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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赋能高职英语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探索
———以上海东海职业技术学院高本贯通项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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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各高职院校中，高职—应用型本科贯通的培养模式正在不断推广实施。笔者在所属学校高本贯通
英语教学中实施了“３４２３”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该改革以第一、第二、第三共三个课堂为主阵地，将职业素养、工匠
精神、文化尊重和守正创新的思政要素融入教学内容，通过建立教师主导的在线课程思政和学生主导的典型案例
两大在线教学资源，采用教师评价、学生评价和数字赋能评价三大主体评价方式。通过两年的教学实践验证，证明
“３４２３”课程思政教学模式能够有效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保持较强的学习动力，并促进他们未来成为高
素质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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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４年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发表
主旨演讲：携手推动数字教育应用、共享与创新。在会上他
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数字化是开辟教育发展新赛
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要进一步推进数字
教育，为个性化学习、终身学习、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和
教育现代化提供有效支撑。丁薛祥副总理提出，要强化数字
创新应用，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这为中国发展数字教育提
出了明确要求。
２０１４年起，上海开始探索在高校实施课程思政。出台了

《上海高校课程思政教育教学体系建设专项计划》，全面推行
“课程思政”建设。２０２３年６月２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
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坚定文化自私、担当使命、奋发有为，
共同努力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要讲好中国故事，加
强中外交流，就需要大量懂英语、会英语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高本贯通专业的学生均以成功转段职业本科为目的，大学英
语四级考试合格是转段的必要条件，这就需要高职英语教师
立足高本贯通高职英语课堂教学主阵地，落实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在数字化时代，如何能够实现数字赋能英语教学、
人才培养，是每位英语教师都应积极思考的问题。

一、数字技术赋能
数字技术赋能教学主要是指教师运用人工智能技术、互

联网技术等服务教学，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从而
为他们提供更加丰富的教学资源和学习机会。通过合理利
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教师可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追踪学
习数据，以更好地把握学生的学习动态、并及时调整教学策
略，有效推动课程建设和改革。在知网上以“数字赋能”和
“高职英语”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搜集到６篇文章。这些研
究主题可以分为三类：一些研究者阐述了数字赋能高职英语
教学的含义以及运行机制，另一些研究者探讨了数字赋能混
合式教学和英语教学的实践；还有一些研究者基于数字技术
赋能具体的专业课程。从中可以看出，目前还没有研究者将

数字技术应用于高职课程思政改革。
二、课程思政实施的必要性
（一）外语课程思政内涵
２０１４年４月，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解决了教
育“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的问题，也为高职
英语教学改革指明了方向，以此来推动教学改革。

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外语课程思政进行了定义：肖
琼、黄国文（２０２１）、罗良功（２０２１）、何莲珍（２０２０）提出外语课
程思政是一种教学理念，刘承功（２０１８）、何玉海（２０１９）、张敬
源、王娜（２０２０）认为外语课程思政是教学方法；何衡（２０１７）、
许瑞芳（２０２０）指出外语课程思政是教育体系；文秋芳（２０２１）
认为是一种教学实践。课程思政是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的
融合：一方面坚持价值引领、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另一方面
是显性隐性融合，践行润物无声的育人实践。外语课程思
政：即在公共课外语教学过程中，践行立德树人教育理念、以
学生为中心、充分挖掘思政元素的教学模式。

（二）高职教育一体化建设育人的需求
２０１７年，上海市市教委颁布《上海“专科高等职业教育—

应用型本科教育”人才贯通培养试点实施方案》，标志着上海
正式实施高本贯通培养模式。这种高职—职业本科贯通培
养模式的实施旨在解决高职教育断头路的问题，并为有意愿
继续学习深造的高职学生提供了机会。自２０１９年起，我校开
始招收第１批高本贯通专业学生，从最初的１个专业１个教
学班级发展到２０２３年招收专业涵盖３个教学班级达到７个。
目前，我校高本贯通学生总数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他们在
新生队伍中已经占据一定比例，这类学生具有生源类型单
一、生源地逐渐增多和学生英语水平差异明显等特点。因
此，高本贯通专业学生的高职阶段的英语教学以及课程思政
的有效融入均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如何充分运用现代信息
技术、通过数字赋能课程思政有效融入高本贯通高职英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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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助力学生成为“德技双馨、德能双馨”的高素质职业技术
人才，是高职院校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高本贯通高职英语协同育人需求
高职英语教学面向广泛的学生群体，课时多，教师与学

生的教学互动过程较长。高职英语注重“职业性”和“实用
性”，而高本贯通高职英语教学不仅具备高职英语的共性，也
拥有独特的个性。英语教学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双
重特点，将价值塑造融入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中，有意识地
进行“育人”和“育才”。依据２０２１年高职英语新课标，高本
贯通高职英语教学旨在帮助学生顺利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
试，因此具备“职业性”“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特征。高职
阶段英语教学的“职业性”强调英语语言的实用性，要求学生
在真实的职场情境中完成交际任务。

（四）社会核心价值观内化践行的需求
教学的目的是为了育人，英语教学同样也肩负着育人的

任务。外语课程思政旨在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
融为一体，突出润物无声的隐性教育。新时代“大思政”的教
育背景下，外语课程思政的总体目标是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张敬源、王娜，２０２１：
３５）。因此，外语课程思政需要将“显性化”的方式、原则和
“隐性化”的实效成果结合起来，通过显性化的教学内容，教
学任务在传授护理英语专业知识的同时引导学生树立良好
的职业观、就业观、人生观，为其实现适应职场需求、职业持
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切实提升协同育人效能。

三、高本贯通高职英语课程思政实施路径
（一）整体设计思路：立足教学，育人并行
笔者通过在贯通班级任教老师和学生中开展调研后发

现，这一类学生具有以下特点：有很大一部分学生良好学习
习惯保持难，主动学习动机保持难，价值塑造引领难。很多
教师在访谈中表示：随着高本贯通班级外地生源等的增多，
学生英语水平的差异化更加明显，甚至班级还出现了个别高
中阶段外语选修了日语或者其他语言种类的学生。因此，笔
者在所在学校高本贯通英语教学中实施了“３４２３”课程思政
教学模式改革。该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以成果为导向，
采用多模态教学资源融入，学生完成任务为成果产出。笔者
所在学校高本贯通涵盖三个专业：经管、汽修和护理，课程思
政设计以专业为出发点，确定不同的思政要素和思政课程
资源。

三个课堂包括教室、学生的第二课堂（课外）以及各类英
语竞赛活动。教室又可以细分为线上和线下，线上课堂以数
字化的教学资源为载体，为学生提供虚拟的学习空间，满足
学生随时、随地进行学习。线下课堂主要为多媒体教室，教
师发挥主导作用，组织教学活动。教师将课堂教学作为课程
思政教育的主要阵地，实现思想教育和知识传授的内在统
一。作为有效补充的第二课堂和第三课堂，同样也是育人的
重要阵地，通过开展各类英语技能比赛、“讲中国故事”等比
赛共同发挥知识育人、文化育人作用。学习通的“云课堂”教
学平台、钉钉“云课堂”教学平台以及雨课堂教学平台三大教
学平台有效保障了在线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不断完善。

基于学生的需求、企业的需求和２１版新课标的需求，确
定融入教学内容的四大思政元素包括职业素养、工匠精神、
文化尊重和守正创新。教师创建以老师为主导的在线思政
课程教学资源以及学生为主导的典型案例教学资源。以我

校护理学院的高本贯通英语教学为例，对接护士的工作岗
位，以护士的日常工作、护士的职业素养、文化自信等方面的
案例入手，引导学生树立“四有”理念。按照教学内容模块不
同，教师建立了思政资源库，包括视频、习题、文档。每年从
学生提交的作业中选取优秀视频作为教学案例，形成了学生
示范案例资源库。经过近１０年的积累形成了适合我校学生
特点的示范性学生视频资源库。高职院校的学生需要优秀
的学生案例视频进行示范引领，以更好地进行模拟工作情
景、操作工作流程和实现学习任务的创新。基于两种教学资
源的使用，以此树立学生正确的价值观，涵养护士职业情怀，
始终保持对本职业的热情与爱好，树立对中国文化的自信理
念。关爱和理解的教育贯穿始终。依据我校高本贯通专业
不同，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分为泛职场和对接专业两大类，以
更加精准地服务于教学。

（二）调整教学目标：对接岗位，立足四级
高本贯通专业学生高职英语教学目标的制定与修订要

立足于学生发展的需求、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学科发展的需求
（文秋芳，２０１２：２８３）。２０２１年版的高职英语课程标准明确指
出，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包括职场涉外沟通、多元文化交流、语
言思维提升和自主学习完善。以我校经管学院高本贯通班
级为例（如图１所示），立足课程标准，确定本专业的职场英
语模块教学的总目标为：在知识层面，会简述公司简介要点，
会简述描述产品要点，熟悉备忘录、公司网页、求职简历要
领，会阐释产品促销技能、面试技能；在能力层面，会简要介
绍公司，会描述公司产品，会写备忘录、公司网页和求职简
历；在素质层面，培养学生“小角色、大情怀”的宽阔视野和
“小事情、大责任”的使命担当，深化学生“我是准职场人”的
意识。

图１　 经管学院高本贯通英语三维教学目标

（三）重组教学内容：岗课赛证，建立资源
对标《大学英语教学指南》，高本贯通高职英语教学设计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对接职场需求重新设计教学内容，以
泛职场的工作需要，学生的需求以及企业的要求为依据选取
教学内容。经过５年的教学实践，形成了通用英语＋跨文化
英语架构、课岗赛证四模块、一般和培优两个层次组成的校
本高本贯通英语课程体系。以岗为例，基于泛职场需求，二
年级第１个学期的英语课程共分为４个模块：模块一走进公
司，模块二产品介绍，模块三外贸交易，模块四进入职场；基
于职场应用场景序化教学，共分为１０个教学项目，读懂公司
简介，设计公司网页，介绍产品要点，完成顾客评价，设计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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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展销，撰写备忘录，策略学习助销产品，看懂求职广告，熟
悉面试技巧以及撰写求职简历；将全国英语技能大赛以及“１
＋Ｘ技能证书”（中级）融入教学内容，确定了赛教融合的４大
技能点和课证融合的５大技能点，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每
个模块和每个教学项目的思政目标和思政要素均不同。

以二年级的经管学院课程思政设计为例（如图２所示）
课程思政元素通过引入公司案例、模范人物、传统文化等方
式融入四个模块中，每一个模块确定一个思政目标：仁德、创

新、劳动和忠信。结合教材内容确定每个模块的思政元素，
采用“２＋１”个工程的策略有效融入思政要素。课堂内外皆育
人，学校职场皆思政，融思政教育于教学全过程。以模块一
为例，思政目标为“德”，旨在培育学生理想信念、树立职业道
德，思政元素包括操守为重、服务协作、提高技能和“因为专
业所以理解”，思政融入路径为“２＋１”个工程，课堂内１个公
司案例和１个名人故事构成２个工程，课堂外设置１个课外
科技创新视频制作作业，以强化思政育人作用。

图２　 经管学院课程思政设计图

　 　 （四）创新教学方法：“ＯＢＥ”“５Ｅ”创设情景，营造应用
场景

“ＯＢＥ”理论较关注学习的“成果”，因此备受业界推崇。
本门课程的教学设计以此理论为指导思想，专注于学生的学
习成果，并且重视学生的学习过程。教学团队在教学中主要
采用任务辅助教学，并应用了“５Ｅ”教学模式。“５Ｅ”教学模
式包括：参与（Ｅｎｇａｇｅ）阶段，即课前线上／线下学习阶段，在
该阶段，教师通过设计各种教学环节，例如让学生观看案例
视频、完成课前测试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参与度；解释
（Ｅｘｐｌａｉｎ）阶段，教师对每个单元的重点难点做充分的解释，
确保学生可以理解；探究（Ｅｘｐｌｏｒｅ）阶段，通过师生研讨、学生
小组讨论、学习教师微课、总结归纳等方式检测学生是否掌
握知识要点；迁移（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阶段，教师的最终目标是启发学
生如何将所掌握的基本知识应用到实践中，以解决职场中会
遇到的问题，并培养学生具备“准职场人”的职业素养；评估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阶段，教师将教学评估贯穿在教学全过程，利用信
息手段让学生随时自测，以及时掌握学习情况。参与、解释、
探究和迁移逐层深入，逐级递进，评估贯穿全过程。

（五）丰富评价方式：电子档案，注重过程
本校高本贯通英语课程教学评价为三主体，采用多平

台、多元评价方式。三主体为：教师、学生和ＡＩ助评，多平台
包括学习通平台，西沃教学平台以及ＡＩ助学各类ＡＰＰ；多元
评价为诊断性评价、过程性评价、总结性评价相结合，增值评
价在进一步的探索中。

诊断性评价计入学生平时成绩，学生在学习通平台、钉
钉云课堂进行自测，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理解教学内

容难点，教师主要通过调取课程思政资源库试题或者抛出问
题来检验学生。ＡＩ助评可以有效帮助学生提升听说读写水
平，学生使用有道ＡＰＰ进行朗读练习、写作练习，以完成教师
布置的任务，可以及时收到反馈，结合教师给出的具体建议
进行改进。过程性评价进行量化，通过进行一次完成视频录
制或者小组完成任务等方式，主要是以情景案例的方式让学
生来解决问题，用于考查学生基础知识掌握的程度、逻辑思
维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学生经过一个学期
的学习后，教学平台会对学生整个学期的作业情况进行记
录，教师为学生建立电子档案，注重学生的成长过程。

四、数字赋能课程思政改革成效
实施“３４２３”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后，高本贯通班级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得到提升，体现在思政作业的完成度、视频观看
时长、全班同学的自测平均分以及课外自主学习英语的时长
句均有所增加或者改善，个别同学的成绩提高明显。“ＯＢＥ”
“５Ｅ”的教学方法受到学生好评，教学资源和任课教师得到绝
大多数学生的认可。在学期中进行的问卷调查中一个题项
为：“与线下学习相比，你如何评价线上学习的效果？”大部分
同学选择“我认为线上教学资源更加丰富”，对此种教学方法
持肯定态度。学生多次获奖，以赛促学成效凸显。任课教师
指导学生参加上海市英语口语比赛、科技主题配音比赛等，
学生获奖成果颇丰。数字赋能的教学改革拓宽了教学目标
设定、推进了教学内容重构、巩固了思政培根铸魂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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