程思政融入

民族地区的大学英语课程提供基本方针，不仅使大

学英语课程的教学目标更为明确、教学内涵更为丰

富，也为铸牢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

有效平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

搭建了桥梁。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课程思政融

入四川民族地区大学英语教学的价值

四川是民族大省，少数民族人口超 400万，是全

国唯一的羌族聚居区、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和全国第

二大藏区（康巴藏区的核心和主体）［6］。当前，四川

民族地区高校的大学英语教育正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相较于新疆、西北和黔东

南民族地区，四川民族地区的英语教学研究相对匮

乏，以藏羌彝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听说

困难症现象明显［7-8］，亟须改革大学英语教学，找到

解决路径；另一方面，民族地区高校作为践行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阵地，在铸牢大学生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既有优势，又备受挑战。发

挥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优势，铸牢四川民族地区大

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地区的和谐

稳定发展，维护祖国和平、统一及各民族团结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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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好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课程思政

融入四川民族地区大学英语教学具有以下价值。

（一）为开展“三全育人”教育工作和民族团结进步

工作的重要渠道

大学英语课程作为高校大多数非英语专业学

生在本科阶段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和核心通识课

程，能够与思政教育形成强大的协同效应。四川民

族地区高校中少数民族学生众多，独具民族文化、

宗教文化等多元性的特点，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民族

团结进步教育工作的难度。当前，单一的思政课已

不足以满足加深民族团结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需要。因此，若能将课程思政有效融入大

学英语课程中，充分发挥非思政课的育人渠道，通

过在英语教学中积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讲授

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凝练深厚的民族

情感、相存相依的社会经济联系等，既能使学生深

刻认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关乎每个中国人的命

运共同体、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各民族

的最高利益”［3］，也能引导各族学生学会相互包容、

理解、尊重和友爱，促进他们之间的交流、交往、交

融，增强民族大学生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认识和理解，最终实现铸牢新时代大学生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目标，实现“三全育人”的教育目标。

（二）是培养德才兼备的英语人才的必要举措，夯实

大学生“四个自觉”“四个自信”和“五个认同”的重

要抓手

大学英语教学包含语言传授与文化传播双重内

容。在学习西方文化时，民族地区大学生若是对西

方文化不加辨别、全盘吸收，势必会对他们的文化观

念造成影响。课程思政融入大学英语教学，在中西

文化对比中以批判性的视角帮助学生正确解读西方

文化、清楚认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而帮助他们形

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可为进一步维护

民族团结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贡献力量；同时，站在

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看，课程思政融入四川民族地区

的大学英语教学是培养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理想信

念、责任担当、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的德才兼备的民

族英语人才的有效方式；再次，在当前多元现实环境

和网络的冲击下，民族大学生的价值观念、思维意

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等都遭受着侵蚀

和冲击，课程思政融入大学英语教学，更能以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牢固树立学生对

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的正确认知和认同，增强民族学

生的“四个自觉”“四个自信”和“五个认同”，提升人

文素养，强化理想信念，实现全面发展。

（三）有利于培育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相比于其他高校，民族地区高校更肩负着传承

民族优秀文化、培育民族优秀人才、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重任，其教学定位更为注重维护民族团结进

步，促进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少数民族

大学生，“具有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复杂成长

环境，面临着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本民族认同

‘三重’价值观念的整合”［9］。课程思政融入大学英

语教学，能够同思政课一道形成立德树人合力，抓

住民族地区大学生思想价值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

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思想、爱国情怀、中华传统文化、

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教育等与语言文化的有机融合，

结合历史人物故事、经典著作品读、影视资源鉴赏

等方式，言传身教，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润

物细无声般地化于无形，融于细微，在民族地区学

生中形成思想共鸣，从而使他们明辨是非，成为中

华民族共同体信念的坚定拥护者和实际践行者。

民族地区高校铸牢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有利于充分践行民族办学理念，发挥自身优势，落

实党和国家实现民族复兴的时代使命。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课程思政融

入四川民族地区大学英语教学的路径

（一）构建思政教育融通课程体系

现今单纯的思政课已不足以充分发挥育人功

效，满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需要。四川民

族地区高校要积极践行“协同育人”的课程思政理

念，创新课程体系构建，打造“思政课+大学英语课”

等以思政课为主，通识课程、专业课程等为辅的思

政教育融通课程体系，“突出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

相融通”，“实现从‘思政课程’主渠道育人向‘课程

思政’立体化育人转向”［1］，这样才能更全面落实立

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整体提高各族学生的政治

觉悟、思想水平、道德修养和文化素养，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要构建思政教育融通课程体系，就是要坚定以

思想政治教育为目标，积极创建多元素、综合性、全

域化的教学体系，把思想政治教育纳入各学科各课

程的人才培养方案、形成性考核评价及终结性考核

评价中，使思想政治教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

现知识结构、教学设计、方法过程和结果评价整体

化的思政教育目标聚焦，将思想政治理论与实践教

学有机融入各类课程的“面对面”第一课堂、“活动

式”第二课堂、“体验式”第三课堂和“网络式”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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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构建较为完备的“思政课+”课程教学体系。

（二）深挖语言文化中的思政元素，找准隐性思政教

育切入点

要实现课程思政与大学英语教学的融会贯通，

深挖英语教材中的思政元素，找准“隐性思政教育”

切入点是关键。可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

中国故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方面着手。

1.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需以增进各族师

生的“五个认同”为目标［1］，其中“对中华文化的认

同”可作为课程思政融入大学英语教学并进行“隐

性思政教育”的切入点，因为英语教学中充斥着大

量的中西方文化对比，是培养批判性思维、宣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阵地。一方面，要结合单元主

题，整合教学材料，细心挖掘那些可以大力彰显国

家统一、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的中国传统文化，唤醒

各族人民的集体记忆，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文化；

另一方面，要善于开发和利用教学素材中的民族文

化资源，引导各民族学生求同存异，明确认识正是

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多样性文化，才使得中华文化历

久弥新、异彩纷呈；再次，要在中西文化对比中，培

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引导他们以客观批判的视

角，在充分认识和肯定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去

粗取精，正确看待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并

弘扬中西方文化中向上、向善的正能量价值观念、

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

例如，在讲解《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综合教程3》
中关于“胡同姻缘”的课文时，教师可将我国历史中

的胡同文化引入课堂，通过课前导入、课中阅读、视

频鉴赏、小组讨论等方式，激发学生对胡同这一古建

筑的兴趣，并思考隐藏在胡同背后的老北京人的思

想观念、人际关系、文化特性等，以“胡同”为桥梁展

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同时培养学生用双语

向世界介绍这一文化的能力。又如《全新版大学英

语综合教程》中有一单元与西方的“感恩节”主题相

关，教师在介绍西方这一文化传统的同时，可对比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清明节，让学生认识到清明节祭祀

祖先的习俗实际倡导的正是慎终追远、敦邻睦族的

孝亲传统和感恩文化。同时，开展民族学生间的文

化交流与讨论，让民族间的思想火花交融碰撞，最

终以文化为纽带促进民族学生间的互动，形成共识

性的价值观念体系。

2.讲好中国故事

一方面要深挖教材中的中国故事，精心设计，

创新形式，引导各民族大学生深刻认识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的格局特征和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讲话中说，“我们讲中华民族多

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

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

多元是要素和动力的辩证统一。中华民族和各民

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

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10］要
讲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就是要让学生体验多

元、认同一体，尊重多元、维护一体。由于英美文化

本身就具有多样性，在大学英语的教学中很容易通

过类比的方式让学生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多元性，并

引导学生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但更重要的是，我

们需要强调共性，让学生认识到多元凝聚成为的一

体。这就需要讲清讲透中华民族的辽阔疆域是各

民族共同开拓的，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是各民族共

同书写的，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

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2］。
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认识并坚守各民族间的

平等与团结。教师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应灵活变

通，巧妙结合思想政治理论中关于各民族平等团结

的知识，让学生认识到各民族虽在历史、文化、经济

发展等程度上存在差异，但在法律权益、政治权益、

社会地位等方面都是平等的，并身体力行，用心尊

重和保证少数民族学生的基本权益，在小组活动中

提倡民族互助、和谐相处，激发各民族“同呼吸、共

命运、心连心”的民族团结意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例如《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综合教程 3》第
三单元的视听练习涉及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中

西方文化对比，教师可通过举例中国文化中的团结

就是力量，引申讲解中华各民族团结奋斗、多元一

体，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以及追求团结统一的

精神内核。

3.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的美好价值品质，承载着各民族一以贯之的精

神追求和价值理性，内蕴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精神根基［11］。西方文化中的客观、理性、科学精神、

规则意识、法治意识、责任意识和信用意识等，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基本相通之处［12］，如若教师

善于挖掘设计，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许多素材均可作

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例如，在对

《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视听说 3》中“幸福”这一单元

进行教学设计时，教师可充分利用任务式教学法的

优势，帮助学生从多角度、多层次理解“幸福”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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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并采用问题导向法，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地引导

学生从个人、国家和世界三个层面探讨实现幸福的

方式，由此树立大学生奋斗的幸福观，唤起他们珍

惜当下的意识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

斗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结合学生对中华

民族的认知、情感和意志，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价值共识，“将学生的国家认同、中华民族认同

上升为长效稳定的爱国、爱中华民族的信念，并驱

动学生把这一信念转变为自觉的报国行为”［13］。
（三）革新教学方法，创新教学形式

要实现课程思政与大学英语教学的有机融合

并进行有效教学，应灵活采取任务式、项目式、合作

式、体验式的混合式教学方法，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并积极开拓第二、第三课堂协同育人。

任务式教学法是教师通过引导学习者在课堂

上完成设定的不同任务来进行教学［14］。这种以参

与、体验、互动、交流、合作为主的学习方式，充分发

挥了学习者自身的认知能力，调动了他们已有的目

的语资源［14］；项目式教学法是师生通过共同实施一

个完整的项目工作而进行的教学活动，学习者在教

师的指导下，规划、监控、参与并完成项目。基于项

目的学习可以增强学生的自信心、独立性、社交能

力、合作能力和团队意识，增强学习动机、参与度和

快乐感，并培育问题求解与批判性思维的能力［15］；
合作式教学法是以教学对话和课堂讨论的方式，由

师生合作，通过相互启发与共同思考，探究和解决

预先提出的问题［16］。合作的形式是多样的，师生合

作、生生合作、小组合作等都可体现学习者的创造

性、自主性和互动性；体验式教学法是指在教学过

程中为了达到既定的教学目的，从教学需要出发，

引入、创造与教学内容相适应的具体场景或氛围，

以引起学生的情感体验，帮助学生迅速而正确地理

解教学内容，促进他们的心理机能全面和谐发展的

一种教学方法［17］。学生讲课法、体验交流法等体验

式教学法能让学生体验到亲切，温暖的情感，从而

产生积极的情绪和良好的心境，在乐观向上的精神

状态下愉快地学习。以上教学方法都各具优势，并

相互关联、彼此作用。教师应根据教学目标的设定

和教学内容的设计，灵活整合各方法，因材施教。

同时，教师应积极为学生打造第二、第三课堂，

最大限度发挥课外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有效延伸

课内的思政教育。一是要努力拓宽英语学习、思政

学习的空间和渠道，如带领学生走进博物馆、校史

馆、展览馆、科技馆等场所，在校外课堂中让学生了

解学校的光辉历史、所处城市的发展、国家科技的

兴盛和文化的繁荣，并创造机会鼓励学生用英文表

达自身体验和感受；二是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英

语+思政”文化活动，优化校园育人环境。用外语歌

曲礼赞祖国、中英文经典诵读会、以爱党爱国爱人

民为主题的英语演讲比赛、话剧大赛、短视频大赛

等均对各民族大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

观，塑造自信自爱形象，构建团结和谐友爱关系等

方面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三是打造多维立体的课外

学习平台，拓展课程思政的空间和维度。如教师充

分利用新媒体技术，自建微信公众号并发布“英语+
思政”学习的相关信息，向学生推送经典美文，并在

平台上设置师生互动，在为学生答疑解惑的同时，

全面关注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情感健康。

（四）打造育人师资队伍，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培育

课程思政融入大学英语教学，在民族地区铸牢

大学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师资队伍是关键要

素和基础保障，因为教师不仅是课堂教学的知识供

给者、组织者，也是互动者、交际者、帮助者、指导

者、协助者、创造者［18］，其育人意识和育人能力决定

了大学英语课程的育人效果。大学英语教师要充

分认识本学科的内在价值和社会价值，增强全面培

养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要意识到大学英语课程教

学本身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辅助过程，大学英

语课堂的育人功能的基本实现形式为知识传授、价

值塑造与能力培养相统一。打造育人师资队伍可

通过以下途径：

其一，不断加强理论认知。首先应重点学习与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的理论与实践知

识，深刻把握其历史渊源、本质内涵、发展路径等，

引导教师认清在大学生中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民族地区高校

还应对大学英语教师进行“课程思政”专题知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知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等专

题培训，拓宽学习渠道，丰富学习形式，并加强英语

教师与思政教师的合作交流，鼓励构建教学团队，

以更好整合教学资源、探索教书育人的优质途径。

其二，树立卓越师德师风。教师需要在传授语

言文化这些显性知识以外，更重视思想、道德、文

化、情感、价值观等隐性知识的输入，将爱国主义情

怀、进取心、事业心、责任感、刻苦钻研等高尚品格

融入课堂、融入课题、融入文章，将维护民族团结的

使命感和责任感贯穿于立德树人全过程，以卓越的

师德师风、人格魅力、学识风范教育、感染学生，“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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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

持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

术规范相统一，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努

力成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

者、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1］。

四、结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国当前党和国

家民族工作的重心所在［9］。民族地区高校作为开展

民族素质教育，培育合格民族人才的重要场所，在

全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承担着崇高使

命。在课程思政协同育人的方针之下，各类课程都

应承担践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实现全员全程全

方位育人的重任，大学英语课程更是如此。四川民

族地区高校的大学英语教育应站在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家和谐稳定与长治久安的高度

上，努力构建思政教育融通课程体系，引导教师深

挖英语语言文化中的思政元素，找准“隐性思政教

育”切入点，革新教学方法，创新教学形式，并全力

打造育人师资队伍，促使各族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互帮互助、团结和谐、友爱相

处，同心共筑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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