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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文科建设与课程思政协同推进的背景下，“语言学导论”课程存在以国外理论为主体的教学现状，价

值碎片化及技术伦理缺失等多重困境。研究通过构建“双轴三阶”融合模式与“语言思政力”三维模型，

系统破解学科本体论、教学实践及评价体系的深层矛盾。教学内容上，以模块化重组和本土化阐释重构

知识体系；方法上，采用“PBL + 思政双驱动”模式与数字人文工具，设计语言政策沙盒模拟、算法偏

见治理等项目；评价上，建立“三维动态矩阵”与“质性成长档案”，实现价值内化的循证追踪。实证

数据显示，实验组学生在本土文化理解与价值判断方面的指数和批判性思维得分显著提升，教师思政教

学能力进一步提高。研究证实，语言学导论课程通过解码文明基因、赋能国家治理及应对技术伦理挑战，

可有效实现“知识传授锚定价值坐标、能力培养服务国家战略”的育人目标，为新文科建设提供了可复

制的跨学科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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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and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urriculum,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is faced with the multidimensional dilemmas 
of domination by western theories, fragmentation of values, and lack of technological ethic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wo-axis and three-step” integration model and the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linguistic power of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the study systematically solves the deep-
rooted contradictions in the ontology of the discipline, the teaching practice and the evaluation sys-
tem. In terms of teaching content, the knowledge system is reconstructed by modular reorganization 
and localized interpretation; as for the methodology, the “PBL +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ual-driven” 
model and digital humanities tools are adopted to design projects such as the sandbox simulation of 
language policy and the algorithmic bias governance. On evaluation, “three-dimensional dynamic ma-
trix” and “qualitative profile” are established to realize evidence-based tracking of value internaliza-
tion. The data show that student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ndex and critical thinking scor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eachers’ ability about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
cation is further improved. The study confirms that by decoding civilization genes, empowering na-
tional governance and addressing technological and ethical challenges,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can 
effectively achieve the nurturing goal of “anchoring value coordinates in knowledge transfer, and 
serving national strategies in capacity cultivation”, and provides a replicable interdisciplinary re-
search paradigm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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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文科建设与课程思政协同推进的时代语境下，高校专业课程的教学改革正面临从知识本位向价

值引领的深层转型。这一变革的驱动力，既源于国家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也植根于学科发展的内在逻

辑。 
从政策维度看，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宣言》(2020)明确提出“实现文科与理工农医的深度交叉融合”

[1]的核心任务，强调人文社会科学应突破传统学科壁垒，构建回应时代命题的知识生产体系。这一政策

导向为语言学教育赋予了新的使命：语言学研究不仅需要揭示人类认知的基本规律，更应成为解析文化

密码、服务国家战略的实践工具。与此同时，教育部于 2020 年 5 月正式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

导纲要》(教高〔2020〕3 号)，该文件从新时代人才培养的战略高度出发，确立了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有

机统一的课程改革实施路径，为高等教育机构系统性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与政策指引。课

程思政建设经历着从“学科德育”到“价值共生”的范式转型。相较于早期将思政教育简单嫁接于专业

教学的“贴标签”模式，当前改革更注重挖掘学科知识体系内生的价值基因，使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在

认知结构中实现有机互嵌，改变过往专业课程“只教书不育德”[2]的现象。这种转型要求教师超越工具

理性导向的教学设计，在知识传授中完成价值体系的建构性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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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课程在此进程中展现出独特的思政潜能。作为兼具人文属性与科学特质的学科，语言既是文

化的 DNA 载体——汉字构形中蕴含的“天人合一”哲学观、汉语语调系统折射的集体认知模式，无不铭

刻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密码；同时，语言也是思维的操作系统——从沃尔夫假说到概念隐喻理论，语言结

构与认知方式的深度关联为价值观塑造提供了神经认知学依据。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语言生活治理、

人工智能语言伦理等现实议题中，语言问题已超越学术范畴，成为“人与智能机器沟通的桥梁”[3]，更

是关涉文化安全、技术主权的重要战略领域。这种学科特性使得“语言学导论”课程天然具备三重思政

势能：在文化维度上可解码语言中的文明基因，在认知维度上能重构思维的价值坐标，在实践维度上可

培育解决语言治理问题的家国担当。 
然而，当前教学实践仍存在显著张力。据笔者对 5 所高校的调研显示，78.6%的“语言学导论”课程

尚未建立系统的思政教学目标，知识点讲授多停留在结构描写层面；65.4%的学生认为课程未能有效连接

语言理论与现实关切。这种困境折射出深层矛盾：语言学知识的科学抽象性如何转化为价值观教育的具

体载体？学科交叉的创新要求如何落实到课程设计的操作层面？解决这些问题，亟须构建兼具理论深度

与实践效度的教学创新框架。 
本研究立足于新文科建设的交叉性特征与课程思政的价值共生逻辑，试图通过语言学知识体系与思

政要素的深度融合，探索专业课程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三位一体的可行路径。这不

仅关乎语言学教育的范式革新，更是对“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这一根本命题的学科化回应。 

2. “语言学导论”课程思政教学存在的困境 

在新文科建设强调学科交叉与价值引领的双重驱动下，“语言学导论”课程的思政教学创新面临多

维复合型困境。这些困境既源于语言学学科本体特征与思政教育属性的内在张力，也受到教学主体认知

惯性与技术伦理挑战的外部制约，具体表征为四个向度的结构性矛盾。 

2.1. 学科本体论层面的理论转译困境 

西方语言学理论体系与本土语言文化话语的互文性缺失，构成课程思政建设的原发性障碍。索绪尔

语言符号任意性理论、乔姆斯基普遍语法假说等西方经典理论长期占据教材主体地位，而《荀子·正名》

“约定俗成”论等本土语言哲学资源却处于边缘化状态，加之“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特别是西化思想

的影响，年轻一代的民族传统文化观念淡薄”[4]，这种理论生态导致课程难以构建中西对话的阐释框架。

尽管恩格斯“劳动创造语言”学说为语言起源论提供了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径，但在语音演变、句法结构

等具体章节中，仍缺乏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转化为教学话语的有效机制。更值得注意的是，结构主义

语言学强调的“价值中立”原则与思政教育要求的价值显性化存在根本冲突，致使教师在处理语言任意

性等核心概念时易陷入“去意识形态化”的教学误区，部分教师存在“对课程思政重视不够，育人意识

薄弱”[5]的问题。 

2.2. 教学实践层面的主体间性困境 

教师思政转化能力滞后与学习者认知图式变迁之间的鸿沟，形成教学实践的显性阻障。课程思政教

学是指“任课教师将价值观引导寓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全过程”[5]，然而部分教师存在专业内容与

思政元素逻辑关联建构困难，其根本症结在于未能把握语言作为社会实践产物的本质属性，将思政教育

简化为表层文化对比。与此同时，Z 世代学习者对“嵌入式批判反思”(如解构语言性别歧视)的接受度比

传统说教模式高，但数字原住民惯用的碎片化认知模式，往往导致其对语言意识形态的认知停留于个案

解构层面，难以形成系统化的价值判断体系。这种教学主体间的认知错位，实质上反映了语言学教育中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尚未实现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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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课程体系层面的结构适配困境 

线性知识架构与立体思政诉求的结构性矛盾，制约课程系统的整体效能。现有教材普遍遵循“语音

–形态–句法–语义–语用”的层级化编排逻辑，以语言知识为导线贯穿教材结构而“语言知识以离散

的方式呈现在教材中”[6]，导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等思政元素被迫割裂嵌入各单

元。例如语义学章节虽涉及语言认知功能，却鲜少系统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多语言表征机制；

语用学部分讨论言语行为理论时，亦缺乏对网络空间话语伦理的批判性考察。在评价维度，传统量化测

评体系与思政内化的质性特征存在本质冲突，难以捕捉学生价值认知的动态建构过程，暴露出形成性评

价工具的方法论局限。 

2.4. 技术哲学层面的价值遮蔽困境 

数字技术渗透引发的教学伦理危机，构成新文科语境下的时代性挑战。语言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催

生新型意识形态风险：ChatGPT 等生成式 AI 的底层语言模型存在技术主导性倾向，而现有课程未建立技

术批判模块。慕课教学中普遍存在“技术至上主义”倾向，过度关注语料库建设、语音识别等技术应用，

却忽视对海德格尔“技术座架”理论的引入，导致学生难以辨识算法偏见对语言认知的隐性操控，从而

“引发了所谓的‘认知外包’现象”[7]。这种技术哲学视角的缺失，使得跨学科融合陷入工具理性陷阱，

最终消解新文科建设的人文内核。 

3. 语言学课程的思政要素挖掘 

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语言学课程的思政要素挖掘需立足学科本体特征，外语教师应“从学科视角挖

掘语言背后隐含的价值内容，引导学生客观对待并驾驭这些价值标准”[8]，通过知识体系重构与跨文化

价值对话双轨并进，实现语言规律认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有机统一。 

3.1. 知识体系中的隐性思政资源挖掘 

语言起源理论的哲学阐释为辩证唯物主义教育提供切入点。语言学理论体系中蕴含深刻的哲学命题，

可成为思政教育的关键切入点。例如，在语言起源教学模块，通过对比恩格斯“劳动创造语言”学说与

西方“神授论”“摹声说”等假说，引导学生理解语言产生的社会实践本质。例如，组织学生分析甲骨文

“渔”(从水从鱼)、“耕”(从耒从井)等字符的象形结构，绘制《汉字构形与社会生产方式演化图谱》，

实证语言符号系统与劳动实践的历史关联。 
社会语言学的学科特性则为国家语言安全观教育开辟实践场域，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属性天然具有思

政教育潜能。如，在语言接触与语言规划章节，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0)解析

“普通话推广”与“方言保护”的辩证关系。讲解语言保护时，设计“多语生态治理模拟决策”项目，要

求学生基于所在生源地(云南各州市)的语言实态数据，制定《区域语言资源保护实施方案》。引入“语言

扶贫工程”中普通话培训对民族地区发展的促进作用，使学生深刻理解语言政策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战

略地位。 
在语言认知维度，批判话语分析框架的引入实现思辨能力培养的范式创新，将语言认知理论的教学

转化为思辨能力训练场域。在语义网络分析环节，引入费尔克拉夫批判话语分析框架，指导学生拆解西方

媒体涉华报道中话语表述的潜在意图与价值偏向。例如，使用 AntConc 软件统计“China”的搭配词频，撰

写《西方媒体中国形象建构的认知偏差报告》，提升学生的媒体信息鉴别准确率，有效培育批判性思维。 

3.2. 跨文化对比中的价值引导路径 

通过汉字文化基因解码与语言政策比较研究双重路径，系统深化对本土文化价值的认知与制度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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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文化基因解码工程为本土文化价值培育提供符号学进路，例如在形态学维度，引入“汉字哲学思维”

虚拟仿真实验，通过拆解“和”(禾 + 口)、“信”(人 + 言)等字的构形逻辑，实现从字形分析到价值传

承的沉浸式学习。针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理论局限，开展中英责任观语义网络对比研究，分析

“responsible”与“责任”的语义场差异(英语侧重个人问责，汉语强调关系义务)，组织跨文化价值协商

辩论。 
语言学课程的思政要素挖掘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求教师在新文科建设的广阔视野下，深入挖掘语言

学知识体系中的隐性思政资源，并通过知识体系重构与跨文化价值对话，同时“把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

有机融合，把隐性教育与显性教育相结合”[9]，实现语言规律认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有机统

一。通过对比中西语言理论、解析语言背后的文化基因与哲学思维，我们不仅能够引导学生客观对待并

驾驭多元价值标准，还能培养其批判性思维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同时，结合社会语言学特性与语言认知

理论，我们能够为国家语言安全观教育、本土文化价值培育以及思辨能力培养提供丰富的实践场域和理

论支撑。总之，语言学课程的思政要素挖掘，不仅是学科交叉与价值引领的必然要求，更是培养具有家

国情怀、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新时代人才的重要途径。 

4. 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导论”课程思政教学创新设计 

在新文科建设的宏观背景与战略导向下，“语言学导论”课程的思政教学创新设计应紧密围绕价值

引领与知识传授的深度融合这一核心目标来精心布局，通过构建“双轴三阶”融合模式、实施模块化知

识体系与本土化阐释等策略，借助问题驱动、工具赋能、价值生成等跨学科方法论，实现语言学本体规

律教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有机统一、辩证结合。 

4.1. 设计理念与目标体系的学理建构 

新文科建设要求打破学科壁垒，“语言学导论”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应体现并遵循价值引领性、协

同性、系统性三条基本原则”[10]，实现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的深度融合。基于此，“语言学导论”课程

思政教学创新应围绕“语言思政力”三维模型，即认知解码力、文化批判力和价值建构力，破解传统教

学中“理论悬浮化”“价值碎片化”“评价模糊化”三大困境。通过构建“双轴三阶”融合模式——以语

言知识体系为横轴，以“语言与社会治理”“语言技术伦理”等 8 个思政模块为纵轴，依托“认知–解

构–重构”三阶递进机制，实现语言学本体规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辩证统一。例如，在语言符号

学模块中，学生通过对比索绪尔“能指/所指”理论与《荀子·正名》“约定俗成”论，完成从西方理论

认知到中国话语重构的思维跃迁。 

4.2. 理论架构的多维解析与范式整合 

“语言思政力”三维模型(认知解码力、文化批判力、价值建构力)作为语言学课程思政教学的核心框

架，其内涵需植根于语言学学科特性与新文科的跨学科导向。 
认知解码力指向学生对语言符号系统中隐性价值观的发现与阐释能力。基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理

论，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并非价值中立，而是承载特定文化编码。例如，汉语“家”字(宀 + 
豕)的象形构字逻辑体现了农耕文明“家畜共居”的集体生存智慧，其符号系统本身即蕴含“家国同构”

的传统伦理观。教学中，可借助“汉字文化基因解码”虚拟仿真实验，引导学生拆解汉字构形与劳动实

践的关系(如“耕”从耒从井)，揭示语言符号背后的唯物史观逻辑。 
此外，语言相对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为认知解码提供了跨文化视角。例如，汉语“青”涵盖蓝绿

光谱的语义泛化，与英语中“blue/green”的精确区分形成对比，反映出汉语文化对自然色彩的模糊感知

倾向。通过对比中西语言范畴差异，学生可理解语言如何塑造认知范式，进而解码不同文化中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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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 
文化批判力聚焦于语言使用中的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分析。批判性话语分析(CDA)理论为这一维度

提供方法论支撑。例如，在“一带一路”相关报道中，西方媒体高频使用“debt-trap”(债务陷阱)等隐喻

性表述，通过语料库工具(如 AntConc)统计其搭配词频，可揭示话语背后的霸权逻辑。教学中设计“媒体

话语偏见诊断”项目，要求学生结合费尔克拉夫的三维分析框架(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撰写《西

方涉华报道的认知偏差报告》，培养其解构隐性意识形态的能力。 
社会语言学的语言接触理论亦可用于文化批判。例如，通过分析汉语借词“咖啡”(源自阿拉伯语 qahwa)

的音系适应过程，探讨语言接触如何反映文化交融与权力博弈，进而引导学生思考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

发展议题。 
价值建构力强调通过语言学习强化学生的国家认同与责任担当。语言政策与规划理论为此提供实践

路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制定与实施，既是语言规范化的工具，也是国家

治理能力的体现。教学中可设计“多语生态治理沙盒模拟”，基于云南多民族语言使用数据(如彝语、傣

语)，要求学生平衡“文化传承”与“国家认同”目标，制定区域语言资源保护方案，理解语言政策在强

化国家凝聚力和民族文化协同发展中的战略作用。 
技术哲学视角下的语言伦理问题同样关键。例如，ChatGPT 等生成式 AI 的算法偏见可能导致“认知

外包”风险。教学中引入“算法语言偏见治理”项目，要求学生使用 Python 爬取社交媒体语料，通过情

感分析(VADER 算法)揭示中西方话语差异(如“一带一路”相关负面评价占比)，进而从技术伦理角度提

出治理方案，强化学生的数字主权意识。 

4.3. 教学内容的重构逻辑与实践路径 

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导论”课程思政教学的内容重构，应遵循“模块化整合”与“本土化阐释”的

双重逻辑，突破以国外理论为主体的知识框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教学体系。 
(1) 模块化知识体系的思政映射逻辑 
传统层级化知识结构被解构重组为“语言本质论”“语言与社会治理”等 8 个主题模块，每个模块

设置“理论阐释–案例解析–价值升华”三阶教学链。在语音学模块中，以《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方

言纪录片为语料，通过 Praat 软件分析粤语、吴语的音系特征(如粤语九声调与岭南文化认同的关联)，组

织“方言保护与普通话推广的治理平衡”模拟听证会。语义学模块则聚焦网络流行语的语义泛化现象，

借助 AntConc 软件追踪“内卷”一词在 2019~2023 年微博语料库中的语义演变轨迹，如负面评价占比从

82%降至 57%，引导学生从“语言经济性原则”视角撰写青年亚文化话语治理路径分析。 
(2) 中西理论对话的本土化实践路径 
通过建设含 50 组对比案例的“中西语言哲学对话库”，实现理论资源的批判性转化。在语言符号学

领域，将索绪尔“能指/所指”二元论与《荀子·正名》“约定俗成”说并置分析，要求学生对比“tree”
的英语符号链与汉字“木”的象形表意逻辑，完成《语言符号文化编码差异研究报告》。语言起源章节创

新增设“甲骨文劳动智慧解码”专题，依托 VR 技术拆解“铸”(从金从寿)、“渔”(从水从鱼)等字符的

构形逻辑，结合《考工记》“烁金以为刃”的历史记载，论证劳动实践对语言符号系统的塑造作用。此

外，在语言认知模块引入乔姆斯基普遍语法假说与《周易》“言不尽意”论的跨时空对话，通过“中英母

语者颜色范畴认知差异实验”(如汉语“青”涵盖蓝绿光谱的独特性)，揭示语言相对论的文化制约性，推

动学生理解“中国语言学理论的主体性建构”命题。 
(3) 技术伦理维度的价值渗透机制 
在“语言技术伦理”模块中，设计“算法语言偏见治理”实践项目。学生使用 Python 爬取 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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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平台的 10 万条“一带一路”相关语料，通过 NLTK 库进行情感分析(VADER 算法)，发现西方媒体

话语中“debt-trap”(债务陷阱)的出现频率为中文媒体的 6.8 倍。基于此数据，组织“数字时代话语探讨与

理念碰撞”跨洋辩论赛，要求围绕“算法推荐是否加剧文化偏见”议题，从技术哲学视角提出治理方案。 

4.4. 教学方法的跨学科创新设计 

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导论课程的思政教学创新，需依托“问题驱动–工具赋能–价值生成”的跨学

科方法论体系，突破传统单一讲授模式的局限，实现知识获取与价值内化的协同增效。 
(1) PBL + 思政双驱动模式的迭代建构 
基于项目式学习(PBL)框架，构建“问题链–工具链–价值链”三链协同机制。问题链设计以“ChatGPT

语言模型的意识形态偏见治理”为核心命题，衍生“算法语料库的片面性话语遗留”“生成文本的价值

敏感性设计”等子问题。例如，针对“developing country”的污名化搭配现象(西方语料库中与“poverty”
共现率达 67%)，要求学生使用 Python 爬取 Reddit、微博等平台的 10 万条语料，通过 NLTK 库进行情感

极性分析(VADER 算法)，分析“一带一路”相关话语在中、西方平台的负面评价占比。工具链应用体现

为多模态分析技术的整合，利用 PowerBI 可视化呈现情感分布差异，结合 Gephi 构建“话语偏见传播网

络图谱”，精准识别关键传播节点(如“debt-trap diplomacy”在 Twitter 中的级联转发率达 83%)。价值链

升华阶段，通过角色扮演，如“联合国语言伦理审查官”，要求学生基于数据证据起草生成式 AI 语言治

理条约。 
(2) 数字人文工具的深度介入路径 
利用“语言政策沙盒模拟系统”，实现技术赋能与伦理反思的深度融合。创设三类典型决策情境，

如基于云南田野调查数据(含 12 种民族语言使用率图谱)，要求学生平衡文化传承与国家认同双重目标，

制定民族地区双语教育政策；采用哈佛大学语言安全评估矩阵，如技术依赖度、文化敏感性等指标，模

拟处理方言语音数据库跨境共享的伦理争议，评估跨境语言数据流动风险；调用 COVID-19 多国防控话

语语料库，训练学生识别“群体免疫”等术语的意识形态编码差异，了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危机话

语管理。 
(3) 虚实融合的场景化学习生态 
构建“虚拟仿真–现实实践”双向联通机制，深化价值认知向行为转化的教学闭环。在汉字文化基

因解码实验中，学生通过 VR 技术拆解“和”(禾 + 口)、“信”(人 + 言)等字的构形逻辑，系统自动生

成“汉字伦理符号学分析报告”，并关联“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库”提取核心价值表述，如“和而不同”的

当代阐释。 

4.5. 评价体系的革新与验证机制 

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导论”课程思政教学评价体系的革新，以“多维量化–质性循证–动态反馈”

为核心理念，通过构建全链条、立体化的评价模型，破解传统考核中“重知识轻价值”“重结果轻过程”

的实践困境，实现价值内化成效的可视化验证与教学策略的动态优化。 
(1) 三维动态评价矩阵的理论建构与实践验证 
基于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创新设计“知识–能力–价值”三维评价框架。在知识维度中，增

设“理论转化度”指标，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语言观阐释语言现象。例如，在语言接触章节，学生需结合

恩格斯“劳动创造语言”学说，分析汉语借词“咖啡”(源自阿拉伯语 qahwa)的音系适应机制。能力维度

侧重批判性思维考核，通过“媒体话语偏见诊断测试”任务，要求学生识别BBC报道中“China”与“assertive”
的异常共现现象，并利用 Python 的 TextBlob 库验证其论断的科学性。价值维度采用改良 Likert 量表，测

试学生的“汉字智慧认同”均值，印证价值观内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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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质性成长档案的循证追踪与深度解析 
建立“电子档案袋”系统，通过证据链追踪价值认知的演进轨迹。首先构建过程性证据，整合课堂

辩论录像(如“方言保护听证会”发言的逻辑性评分)与虚拟实验日志(如“汉字拆解 VR 操作路径热力图”)，
采用 ELAN 多媒体标注工具分析非言语行为的情感倾向(如手势频率与本土文化价值度的正相关)。其次

依托成果性证据，对《生成式 AI 语言治理白皮书》《语言政策风险评估报告》等实践成果进行主题编码

(NVivo12)，识别“文化主权意识”“算法批判思维”等核心素养的发展脉络。最后形成反思性证据，基

于 Gibbs 反思循环模型，要求学生标注周记中的“认知冲突点”(如“普遍语法假说与汉语孤立语特征的

矛盾”)及“价值判断依据”(如引用《荀子·正名》“约定俗成”论证语言规范的必要性)。 
(3) 动态反馈机制的系统优化与成效验证 
构建“评价–诊断–优化”闭环系统，实现教学策略的精准调控。例如：通过 Tableau 可视化仪表盘

动态呈现三维指标(如“技术伦理敏感度”班级均值曲线)，识别教学薄弱环节(如“跨文化价值协商力”

达标率)。同时基于短板分析推送定制化资源，如“一带一路”多语种话语对比案例库，提升目标能力达

标率。 
“语言学导论”课程思政“本身就是对人才培养与课程教学提出的新要求、新目标”[11]，因此，新

文科背景下“语言学导论”课程思政教学创新设计，以“语言思政力”三维模型(认知解码力–文化批判

力–价值建构力)为核心框架，通过“双轴三阶”融合模式(知识轴 + 价值轴；认知–解构–重构)，系统

破解了传统教学中以国外理论为主体、价值引导碎片化及评价模糊化等核心困境。教学内容重构方面，

打破线性知识结构，构建“语言本质论”“语言技术伦理”等 8 个思政主题模块，通过甲骨文劳动智慧

解码、中西语言政策比较等本土化实践，实现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与学科知识的深度结合。教学方法创新上，

采用“PBL + 思政双驱动”模式与数字人文工具赋能，设计“语言政策沙盒模拟系统”“汉字文化基因解

码实验”等虚实融合场景，显著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媒体信息鉴别准确率 78%)与技术伦理决策力(提升

36%)。评价体系革新以“三维动态矩阵”与“质性成长档案”为核心，通过量化指标(如本土文化价值指数

提升 28%)与 LDA 主题模型分析(语言意识形态论述频次增长 280%)，实证价值内化的动态轨迹。 

5. 教学实践与成效评估 

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导论”课程思政教学创新设计的实践成效，通过“量化分析–质性追踪–应

用验证”三维评估框架得以系统验证。依托云南某高校的试点数据，本设计在本土文化价值培育、批判

思维提升、技术伦理决策力发展等方面展现出显著成效。 

5.1. 实施过程与数据采集 

实践周期为 2022~2023 学年，采用“对照组(传统教学) vs 实验组(创新教学)”双盲实验设计，数据来

源包括课堂观察记录、学生反思日志、测试成绩和问卷调查(详见表 1)。 
 

Table 1. Instructional practices and data collection form 
表 1. 教学实践与数据采集表 

数据来源 实验组数据 对照组数据 工具/方法 

课堂观察记录 思政讨论时长占比 42% 思政讨论时长占比 19% Flanders 互动分析系统 

学生反思日志 文化认同覆盖率 28% 文化认同覆盖率 12% Nvivo12 主题编码 

测试成绩 平均分 87.6 平均分 73.2 思政情境语言分析题 

问卷调查 价值观认同均值 4.3 价值观认同均值 3.1 Likert 五级量表(α = 0.89)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6988


宋云秋 等 
 

 

DOI: 10.12677/ae.2025.156988 268 教育进展 
 

实验采用 Flanders 互动分析系统，统计实验组课堂中思政讨论时长占比(42% vs 对照组 19%)。此外，

通过 Nvivo12 对 320 份文本进行主题编码，提取“文化认同”(编码覆盖率 28%)、“技术批判”(21%)等
核心素养指标。同时，设计含思政情境的语言分析题(如“解析‘一带一路’报道中的隐喻机制”)，实验

组平均分达 87.6 (对照组 73.2)。另外，采用 Likert 五级量表(α = 0.89)，测量学生价值观认同度(实验组均

值 4.3 vs 对照组 3.1)。 

5.2. 量化分析结果 

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导论”课程思政教学创新实践基于云南 5 所高校的试点数据(N = 230，
2022~2023 学年)，通过“双盲对照实验”(实验组 vs 对照组)系统检验教学改革成效，聚焦本土文化价值

指数与批判性思维发展两大核心维度，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ANOVA、效应量分析(Cohen’s d/f)及置信区

间估计等统计方法，揭示思政教学创新对学生价值观内化与能力提升的显著影响(详见表 2)。 
 

Table 2. Data Sheet for double-blind controlled experiments 
表 2. 双盲对照实验数据表 

评估维度 关键指标 实验组结果 显著性/应用成效 

本土文化价值指数 汉字智慧认同度均值 2.8→4.1 (提升 46.4%) p < 0.01 (云南工商学院试点 93%) 

批判性思维发展 Watson-Glaser 测试得分提升 23% vs 对照组 7% 媒体话语偏见识别准确率 78% 

 
为系统评估学生对本土语言文化的认同程度，研究设计“本土文化价值指数”，由汉字智慧认同度

(40%)、方言保护意识(30%)及语言政策认同(30%)三个子指标构成。实验结果显示，学生本土文化价值指

数均有所提升。其中实验组学生“汉字智慧认同度”均值从 2.8 升至 4.1 (p < 0.01)，云南工商学院试点中，

93%的学生能运用唯物史观阐释甲骨文构形逻辑。其中，汉字智慧认同度通过 Likert 量表(1~5 分)测量学

生对汉字构形中文化内涵的认可(如“耕”体现劳动智慧)；方言保护意识以情境选择题(如“是否支持方

言纳入学校教育”)量化支持率；语言政策认同则通过案例分析题(如“平衡普通话推广与方言保护”)由
教师评分(满分 10 分)。通过加权计算，实验组学生指数均值达 80.8 分(对照组 62.3 分)，差异显著(p < 0.01)。 

在“汉字文化基因解码实验”中，学生通过 VR 技术拆解“和”(禾 + 口)、“信”(人 + 言)等汉字

构形，系统自动生成符号学分析报告并关联“中华思想文化术语库”。例如，对“和”字的拆解热力图显

示，65%的操作时长集中于“禾”部(农耕文化符号)，且热力集中度与文化认同度呈显著正相关(r = 0.71)。
这一沉浸式学习场景不仅验证了汉字构形与价值观的深层关联，也为量化指标提供了可视化证据。 

此外，通过批判性思维通过 Watson-Glaser 评估工具(WGCTA)测量，实验组得分提升 23% (对照组

3%)，媒体话语偏见识别准确率(78% vs 52%)进一步佐证其成效。教学中设计“算法语言偏见治理”项目，

要求学生爬取 Twitter 和微博的“一带一路”相关语料(10 万条)，使用 NLTK 库的 VADER 算法进行情感

分析。数据显示，西方语料中“debt-trap”出现频率为中文的 6.8 倍，负面评价占比 72% (中文仅 12%)。
学生据此提出“多语言语料库共建”方案，并通过角色扮演(如“联合国语言伦理审查官”)完成《生成式

AI 语言治理白皮书》，方案综合评分达 89.3 分。 
批判性思维提升与项目实践直接相关。例如，学生在分析“debt-trap”的语义泛化时，需结合批判话

语分析框架(CDA)解构西方媒体的霸权逻辑，其标注准确率(78%)与 WGCTA 得分(提升 23%)共同验证了

方法论的有效性。 
媒体偏见识别准确率通过对比学生标注结果与标准计算。实验组准确率达 78% (对照组 52%)，卡方

检验(χ2 = 28.6, p < 0.001)显示显著差异。教学中设计“跨文化价值协商辩论”，如针对中英“责任”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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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英语侧重个人问责，汉语强调关系义务)，学生需结合语义网络工具(Gephi)分析语料库中的搭配模

式，并撰写《中英责任观对比研究报告》。在“一带一路”报道分析中，学生使用 AntConc 统计“China”
与“assertive”的异常共现频率(西方语料中占比 38%)，结合 Python 的 TextBlob 库验证其情感极性偏差，

最终提出“建立多语种媒体话语监测平台”的治理建议。此类实践不仅提升技术工具的应用能力，更强

化了价值判断的客观性。 
这些量化结果不仅验证了“双轴三阶”教学模式的有效性，更为课程思政的跨校推广提供了实证支

持，凸显新文科建设中价值引领与学科知识深度融合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5.3. 质性研究发现 

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导论”课程思政教学的质性研究发现，通过电子档案袋分析(N = 230)、教学日

志文本挖掘及虚拟实验日志解析，深度揭示学生价值认知转型与教师教学范式革新的动态过程(详见表 3)。 
 

Table 3. Qualitative research analysis form 
表 3. 质性研究分析表 

研究主题 关键发现 数据支撑 

学生认知转型 “语言意识形态”论述频次增长 280% LDA 主题模型分析 

教师教学范式革新 83%教师突破“知识本位”思维，课堂参与度提升 65% 教学日志文本分析 

技术赋能效应 VR 汉字拆解热力与文化认同度正相关(r = 0.71) 虚拟实验日志分析 

 
从表 3 看出，学生认知出现转型。电子档案袋分析显示，学生对“语言意识形态”的论述频次增长

280% (LDA 主题模型)，如：“通过解构‘债务陷阱’话语，理解了国际传播中的符号权力博弈”(某学生

反思日志)。 
此外，教师教学范式实现突破。教学日志表明，83%的教师突破“知识本位”思维，如“从 IPA 音标

教学转向方言保护政策辩论，学生参与度提升 65%”。 
另外，虚拟仿真实验日志分析发现，VR 拆解汉字操作的热力集中区域与文化认同度呈正相关(r = 

0.71)，证实沉浸式学习对价值内化的促进作用。 
这些质性证据不仅印证量化数据的有效性，更从认知机制、行为转化与技术赋能三重视角，解构思

政教学创新的内在逻辑，为优化教学设计提供了微观层面的实践启示。 

6. 结论 

“语言学导论”课程“要重视‘立德树人’的教育，这是每一个教师应负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12]，
因此，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导论”课程思政教学创新研究，通过构建“双轴三阶”融合模式，即知识轴 
+ 价值轴、认知–解构–重构，与“语言思政力”三维模型(认知解码力–文化批判力–价值建构力)，系

统破解了以国外理论为主体、价值碎片化及评价模糊化等核心困境。研究表明，语言学课程在解码文明

基因(如甲骨文劳动智慧分析)、重构思维范式(如中西语言政策对比)及应对技术伦理挑战(如算法偏见治

理)中展现出独特思政潜能。实证数据显示，实验组学生本土文化价值指数和批判性思维得分显著优于

对照组，教师思政教学能力达标率显著上升，印证了“知识传授锚定价值坐标、能力培养服务国家战

略”的育人效能。未来需进一步探索元宇宙、语言大模型等新兴技术场景中的价值引导机制，持续完善

语言学教育“解码文明–赋能治理–引领创新”的立德树人功能体系，为新文科建设提供可复制的学科

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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