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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产出导向法的民族地区商务
英语类课程思政元素融入研究

乔 瑒，雷 惠，高吕斌

摘要：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民族地区商务英语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在产出导向

法视域下，针对民族地区商务英语类课程思政存在的两大问题，总结民族地区商务英语类课程

思政元素融入原则，提出“五四三”民族地区商务英语类课程思政元素挖掘思路以及“三感三

度”民族地区商务英语类课程思政课堂教学思路，以期为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的创新发展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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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0年6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要求课程思政建设工作要围绕全面提

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在全国所有高校、所有学科专业全面推进[1]。外语教学是我国高等教育教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大思政”育人格局下，外语“课程思政”必然是高等教育“课程思政”建

设不可或缺的环节[2]。学者专家从外语课程思政的内涵、思政元素挖掘、教学设计、教材建设、教师发展

等视角展开了丰富的研究，从顶层设计到全过程实施，外语课程思政建设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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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民族地区外语人才，特别是商务英语人才，能够有效服务

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民族地区商务英语专业应致力于培养更多“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

“永久牌”高素质商务英语应用型人才，这对民族地区商务英语类课程思政教育提出了新挑战，而教师是

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因此，本文基于产出导向法，聚焦民族地区商务英语类课程思政元素融入，

为民族地区商务英语专业教师提供课程思政元素挖掘思路和课程思政课堂教学思路，以期提高民族地区

商务英语专业育人能力。

二、商务英语类课程思政和产出导向法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上)——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南》，其中包括《商务

英语专业本科教学指南》，规定商务英语专业的培养目标为：“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和相关商

务专业知识，拥有良好的人文素养、中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熟悉文学、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等相关理

论知识，掌握国际商务的基础理论与实务，具备较强的跨文化能力、商务沟通能力与创新创业能力，能

适应国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外交流与合作需要，能熟练使用英语从事国际商务、国际贸易、国际

会计、国际金融、跨境电子商务等涉外领域工作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3]其中，“拥有良好的人文素养、

中国情怀与国际视野”“具备较强的跨文化能力、商务沟通能力与创新创业能力”“适应国家与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对外交流与合作需要”是商务英语类课程思政建设的育人目标体现。商务英语专业课程建设

围绕“两条主线”开展：一是突出“人文素养底色”，一是实施“跨文化、跨学科教育的系统化设计”[4]。

课程思政能够有益补充“人文素养底色”教育和“跨文化”教育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念“产出导

向法”能够为商务英语类课程思政建设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可以进一步从微观教学层面探讨其对课程

思政建设的适用性。

“产出导向法”（Production Oriented Approach）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团队创建，

其提出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文秋芳教授[5]。产出导向法是符合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理论，旨在克服中国外

语教学中“学用分离”的弊端。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产出导向法已在国内外外语教学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被广大教师运用于大学英语、英语专业、小语种、对外汉语等课堂教学。

首先，产出导向法教学理念包含学习中心说、学用一体说、文化交流说和关键能力说，这四大教学

理念与《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提出的“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帮

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1]的课程思政要求高度吻合。其次，产出导向法的教学流程

由“驱动－促成－评价”的三大环节构成，三大环节能够滋养课程思政教育。第一，驱动环节让学生对

课程思政教学“动心”。驱动环节要求设置真实的交际场景，让学生意识到自己的产出缺口，调动他们的

学习积极性，刺激学习欲望。驱动环节的设置能够有效对接课程思政教学目标，让学生在真实的交际环

境中去思考自己能够为家人、社会、国家、世界做什么，去真实贡献自己的才能，能够有效激励学生自

觉把小我融入大我。第二，促成环节让学生对课程思政教学“内省”。促成环节是教师为帮助学生实现产

出目标所开展的教学活动，帮助学生“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有针对性地为学生完成产出任务提供脚手

架。促成环节为价值观引导循序渐进地融入专业教学提供了空间，帮助学生解决自我剖析专业学习、能

力培养上的缺口和困难，学会反思自我全面发展。第三，评价环节让学生对课程思政教学“认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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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要求“师生合作评价”，强调学生评价必须有教师的专业指导，教师帮助学生在学习上发生质变和飞

跃。师生合作评价形成师生学习共同体，有助于加强师生认知和情感联结，提供充分的机会让教师在专

业知识和能力评价中，在课前、课中、课后，及时、适时地激励学生，能够进一步发挥教师育人主力军

作用，提高立德树人成效。

由此可见，产出导向法能够有效地指导课程思政元素融入专业教育，利于解决课程思政教学“贴标

签”“两张皮”的问题，从而更好地帮助学生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民族地区商务英语类课程思政元素融入存在的问题

课程思政理念已深入人心，教师们积极推进所教授课程的课程思政改革创新，取得了一定的育人成

效。从课堂教学出发，经教研活动讨论和师生访谈，发现民族地区商务英语类课程思政元素融入仍存在

两大差异性问题，即思政元素未本土化、思政融入未渐进化。

（一）思政元素未本土化

思政元素未本土化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未积极结合身边榜样事迹，二是未充分体现当地民族文化。

为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永久牌”高素质商务英语应用型人才，需要促进学生

在认知上和情感上对民族地区产生认同，具备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地区服务意识。因此，亟须在课

程教学中融入留在民族地区发展的榜样事迹和体现本土民族文化的内容资源。从民族地区青年人才（特

别是本校优秀大学生）成长故事中，在历史文化、民族文化、旅游文化、经济发展等方面，深入挖掘与

专业教育契合的思政元素，结合真实商务案例，为学生介绍民族地区发展优势和文化特色，潜移默化地

让学生了解民族地区、理解民族地区、爱上民族地区，激励他们服务民族地区发展，增强服务民族地区、

服务乡村全面振兴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成长为民族地区“永久牌”高素质商务英语应用型人才。

（二）思政融入未渐进化

思政融入未渐进化主要体现在输入材料未渐进化和输出活动未渐进化。民族地区商务英语专业学生

偏向被动学习，存在学用分离现象。在思政元素融入过程中，为防止学生在理解课程思政教学内容时产

生学习负担，应做好渐进融入，搭好教学支架，抽丝剥茧地引导学生理解课程思政教学，提升学生的学

习体验，更好地帮助学生将思政元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好思政元素融入过程中的输入材料渐进化，

需要深入勘探教材文本和增选课程思政教学资源中的课程思政元素，特别是商务案例中蕴含的思想政治

教育资源，贵精不贵多，由点到面、从易到难地传递给学生。做好思政元素融入过程中的输出活动渐进

化，需要合理提升输出活动的挑战度，自下而上地统筹布置输出任务，并根据学生产出效果及时调整和

改进输出活动要求，营造课程思政教学的良好氛围。

四、基于产出导向法的民族地区商务英语类课程思政元素融入原则

胡杰辉提出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四项原则，即教学目标的精准性、内容组织的体系性、流程设计

的渐进性和评价反馈的整合性[6]。基于胡杰辉的四项原则，融合产出导向法三大教学环节，针对民族地区

商务英语类课程思政存在的问题，提出基于产出导向法的民族地区高校商务英语类课程思政元素融入教

学设计的三项原则，即驱动环节的融入精准性、促成环节的融入渐进性、评价环节的融入整合性。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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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原则与“驱动－促成－评价”循环教学流程环环相关，能够为解决思政元素未本土化和思政融入未渐

进化问题提供方向，有效促进课程思政与专业教育高度融合，让价值引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的三位

一体学习自然发生，为民族地区商务英语教师提供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方向。

（一）驱动环节融入的精准性

产出导向法教学中，驱动是第一个教学环节。在驱动环节，会完成“呈现交际场景—学生尝试产出

—教师明确教学目标和产出任务”三大活动驱动环节交际场景的有效设计，能够引导学生对本次课程思

政元素和教学内容动心，激发学生内生学习动力，让课程教学效果事半功倍。在《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

学指南》指导下，民族地区商务英语类课程思政的目标设计可强调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助力乡村振

兴。因此，在驱动环节交际场景设计中，课程思政元素融入需要强调“精准性”。在精准地挖掘教材思政

元素后，精准对接地方经济文化发展需求，还原真实商务英语案例，精准地把握学生情况和当下热点，

将课堂思政元素和学生兴趣精准地结合起来，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发布交际场景，呈现产出任务。驱

动环节的融入精准性，要求教师精准地把握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方向和本土文化特色，并将之与学生兴趣

融合，将课程思政元素设计在学生乐于接受的交际场景任务。

（二）促成环节融入的渐进性

产出导向法教学中，促成是第二个教学环节。在促成环节，通过多样的教学活动，为学生提供脚手

架，循序渐进地完成内容、语言、结构三方面促成，促成活动强调“精准性、渐进性、多样性”。课程思

政元素融入促成环节时，主要体现对教学材料的使用，需要强调的关键是“渐进性”。从布卢姆认知维度

来看，有六类认知活动：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7]。切记不可直接把课程思政教学内容生

硬地抛、掷、投给学生，需要在遵循学生认知水平的基础上，带着学生抽丝剥茧地、潜移默化地吸收课

程思政教学材料。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入应与专业教育环节保持一致，针对语言水平较低的学生，促成活

动起点可靠近认知加工序列前端，启用低级和中级认知挑战，以记忆、理解、应用和分析活动为主。针

对语言水平较高的学生，促成活动起点可以后移，启用中级和高级认知挑战，以应用、分析、评价和创

造的认知活动为主[8]。为提高民族地区商务英语专业学生语言水平和学习积极性，教师在课程思政教学

中，应以记忆、理解、应用、分析活动为主，适量地融入评价和创造活动。促成环节融入的渐进性，要

求教师循序渐进地提供课程思政输入材料和输出材料，让学生自然吸收课程思政元素。

（三）评价环节融入的整合性

产出导向法的评价环节，强调即时评价和延时评价，以及师生合作评价。即时评价是指课上当场随

时对学生产出进行评价，延时评价是指课后对学生产出进行评价。师生合作评价实施原则为“课前目标

导向、重点突出，课中问题驱动、支架渐进，课后过程监控、推优示范”[9]。评价环节，要求做好课前、

课中、课后全过程评价。在评价环节，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会受到同伴评价和老师评价的严重影

响。因此，评价环节的课程思政元素融入的关键在于“整合性”。教师需要加强与学生的认知连接和情感

连接，整合学生课前、课中、课后表现，整合学生自我评价、同伴评价、教师评价，整合学生认知收获、

情感收获，做好三个方面的整合。在此强调对学生认知收获和情感收获的整合。人是情绪动物，课程思

政必定离不开情感化人，情感收获也应是课程思政教学评价的重点。认知上的收获可能是会被遗忘的，

但是情感上的收获会一直激励着学生前行。评价环节的融入整合性，要求教师整合课程思政元素融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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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输入和输出材料，重视学生情感收获，为学生全面成长保驾护航，切实做好学生的引路人。

五、基于产出导向法的民族地区商务英语类课程思政元素融入探索

在民族地区商务英语类课程思政元素融入的三项原则（驱动环节融入的精准性、促成环节融入的渐

进性、评价环节融入的整合性）指导下，设计“五四三”民族地区商务英语类课程思政元素挖掘模式，

提出“三感三度”民族地区商务英语类课程思政课堂教学思路，构建民族地区课程思政改革路径。“五四

三”民族地区课程思政元素挖掘思路确保挖掘出体现民族地区特色、服务民族地区发展的课程思政教学

元素，“三感三度”课程思政课堂教学思路保障课程思政学习体验和育人成效。

（一）“五四三”民族地区商务英语类课程思政元素挖掘思路

有效的课程思政元素是课程思政教学成功的一半，民族地区商务英语“五四三”课程思政元素挖掘

思路，即“五源”“四基”“三联”，能够有效解决课程思政元素融入的本土化问题。

“五源”即思政元素“源于学校、源于民族地区、源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源于中国共产党、源于中华

五千年文明”。紧紧围绕“坚定学生理想信念，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为主线，

优化课程思政供给，在从学校、从民族地区、从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中国共产党辉煌历史、从中华五千

年文明中汲取思政力量。“五源”课程思政教育元素，能够更好地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

情怀，有效地培养学生对民族地区的热爱之情，增强学生对服务民族地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激励学生

服务乡村振兴。

“四基”即思政元素的取舍要“基于教材、基于学情、基于真情、基于热点”。民族地区学生学情更

为复杂，面对来源众多的思政元素，应慎之又慎、优中取优。取舍时，首先考虑其与教材专业学习内容

的契合度，并思考其与学生兴趣爱好等情况的匹配度。然后，选择的思政元素及其材料一定要首先感动

任课教师本人。只有任课教师先动心了，才能真诚深情地去引导学生对思政元素动心。最后，可结合时

事热点，让思政元素与时俱进，将思政元素年轻化。为提高民族地区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学习积极性，只

有“基于教材、基于学情、基于真情、基于热点”的课程思政元素，才能更好地触动学生去自觉主动地

接受课程思政教育。

“三联”即思政元素的收集要坚持“中外联动、教师队伍联动、师生联动”。中外联动是指，思政元

素的收集既要立足中国，服务民族地区，精选能够促进培养具有国家情怀、民族情怀、人民情怀的人才

的商务英语材料，也要放眼世界，精选能够促进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的人才的商务英语材料。

教师队伍联动是指汇聚其他课程教师、辅导员、班主任等校内外教师队伍的力量，及时寻求思政课教师

指导，拓宽课程思政元素收集来源，提升课程思政元素收集质量。师生联动是指，任课教师在融入课程

思政元素时，要时刻与学生共情，全方位地去捕捉学生在认知和情感领域的收获，与学生的思想同频共

振，才能更好地将育人效果落实落细。

（二）“三感三度”民族地区商务英语类课程思政课堂教学思路

挖掘好课程思政元素后，课程思政成效落在课堂教学中的融入。尽管课程思政元素融入过程的教学

效果很难量化，但是教师可以从确保学生学习体验入手，保证课程思政教学效果。提出“三感三度”民

族地区商务英语类课程思政教学建设思路，让学生“有新鲜感、有期待感、有获得感”，让课堂“有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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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有深度、有热度”。“三感三度”课程思政课堂教学符合民族地区学生学情，能够有效保障课程思政

元素入脑入心入行。在“驱动－促成－评价”教学流程中，“三感三度”民族地区商务英语类课程思政课

堂教学建设思路具体如下。

1.驱动环节：真实的思政场景

在驱动环节融入精准性的指导下，创设真实的课程思政场景，设定真实的课程思政目标。商务英语

专业教学中常见商务案例，真实的思政场景和目标会让学生有新鲜感、有获得感，让课堂有温度、有深

度。课程思政融入教学时，应该创设本土特色的真实思政场景。一个真实的场景是将来可能真实发生的

任务，能够赋予学生真实可感的话题（产出的内容是什么）、目的（为什么产出）、身份（谁产出、为谁

产出）和场合[10]，才能真正地激发学生去学习和思考。以商务英语专业的“综合商务英语”课程为例。教

师第一轮授课构建的场景基于“金梅茶”广告语推广，其中“金梅茶”是教师虚构的一个迎春花茶品牌。

授课过程中，教师发现学生时有困惑、学习动机不足，教学产出效果不理想，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也

不到位。师生访谈中发现学生对于“金梅茶”这一虚构品牌的认识很模糊。在第二轮授课中，教师将虚

构的“金梅茶”品牌替换为学生耳熟能详、经常购买的凉山地区“正中”苦荞茶，将其与学生喜爱的中

英文广告语结合，创设出基于大创项目的广告语创作交际场景，让学生在无意识中便对本次课的思政元

素“服务地方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动心。运用真实的元素设计的课程思政元素融入场景有效地调动了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学习产出效果好，课程思政教学效果得到了提升。

2.促成环节：渐进的思政融合

在促成环节融入渐进性的指导下，结合学生认知水平，匹配专业教学活动的认知难度，合理、渐进

地将课程思政教学与专业教学融合。渐进的课程思政元素融合，为学生克服困难、迎接挑战提供温度和

热度支撑，让学生始终对学习任务保持期待感、拥有获得感。结合民族地区商务英语专业学生习惯被动

学习、多喜视听活动的学情，课程思政元素在促成环节中的融合可以通过“提问法”“展示法”进行。通

过提问法，刺激学生在思想认识上产生思考欲望，并且能够自我反思和总结。通过展示法，从视觉和听

觉去触动学生在内心深处的情绪，激发学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因此，可依照

“启发式的课程思政提问链”和“多样性的课程思政展示链”这两条线，完成课程思政教育融合。首先，

设计好以“WHAT—WHY—HOW”为梯子的启发式的课程思政元素提问链。在课堂前期，教师引导学生

思考“什么 （WHAT） ”，为学生种下课程思政元素的种子。紧接着，带领学生初步认识“为什么

（WHY）”。在课堂后期，再次向学生强调“为什么（WHY）”，并指导学生总结出在专业教育中升华出

“怎么做（HOW）”。在提问链的基础上，形成“多样性的课程思政展示链”。以词语、短句为主，在听、

说、读、写、译等多元活动中，以文字、图片、短视频等形式，呈现课程思政材料。“启发式的课程思政

提问链”为课程思政学习增添期待感和获得感，“多样性的课程思政展示链”为课程思政学习增加温度和

热度。以商务英语专业的“英语写作 II”课程为例，在讲解商务信函时，教学目标是学生写一封信邀请外

商参加西昌产业招商引资推介会。设计的课程思政提问链是，“商务英语人才能够为凉山西昌文旅推介会

做什么”“为什么要邀请外国人参加凉山西昌文旅推介会”“怎么写邀请信来邀请外国人参加凉山西昌文

旅推介会”。选择的课程思政展示包括来自官方新媒体账号的凉山西昌文旅推介会短视频、新闻报告截图

和现场图片，以及西昌城市宣传片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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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价环节：持续的激励教育

在评价环节融入的整合性指导下，强调持续的激励教育，持续不断地在课程思政教学全过程中给予

学生正面的激励教育，让学生对学习有期待感、有获得感，让课堂有温度、有热度。整合师生评价、生

生评价和学生自评，结合课堂即时评价和课后即时评价，掌握学生个体学习进步曲线，积极肯定每位学

生的进步，通过榜样激励、情感激励和目标激励等，寓激励教育于专业知识和能力评价中，持续不断地

为学生专业知识和能力的成长提供动力。榜样激励方面，讲述好民族地区青年人故事，特别是本校优秀

学生在民族地区奋斗的故事。以社会责任感元素融入为例，在课上即时评价时，可以讲述黄文秀建设家

乡的感人事迹，也讲述本专业学生在民族地区支教后留任的动人故事。同时，榜样激励最好的示范是教

师本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时刻谨记“身正为师，德高为范”，坚定理想信念，一丝不苟地做好课堂教

学工作，爱岗敬业，争做四有好老师，以自身言行激励学生。目标激励方面，提高激励的针对性，做好

不同水平学生的分层次评价，根据学生学习起点，鼓励并指导学生设定不同的所教课程学习目标甚至专

业学习目标，积极帮扶学习困难的学生，积极指导优秀学生参加专业竞赛，为学生就业考研提供咨询，

激励学生奋斗。情感激励方面，热爱学生、尊重学生、赏识学生，通过面对面谈话或者网络聊天等方式，

关心学生学业生活，真诚地与学生沟通，激发学生内在动力，鼓励学生见贤思齐。值得注意的是，教师

在激励教育过程中，也可积极尝试组建学生团队，发动优秀学生带动全班学生共同进步。

六、结语

结合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需求，基于当前民族地区商务英语类课程思政存在的思政元素未本土化

和思政融入未渐进化问题，在驱动环节融入的精准性、促成环节融入的渐进性、评价环节融入的整合性

这三项民族地区商务英语类课程思政元素融入原则的指导下，设计“五四三”民族地区商务英语类课程

思政元素挖掘思路，提出“三感三度”民族地区商务英语类课程思政课堂教学思路，旨在将价值塑造与

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紧密融合，为民族地区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永久牌”高

素质商务英语应用型人才，助力民族地区外语课程思政创新发展。未来研究可分别在驱动、促成、评价

环节展开更为具体的分析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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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Business English 
Courses in Ethnic Regions Based on Production Oriented 

Approach

QIAO　Yang，LEI　Hui，GAO　Lübin

Abstract:Adhering to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promoting moral education,this paper tries to fix two 
major problem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ethnic region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roduc⁃
tion Oriented Approach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bjective of applied talents in business English in ethnic 
regions.It concludes three principl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business English courses in 
ethnic areas. Furthermore, the “five-four-thre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pproach and the 

“three senses plus three degre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methodology for ethnic regions are 
also put forward to help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nnovativ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Keywords:Production Oriented Approach;ethnic regions;business English;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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