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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ＯＢＥ 理念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智慧教学模式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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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当前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和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如何提质增
效，是高校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ＯＢＥ教育理念关注学习成效，适用于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的实践改革。基于
ＯＢＥ理念，融合智能技术，探索性地提出了构建基于以成果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持续改进理念的大学英语课程
思政智慧教学模式，促进大学英语思政育人达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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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国外关于ＯＢＥ教育理念率先由美国学者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

Ｓｐａｄｙ于１９８１年在“Ｏｕｔｃｏｍｅ－ｂａｓｅｄ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一文中提出。２０１３年Ｍｏｌｌｉｅ Ｂｕｔｌｅｒ从历史渊源、理论基础和
效果经验证据的角度阐述了ＯＢＥ的可行性。我国学者于２１
世纪初开始对ＯＢＥ进行研究，但对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研究
时间尚短，通过ＣＮＫＩ的可视化分析，教育领域ＯＢＥ及其应
用的研究经过约１５年的积累，于２０１５年开始迅速增长，学者
主要从以下视角入手，基于ＯＢＥ理念的课程设计、教学案例、
教师教育人才培养研究；以ＯＢＥ理念为基础的课程思政研究
视角，始于２０２２年，有学者探索了ＯＢＥ理念下课程思政实施
的规律和方法以及基于ＯＢＥ理念的大学英语教材创新开发。
２０２２年教育部开始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并推出“国家
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２０２３年推动举办“世界数字教育大
会”“教育数字化现场推进会”等。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研
究始于２０１９年，学者们分析了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现状分
析、内涵、阶段与实施路径。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课程思政
研究，学者们从设计理论与方法、实施进路与评价创新展开
研究。而对于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研究
目前仅有一篇，文章以扬州大学为例，探索性地提出了数字
化转型背景下大学外语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路径。

综上所述，经过几年的探索和推进，学者们关于教育领
域ＯＢＥ及其应用的研究已取得丰富成果。然而，学界鲜有研
究探索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以ＯＢＥ理念为指导助力大学英语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在当前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和高等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建设如何取得
实在成效，需要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不断探索和突破。鉴于
此，基于ＯＢＥ教育理念，本文拟以数字化转型背景为依托，探
讨如何构建基于以成果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持续改进理
念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智慧教学模式。

一、理论依据
ＯＢ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ｂａｓ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教育理念和策略的核心

是成果导向、学生中心、持续改进。中国于２０１６年加入《华
盛顿计划》，自此，ＯＢＥ教育理念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中逐渐
受到了关注。ＯＢＥ教育理念为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创新提供了新思路。以成果导向，反向设计教学目标，有助
于帮助大学英语教学从工具性导向转变到兼备工具性和人
文性的培养导向上，除了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也注重价值
目标，关注培育和引导学生的价值理念、品德修养和情感态
度等；以学生为中心，从强调老师教了什么转到学生学到了
什么上，教学活动的设计中注重教材内容与思政元素的有效
融合；通过持续改进和优化教学模式，将多元化评价主体和
多样化评价内容相结合，使教学更富有成效。
２０２２年２月，教育部提出加快教育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升

级。外语教育数字化转型与融合创新，是外语教师新时期的
使命和责任。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要顺应数字化转型趋
势，大学英语教师应努力提升“数字素养”，适应新型教育环
境，建好用好教育“新资源”，积极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以成果为导向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英语教学。

二、基于ＯＢＥ理念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智慧教学模式
设计

（一）重塑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为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把

三全育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英语教学全过程，
重塑大学英语教学目标至关重要。ＯＢＥ教育理念中，教学目
标先于教学内容存在并居于主导地位，根据“ＯＢＥ”的“反向
设计”原则，大学英语教学大纲除了强化知识目标、能力目标
等工具性价值外，还要凸显其人文性———价值目标，帮助学
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价值观，厚植爱国情怀，最
终实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有机统一。大学外语教学应推动
课程教学的知识本位向能力本位、素质本位和价值本位的转
变，强化其人文性价值。首先，从宏观的教学大纲制定和教
材选择上，要突出课程思政目标。比如《明德英语》的“元素
大纲”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２４个字１２个词组所构成，并

１１１

第３８卷第３期　 总第３８５期
２０２５年２月（上）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Ｏｐｅｎ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Ｖｏｌ． ３８． Ｎｏ． ３（Ｇｅｎ． Ｎｏ． ３８５）
Ｆｅｂ．（ｆｉｒｓｔ ｈａｌｆ）２０２５



将其作为大纲核心。其次，广大一线教师要将大学英语课程
思政的目标体系细化。以《全新版大学进阶英语综合教程思
政智慧版１》为例，笔者所在教学团队结合教材内容，挖掘每
个单元的思政元素，对教材进行第二次开发，细化每个单元
每次课的思政目标。以第一、二单元为例，第一单元“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Ｄｒｅａｍｓ”的思政点如下：自强、奋斗、民族复兴，强化
努力进取和自强的品格；影响成功的因素：内因（个人的天
赋、兴趣、勤奋等）和外因（导师、家风、环境等）；美国贫富分
化、种族歧视、限制移民，增强民族自信心。第二单元
“Ｆｒｅｓｈｍａｎ Ｙｅａｒ”的思政点是：珍惜大学时光、做好职业生涯
规划、大学生独立品格。重塑思政目标是优化课程思政教学
内容的前提。

（二）优化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内容
ＯＢＥ理念围绕预期目标对课程资源、教学过程、教学内

容和教学组织实施进行反向设计。针对目前大学英语教材
普遍存在缺失中国文化的现象，我们要重新构建大学英语课
程思政教学内容。课程思政内容的重构要以课程思政教学
目标为基本方向。大学英语教师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使教学内容得到广泛延伸，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国
情怀、文化素养、道德修养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思政元素。
以笔者所在学院为例，学院组织教师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ＢＢＣ纪录片《中国春节》
《中国故事》等双语课程思政素材资源整理成库，并整理出有
关科技、环境、文化、教育、经济和青年等主题的金句、用典、
文言文以及从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ＴＥＤ、ＣＧＴＮ中搜集相关音视频补
充材料，建设校本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库。同时，广
大教师们要充分利用开放式、交互式、国际化的网络平台来
引入、补充、组合新的英语教育教学资源，利用现有优质课程
思政资源库，比如胡开宝教授团队建设的“《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多语种数据库综合平台”，可以通过查询精心筛选出匹配
教学内容的思政元素，是信息技术赋能课程思政的成功尝
试。笔者所在教学团队，对每个单元的教学内容设计都集思
广益，从校本思政教学资源库和其他开放的优质课程思政资
源库中搜寻、补充、拓展与教学内容高度相关的思政元素。
例如教材某单元以“Ｍａｋｅ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为主题，我们
结合教材内容给学生补充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ｒｉｖ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分三步
走描述的中英文材料，以及习近平主席在《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中有关创新发展的经典论述的中英文汇总材料，并设计
了选择和连线的中英文匹配练习，给学生营造浸润式的学习
场景，采取巧妙、恰切、有机的融合，提升语言技能和增强学
生历史使命感。

（三）构建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混合式教学模式
传统的教学模式多以教师为主导，已不能满足“００后”学

生在技术意义上“渴望认同”的身份建构需求。ＯＢＥ教育理
念倡导以学生为中心，信息技术赋能教学能有效激发教学活
力、调动学生积极性和热情并革新传统教学生态。高等教育
数字化转型为教师们创新教学方法提供了诸多利器。在大
学英语课时逐渐减少的趋势下，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拓展课程思政教学时间和空间不失为良好举措。大学英语
教师要积极利用优质线上课程、教学平台，如Ｕ校园、ｉＷｒｉｔｅ、
ＩＴＥＳＴ、ＷＥ Ｌｅａｒｎ数字平台、虚拟教研室等，优化大学英语课

程思政教学设计，积极开展线上线下、课内课外、显性隐性相
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以预期学习成果为导向实施教学过
程的各个环节，从课前、课中和课后全过程实施大学英语课
程思政，切实提升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效率与效果。经过
教学实践，笔者所在教学团队探索构建和实践了智能技术赋
能课程思政教学手段和模式。

课前，主要通过学生线上预学初步融入育人价值引领和
导向。教师从课程思政资源库查询匹配教学内容的资源，设
计导学自学任务，在超星学习通平台上传学习资源和发布学
习任务，创设课程思政情境，引导学生完成相关学习和讨论
任务。课中，潜移默化渗透育人价值和促进育人目标达成。
教师首先对线上预学情况给予反馈和答疑解惑，再聚焦重难
点和课程思政主题，设计任务式、项目式、合作式的教学活
动，营造智慧化育人空间。比如主题演讲、角色扮演、讨论辩
论等多模态的成果展示，同伴互评和教师点评相结合，提高
学生的接受度、参与度和满意度。课后，进一步培养和锤炼，
最终实现育人目标。教师在ＷＥ Ｌｅａｒｎ和Ｕ校园平台设置相
应的复习章节任务，学生完成作业、测试、问卷并分享学习日
志，最大限度地拓展课程思政的外延和场景，实现学习的连
续性与持续性。

笔者以教学实践为例，例如教材中第五单元以“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为主题的课程思政教学内容设计。课前，教师
将人类水资源危机现状的相关英文视频和从课程思政资源
库查询匹配的关于水资源保护的双语资料上传至超星学习
通平台，请学生预习课文并搜集整理有关水资源保护中国智
慧的英文语句分享至平台讨论栏，供同学们相互学习交流。
通过初步创设思政情境，引导学生认识人类水资源危机的客
观性，树立环保理念，感受中国智慧的魅力。课中，教师主要
聚焦文章的重难点段落，结合学生搜集的有关水资源保护中
国智慧的语句及英译，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请学生
思考讨论并小组汇报：Ｗｈａｔ ｈａｓ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ｄｏｎｅ ｔｏ ｃｏｎｓｅｒｖｅ
ｗａｔ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ｃａｄｅ？引导学生关注中国在水资源保护方
面做出的努力，大国担当形象的凸显，帮助学生树立民族自
豪感，厚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爱国情怀。课后，教师在
ＷＥ Ｌｅａｒｎ平台设置对应的复习章节任务，并请学生撰写一篇
１５０词左右的英语短文，主题为“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ｗｅ ｄｏ ｔｏ ｃｏｎｓｅｒｖｅ
ｗａｔｅｒ ａｓ ａ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提交至学习平台，学生和教师根据
已经制定的评价标准对所分配的短文进行线上评价，语言技
能提升的同时实现使学生将把个人、国家、人类的命运融为
一体的价值引领。通过课前、课中、课后的连续性教学活动
设计，扩展持续教学空间。教师对教材的思政元素进行挖
掘———知识重组，利用信息技术将内容拓展———广度延伸，
使育人目标和语言目标有机融合，构建由点、线、面相结合的
整体育人框架。

三、基于ＯＢＥ理念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多元评价与持续
改进

（一）人机协同多元评价促提质增效
ＯＢＥ教育理念中，以学习目标和成效为导向，学习成效

也是目标达成度的体现。建设和完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考
核评价方式有助于促进课程思政切实提质增效。数字化转
型赋能大学英语课程思政的评价创新，应从评判成绩、结果
的经验导向逐步转向基于过程、证据的循证导向。笔者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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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对大学英语课程的考核采用形成性评价与结果评价、课
内学习成果与课外学习成果相结合的评价方式。线上学习
平台ＷＥ Ｌｅａｒｎ和Ｕ校园的自学成果占比期末考核１０％，由
学生的在线学习时长、在线测试成绩和登录次数构成这部分
成绩。针对课程思政实施的效果评价，教师需要将机器数据
分析与人工价值两种评价方式的优势相结合。利用各学习
平台大数据生成的数据集，通过分类整理，对照预期目标，评
价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教学目标达成度。教师参考这些调查
数据，结合人工价值判断，形成评价结果，并分析找出相应的
干预和改进策略。教师在实施干预和改进策略的过程中，比
如督促学生加快ＷＥ Ｌｅａｒｎ和Ｕ校园线上学习进度和提高答
题准确度，再次通过多渠道收集多模态数据，并循证化检验
干预成效，最终完成促进三全育人的大学英语课程思政评价。

（二）持续评价促动态优化
持续改进是ＯＢＥ理念的重要内容，学习成果评估要遵循

评估—改进—再评估的循环。每学期课程结束，教师请学生
撰写学习反思日志，开展问卷调查、质性访谈等方式持续跟
踪收集数据并形成记录，持续性关注学生变化。结合不同学
期的教学评价与反馈，教师要总结反思、记录、分析教学目
标、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实施情况，实现课程的持续改进。每
次评估都是下一步改进的基础，每次改进都要进行再评估，
如此循环，不断提升质量，最终达成预期学习成果。

四、结语
在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和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改革和

创新大学英语教学是大学英语教师新时期的使命。本文基
于ＯＢＥ教育理念尝试建构和实践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智慧教
学模式，通过明晰课程思政价值导向，重塑育人目标，优化课
程内容，深化技术赋能教学创新，强调人机协同多元评价和
持续评价，希望为数字化转型赋能高校大学英语课程思政提
质增效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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