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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语国家概况》等国别文化类课程在英语专业本科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在英语专业人才培

养转型的背景下，课程教学存在不足，体现在知识传授缺少体系建构、文化思辨缺少方法工具、文化交

际缺少价值引领三个方面。本研究从国别区域研究的学理基础出发，基于教学实践，提出知识传授、思

维训练、价值塑造三个维度的课程建设内容，并基于上述内容提出课程在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两个层面

的具体建设路径。研究为国别文化类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提供参考，也为英语专业人才培养转型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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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CAS) course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for 
English majors. Introduction to Major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one in the CAS course system, how-
ever, reports pedagogical problems of such courses in knowledge learning, critical thinking and 
value communicating.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ciplines and by drawing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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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of classroom teaching, this study proposes forming knowledge systems, providing ana-
lytical tools and shaping values as the main aspects of course construction. The study further sug-
gests paths of course construction in terms of teaching philosophies and teach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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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英语国家概况》是针对英语专业本科二年级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课，旨在系统地教授主流英语国

家的社会与文化知识，加深学生对于他者文化的逻辑性认识。通过课程学习，学生能综合掌握主流英语

国家的历史沿革、政治体制、经济结构、社会民情、教育体系、宗教习俗和文化思考等主题知识。 
《英语国家概况》课在英语专业培养体系中具有特殊重要性，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在

2020 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将其定为翻译专业的核心必修课，与

其他国别文化类课程共同构成翻译方向知识系统的内核。但是，目前该课程在教学上存在一些问题和不

足，主要表现在知识传授缺少体系建构、文化思辨缺少方法工具、文化交际缺少价值引领。 
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基于课程教学实践，从知识、思维、价值三个方面探讨《英语国家概况》课程

建设路径，为国别文化类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提供参考，也为英语专业人才培养转型提供思路。  

2. 课程教学引入国别区域研究的学理基础 

从学科分类与人才培养来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于 2022 年印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

录》将“区域国别学”正式列为“交叉学科”门类的一级学科，以外语学科为依托的学科建设自此打开了

研究与人才培养视野。面对外语学科服务国家战略的新任务，基于英语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理念的提出

与发展[1] [2]，我国高校和学者对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人才的培养目标逐渐明晰，对外语学科尤其是

英语专业引领的国别区域人才培养路径进行了探索[3] [4]，就国别区域研究与外语人才培养的关系做出描

述与论证[5]。从知识谱系来看，国别区域研究除外国语言学外还交叉融合了教育学、社会学、法学、世

界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相关领域[6]，从人才需求能力来看，综合了跨学科能力、多语能力、跨文化

能力和学术研究能力[7]。 
鉴于国别区域研究的跨学科特征，外语学科在该领域的主流地位，以及英语专业人才培养与该领域

人才需求能力的适配性，在《英语国家概况》课程中引入国别区域研究具有适切性。基于此，本研究以

《英语国家概况》课为例，聚焦国别区域研究理念对英语专业课程教学的作用，探索相关课程建设路径。 
从国别区域研究的社会重要性来看，对象国的社会、历史、文化、国民性等方面的人文知识，是国

别与区域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应用研究的前提[8]，《英语国家概况》教学可以利用课程优势建构

上述人文知识体系和学术体系。以“他者”为研究对象，以“自我”为研究关切，以“世界”为研究价值

取向[9]，国别区域研究的全球视野深化了课程的社会性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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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语国家概况》课程建设内容 

外语学科本身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因此设置国别与区域研究有着天然的必要性[10]。课程内

容的理论框架来源于学者对教育过程的共识，是杜威所言的“不断改组、不断改造和不断转化的过程”

[11]，概括地说，就是转识成知、转知成智，化知识为能力、化知识为美德[12]；具体到教学，课程教学

要帮助学生承继人类认识成果，在过程中感受、体验人类认识过程中的思想的、行为的、判断力的精华，

成长为能够明辨是非、有正确价值观的人[13]。可见，课程教学需依知识、思维、价值三个维度展开，《英

语国家概况》课程旨在系统介绍主流英语国家的社会与文化知识，培养学生对文化现象和社会问题的思

辨能力，塑造学生的文化价值观和跨文化交际意识。由此，依教育的展开维度和专业培养目标，本研究

从知识传授、思维训练、价值塑造三个层次来探讨《英语国家概况》课程建设内容。 

3.1. 知识传授 

课程建设的基础是对课程知识的系统化重组与传授。《英语国家概况》课的知识性质是国别文化知

识，具有主题性，分别讲述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六个国家的社会与文化

的主要方面，囊括了人口与语言结构、地理位置与地缘政治、政府、党派、外教、宗教、种族、教育、经

济、民俗等。 
为解决课程知识多、难、杂的问题，组织教学注意国别性与主题性两个方面。在国别方面，既要注

意对核心知识的提炼总结，从而较深入把握国别特征；也要注意探寻国家文化的源流特征，理解六个国

家间的肇始与流变关系，课程结束时能理解几个同源国家的文化整体性。在主题方面，以通用主题侧重

描绘社会文化基本面貌，如政治体制、经济结构、教育系统等主题；又以特色主题侧重刻画社会文化突

出特色，如历史沿革、人口宗教、国际关系等主题。 

3.2. 思维训练 

课程建设的焦点是对文化思辨方法的传授与应用。仅以国别和主题为单位进行知识传授，学生的学

习体验仍会感到知识缺少系统连接、也缺少思考深度，为此《英语国家概况》课为学生提供思维工具。 
理论工具和概念工具能帮助学生理解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因此，课程引入初步的社会文化理论和

国别研究理论，用思辨方法为工具解释文化现象。例如，在进行英国教育系统的讲解时，引入马丁•特罗

关于现代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形式与阶段论，用理论中呈现的教育发展框架作为脚手架，由学生自行组

织知识系统，从而深入认识英国教育史历次改革的社会意义，避免将相关知识简单视为历史事件的罗列。

学生在参与式课堂交流中体验知识建构的魅力，提升了思维深度。 
内容组织工具能提供思维方法训练，帮助学生有效搭建知识体系。本门课程非常适合以知识图谱作

为思维工具，既能清晰呈现知识脉络、解决知识量大庞杂的问题，又有利于发现主题之间、国家之间的

连接点，打开全局视角。 

3.3. 价值塑造 

课程建设的重点是塑造学生的文化交际意识，在能力上培养学生的文化敏感性与解释力，并进一步

形成文化价值和观念教育。 
在英语专业教学中，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往往更多关注英语语言文化的本质和特征，教学中关于文化

交际的理解多是单向的，文化立场意识不足。课程建设在教学设计中突出文化主体性和意识形态性，全

面回答为什么学习《英语国家概况》课程、课程学习培养怎样的能力的问题。例如，在课程学习的整个

过程中，英国殖民史是一条不言自明的线索，所有其他五个国家均是英国的前殖民地，其中有的国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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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殖民化浪潮中获得了独立主权、有的国家早已摆脱殖民地地位并探索出独立特色的发展模式，有的国

家至今保留英联邦国家身份、有的国家俨然以世界领导者自居。如何理解殖民的本质、解读帝国主义的

特征？何为资本主义积累、其国家形式与社会秩序有何特征？何为意识形态输出、课程中的国际关系体

现了怎样的外交策略与意识？此类问题贯穿在课程教学中，学生在获得知识、习得思维之上，进一步通

过思考获得世界观教育与价值观教育，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和结束后，不断通过探索课程内容知识而

获得“原来如此”之感。 

4. 《英语国家概况》课程建设路径 

基于知识、思维、价值三个维度的课程建设内容，本研究进而从宏观的教学理念与微观的教学方法

两个层面提出《英语国家概况》课程建设路径。 

4.1. 课程建设的两个层面 

教学理念上，课程教学应是建构式的、协作式的。学生为主体，主动把握国别与主题知识的内容逻

辑，避免教师“满堂灌”，学生在探索中获得知识建构与获得感。教师为主导，为学生提供“脚手架”，

帮助学生整合知识、提供方法、引导理解、形成观点。 
教学方法上，课程教学以知识图谱为工具，在课堂教学和课后回顾中大量使用思维导图等内容和思

维工具，帮助知识组织与结构化呈现。经验证，此举有利于搭建国别视域下的系统性逻辑、呈现主题视

域下的发展沿革，能有效帮助学生理解课程知识与能力培养之间的关系，在课程学习中发展元认知策略。 
由此，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这两个层面的课程建设路径，在前述课程内容的三个维度上结合产生六

个方面的功能，共同组成较为系统细致的建设路径(见图 1)，《英语国家概况》课程对此有针对性地做了

相应的教学设计。 
 

 
Figure 1. Paths of course construction of Introduction to Major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图 1. 《英语国家概况》课程建设路径 

4.2. 课程建设的六个方面 

在知识的螺旋建构方面，课程力求多角度、多主体、多层次地建构知识。针对国别内容，课程设计

了 28 个课前任务单，帮助学生有准备地进入课堂；设计了 14 个主题任务，由学生进行主题展示；再由

教师做课上评讲。如此完成三轮知识建构，帮助学生掌握复杂内容。 
在交互式探究方面，学生与教师在课程教学的多个环节交流互动。课程引入生生互评，每组项目展

示都由随机抽取的若干同学按照评价指标给出评价，构成课程成绩的一部分；教师在课上使用同屏批注

的方式组织结构化研讨、深化理解与思辨；同时，学生项目汇报依主题公布在群文件里，供学生随时查

阅，便于形成课程内容间的连接。 
在文化的对话与对视方面，课程力求培养学生清晰认识文化交流的理论背景与实践立场。在国别区

域研究视域下，学生通过掌握理论工具获得了分析国别区域社会问题的实践能力；更重要的是，学生在

对异质文化进行结构化比较时，对自己使用的理论工具和自己操作的分析实践具有元认知，能认识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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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与方法本身的适洽性与偏见性。 
教学方法层面的课程建设力求为学生提供国别区域学习与研究的术、法、道。针对课程内容开发的

知识图谱，有利于阐明知识逻辑、帮助知识管理，可以作为学习与研究之“术”；在思维维度，图谱、思

维导图等为学生提供了思辨工具和比较研究工具，可以作为学习与研究之“法”；在价值维度，这类工

具直观地展现了个性化的思维抽象过程，有利于帮助学生进一步思考并形成观点，对课堂研讨互动中的

论点输出也很有益处，可以作为学习与研究之“道”。 

4.3. 课程建设的实践效果 

经教学实践，这一课程建设路径取得了积极的教学反馈。知识层面，帮助英语专业学生理解文化类

知识的内容逻辑和建构方式，了解文化分析的基本概念体系与视角；思维层面，有助于学生深化学习策

略、形成理性思考，帮助思维模式成长，有利于形成基础的学科理念和交叉学科思维；价值层面，通过

反思与研究能激活学生思维的真问题，引导学生有意识地通过思考形成文化对视和价值引领。总体而言，

课程建设有效完成了培养知识建构能力、思维认知能力和价值情感能力的育人目标。 

5. 结语 

针对英语专业本科阶段《英语国家概况》课等国别文化类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本研

究基于教学实践，从知识传授、思维训练、价值塑造三个维度阐述了课程建设的主要内容，又从教学理

念和教学方法两个层面就以上三个维度具体提出了课程建设路径。知识、思维、价值是文化这一核心概

念展开的三个维度，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形成一虚一实两个层面，共同构成课程建设的具体路径。 
对《英语国家概况》课开展课程建设，不仅有助于提升课程教学效果，明晰课程能力培养目标，还

可以为国别文化类课程建设和改革及英语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提供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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