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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语语法作为高校英语本科专业阶段的基础课程，其思政教育融入路径尚未获得学界充分关注。文章剖

析了英语语法课程思政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评价体系三个维度提出了思政融

入路径，并以“英语假设意义表达法”为教学案例初步检验了可行性。实践表明，通过采用案例教学法，

重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将英语语法知识点与思政主题有机匹配，有助于发挥语法课程的育人功能，

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双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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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foundational course in the undergraduate English major program,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English grammar teaching has not yet received sufficient attention from 
academia.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faced in incorpo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English grammar courses and proposes integration pathways from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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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s: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and evaluation systems. Using the teaching case of 
“English hypothetical expressions” as an example, the feasibility of this approach is preliminarily 
validated.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by adopting case-based teaching, restructuring teaching 
content and methods, and effectively aligning English grammar knowledge with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themes, it is possible to enhance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grammar courses, achieving the 
dual objectives of knowledge transmission and value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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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5 月，教育部印发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要求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

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挥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

强调，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完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机制[2]。在课程思政

大背景下，如何将思政教育有效融入高校外语类专业课程，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双重目标，成为

外语界学者持续深耕的重要课题。 
在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培养学生对西方语言文化的理解，更需引导他们学会用英语传

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作为英语本科专业必修的一门基础性课程，英语语法在课程体系中有着不

可或缺的地位，应充分发挥其思政建设的基本载体作用，彰显思想力量[3]。然而，当前学界主要聚焦于

探讨英语专业读写类课程的思政建设，缺乏对英语语法课程思政融入的充分考察。鉴于此，本文试图分

析英语语法在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探讨将思政元素有效融入该课程的路径，并以实际

课堂教学案例展示该路径的可行性。 

2. 文献回顾 

随着课程思政理念在国内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不断推进，英语专业课程中思政元素的融入问题日益受

到学界关注。相关研究内容既涵盖课程设计与教学理念的顶层构建，也涉及教学方法与教学资源开发等

操作层面。例如，文秋芳为高等教育阶段构建了“一体化”思政育人体系，并将其应用于“英法双语 + 
专业”国际治理人才培养中[4]。刘秉栋和冯蕾提出了英语专业课程思政体系建设的突围路径，强调要以

英语专业知识教学为“体”，课程思政教育理念为“魂”，多元教学形式为“用”，实现英语专业教育与

思政教育的协同共振效应[5]。近年来，相关研究逐渐向课程微观层面深入，重点聚焦于英语语言技能类

课程的思政融入实践，如综合英语、英语写作、交际英语等。通过对已有成果的梳理可见，外语专业课

程思政研究对象仍有拓展空间，教学实践尚待丰富，评价机制亦亟需健全[6]。 
尽管英语专业课程的思政建设受到广泛重视，但英语语法课程作为专业基础必修课，其思政建设研

究仍相对薄弱。目前有限的研究主要从教师、学生和教材等角度分析了该课程在思政融入方面存在的问

题，初步探讨了思政融入的理据与资源建设路径，并在教学设计层面尝试了创新性的教学模式。现有研

究指出，长期以来英语语法专业教师重视英语语法课程工具性的特点，忽视了该课程人文性的特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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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学生兼具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英语专业应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重视英语语

法的基础性、人文性和国际性等课程属性[7]。同时，为了有效实施英语语法课程思政，需要将传统教师

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转变成“以学生为中心”的线上线下融合的教学模式[8]。已有研究成果强调，推进

英语语法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对于提升课程思政育人实效具有重要意义。 
总体来看，英语语法课程的思政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成果在揭示课程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方面

尚不深入，缺乏对其理论基础与价值必要性的系统梳理，且在真实教学语境中的实证研究与教学反思仍

显不足。基于此，本文在分析当前英语语法课程思政建设现状的基础上，尝试构建契合该课程特质的思

政教学策略与实践路径。 

3. 英语语法课程思政建设的困境 

高校英语专业语法课程具有系统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等典型特征，为该课程的思政建设提供了自然

的融入路径。尽管如此，英语专业教师在尝试将思政元素融入到语法教学过程中仍面临多方面的现实困

境与挑战。首先，语法教学内容的抽象性使其与思政元素结合的难度系数较高。语法课程的核心在于讲

解语言结构和规则，知识点较为抽象，与具体的社会文化主题直接关联性不强。因此，教师在尝试融入

思政元素时，往往面临语法知识和思政主题“割裂”的问题，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反而导致思政内容显

得生硬和不自然[9]。 
其次，传统语法教学模式缺乏情境化设计。语言交流依赖具体情境，语法也需嵌入语篇与语境之中，

无法脱离语境而独立存在[7]。传统语法教学多以孤立的句子讲解和练习为主，脱离真实社会情境。此种

教学方式使得教师在融入思政元素时难以找到合适的切入点，也无法为讨论复杂的社会问题或文化现象

预留充足空间。例如，在讲解英语语态时，若仅通过无实际情境的例句来说明规则，就无法将学生引入

讨论更深层次的社会责任或文化多样性等问题。 
再者，语法教学资源与思政内容不匹配。现有语法教材中的案例和练习多以无情景依托的例句为主，

专注于语言规则的讲解，极少关涉思政主题。这种教材设计致使教师即使有融入思政内容的意愿和能力，

也缺乏有效的教学资源和材料支持。例如，目前广泛采用的《新编英语语法教程(第 6 版)》在讲解假设意

义表达法时，所提供的例句和练习偏重于日常或虚构场景，甚少涉及思政元素[10]。这种脱离真实语境与

价值导向的教学材料不仅限制了学生对语言实际运用场景的理解，也削弱了语法学习与社会现实之间的

联结，难以激发学生的价值共鸣和情感认同。 
最后，英语语法课程评价体系尚未纳入有效的思政教育效果评估手段。目前，该课程的评价体系通

常只关注学生对语法规则和语言运用能力的掌握，对思政素养的形成与发展缺乏具体的评价标准，导致

教师难以有效衡量思政育人效果，进而影响他们在教学设计中融入思政元素的积极性与系统性。更为关

键的是，现有评价体系未能充分体现课程思政“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统一”的理念，忽视了价值观内

化、责任感提升、批判性思维发展等核心育人目标的可观测维度。这种评价缺位不仅削弱了课程思政的

目标导向性，也限制了教学改革的纵深推进。 

4. 英语语法课程思政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路径 

4.1. 语法课程思政建设的理论基础 

作为国家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思政理念为英语语法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依据

与理论指导。课程思政作为实现立德树人的重要途径，以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的深度融合为

核心，通过专业课程教学实现全方位育人目标[11]。其实质在于将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融入专

业知识的传授过程，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综合素质。在英语专业课程体系中，课程思政强调将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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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和要求与教学有机结合，实现与知识建构的系统融合[12]。这一理念与英语语法课程所承担的语言能

力训练与思维能力培养任务高度契合。作为语言技能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英语语法课程不仅教授语言

规则与结构，更是实现文化认知与价值观引领的有效平台。 
传统的语法教学多以讲解和练习为主，较少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忽视了语言背后的文化与价值导

向。课程思政理念倡导教师作为思政教育的关键实施者，应以学生为主体，通过具体的教学活动落实思

政育人目标[5]。这一转变在理论上体现了对语法课程语言功能观的重构——语法不仅是语言形式的规范，

更是表达态度、承载文化与建构意义的工具；同时也呼应了育人观对价值塑造与能力培养并重的要求，

使语法教学同时服务于学生社会责任感、文化认同与思辨能力的提升。基于教学观的视角，教师应通过

优化教学设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代议题等内容融入语法教学，采用多元的教学方式，在提升

学生语言能力的同时，引导他们理解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关注社会现实，实现语言学习与思想教育的协

同统一。 

4.2. 语法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 

在新时代“大思政”教育背景下，加强英语语法课程思政建设具有多重必要性。首先，思政教育融

入语法课程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英语专业学生不仅需要掌握语法规则和语言技

能，还需要在思想上与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保持一致。在语法教学中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例句或语

境，能够潜移默化地增强学生的理想信念、爱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 
其次，在全球化背景下，英语专业学生需要具备出色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同时在国际交流中坚守中

国立场。具体而言，在讲授语法规则时，通过对比不同文化语境下的语言表达方式，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语言背后的文化与思维方式差异，帮助其树立正确的语言观。此外，通过在教学中加入反映中国发展成

就或社会价值观的内容，激发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使他们学会用英语自信地表达中国观点，

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最后，加强英语语法课程思政建设能引导学生形成科学的价值判断，批判性地看待西方文化，强化

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学生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西方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

如不加以正确引导，容易产生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因此，在英语语法教学中，教师可以有意识地选

用反映中国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的内容，使学生在语言学习中自觉维护国家利益，避免文化侵蚀。 

4.3. 语法课程思政建设的实践路径 

英语语法课程思政建设可通过教学内容、方法和评价体系的创新，将思政元素自然融入教学过程。

首先，优化课程内容是思政建设的基础。教师应在充分挖掘现有教材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基础上，有计

划地引入融合思想、文化、情感、道德和价值观等核心思政元素的教学素材[5]。具体而言，精选体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语篇片段，如有关家国情怀、英雄人物、科技强国、生态文

明等内容，将其改编为语法练习的素材来源。例如，在讲授定语从句时，可选用《人民日报》关于脱贫

攻坚的报道，作为语法分析与仿写素材。此外，还可以设置含有思政引导功能的语法实践任务，激发学

生语言输出与思政认知的双重能力。例如，在名词性从句教学中，要求学生撰写主题为“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n People’s Lives”的英语短文，引导学生思考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

系。 
其次，教学方法创新是思政建设的关键环节。例如，采用案例教学法可以引入具有思政价值的社会

热点、国家政策或与国际问题相关的语法实例或情境，引导学生在分析和讨论中自然接触思政元素。同

时，教师可以设计与语法知识点相契合的讨论话题，鼓励学生用英语表达对社会文化现象的看法。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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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英语假设意义表达法时，可以组织学生探讨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采取的相关措施。此外，借助多

媒体和网络资源开展线上线下融合教学，便于学生完成课前课后的学习任务，也有助于教师展示思政素

材，提高课程育人效果[8]。 
最后，建立多元立体的考核评价体系是思政建设的保障。鉴于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的抽象性，课程

思政教学效果的评价需要通过具体、明确的情景化选题进行衡量[13]。因此，在语法课程的考核评价中，

教师应设计融合思政理念的语法应用题和写作任务，并建立具体的考察指标，评估学生在语法规则正确

性之外的文化表达能力，审视学生对思政教育的接受程度。 
由此观之，英语语法课程思政建设既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也具有多重现实必要性，更需要在教学实

践中不断探索有效路径。基于前述探讨，本文构建了英语语法课程思政建设的三维路径(见图 1)，系统展

现了其从理论支撑到教学实践再到育人成效的逻辑推进过程。该模型强调语言教学与思想引领的协同融

合，凸显语法课程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的育人价值与实践路径。 
 

 
Figure 1. A three-dimensional pathway for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English grammar teaching 
图 1. 英语语法课程思政建设的三维路径图 

5. 教学案例分析——“假设意义表达法” 

本文以上海某高校英语专业《英语语法理论与实践》课程为例，通过分析其教学设计，探索思政元

素融入语法教学的有效路径。案例聚焦《新编英语语法教程(第 6 版)》第 17 讲“假设意义表达法”[10]，
结合“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思政主题，采用课前准备、课堂教学和课后延伸的三段式教学设计，实现

语法教学与思政教育的融合。 

5.1. 课前准备 

教师设计课前任务，引导学生预习“假设意义表达法”的基础知识，并初步思考环境保护议题。具

体而言，教师在学习平台提供全球气候变化报告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选段作为阅读材料，展

示相关句式在真实语境中的应用，激发学生对气候变化情境及后果的思考。为提升学生的语篇意识与语

言分析能力，教师还可附带句式识别任务，如要求学生划出虚拟语气句并尝试归纳其结构与意义。 
同时，教师布置反思性问题，以引导学生结合语法学习进行情境思考和价值判断：“1) I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continue at the current rate, what environmental impact might arise? 2) What responsibilities do 
individuals have in tackling climate change, and how can we contribute?”学生通过记录思考过程，形成对环

境议题的初步认知与个人立场。这一预习任务不仅为课堂讨论奠定基础，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和全球视野。教师可在课前收集学生的部分反思内容，通过选择性展示、归类整理等方式，在课堂导入

阶段激发讨论兴趣，实现课前–课中教学活动的有机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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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分层递进，实现语法知识与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合。课程伊始，教师通过“导入环节”展示

并归纳学生课前任务的典型成果，激发全班对环境议题的关注与讨论欲望。例如，教师选取有代表性的

学生回答进行展示，引导全班观察其中虚拟条件句的表达方式和语义功能。这一导入环节有助于强化课

前预习的实效性。 
随后，在知识讲解阶段，教师系统讲授“假设意义表达”的基本概念与语法规则，特别是虚拟条件

句的应用。通过典型例句如“If we were not to take measures, global warming would worsen”，帮助学生在

具体语境中理解并正确使用虚拟条件句。教师进一步引导学生分析该句的表达目的及情感影响，强调假

设表达不仅是纯粹的语法规则，还具有引发情感共鸣，激发社会责任感的功能。为增强语境真实感和价

值引导力，教师可补充多模态资源，如短视频片段、新闻语料或政策宣传语，从而帮助学生构建语言、

语境与价值之间的联结。 
在课堂讨论阶段，教师设计开放性讨论题：“If everyone were to tak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ctions, what 

would the future of the Earth look like?”要求学生在小组讨论中运用假设结构表达观点，从而将语法应用与

环境议题深度结合。教师鼓励学生联系真实社会现象、引入生活经验或国内外环保案例，在语言表达中体

现价值判断与责任担当。讨论结束后，教师可组织代表小组进行展示并全班点评，从语言准确性、表达逻

辑与价值深度等方面进行多维评价。这一课堂教学过程不仅强化了学生对语法规则的掌握与迁移运用能力，

更促使其在语言实践中反思个人与社会在环境保护中的责任与角色，实现了语言教学与价值引导的统一。 

5.3. 课后延伸 

课后活动旨在巩固知识和深化思考，构建完整的学习闭环。教师设计应用型作业，要求学生以“If I 
were an environmental volunteer, how would I change the environment?”为主题撰写短文，检验他们对“假

设意义表达法”的应用能力，同时引导学生深入思考环境问题与个人责任的关联，从而强化思政教育效

果。基于作业表现，教师从语法准确性和内容思想深度两个维度提供反馈，帮助学生巩固语法知识并深

化对社会责任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教师系统记录并分析学生在课堂活动和课后作业中的表现，重点评

估学生对语法规则运用的准确性及对思政内容的理解深度，为下一阶段的教学设计优化提供依据，形成

“教学–反思–改进”的良性循环。 

6. 结语 

本文剖析了当前高校英语专业语法课程思政建设面临的困境与挑战，阐明了其理论依据与现实意义，并

以英语“假设意义表达法”教学案例为切入点，阐明了语法课程思政融入的可行性。实践表明，语法教学与

价值引导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语言形式承载思想内涵，思想内涵反哺语言学习。展望未来，英语语法

课程思政建设应致力于在教学实践中持续探索和构建更加系统化的融合路径。具体而言，可通过深化语言与

思政的内在联系、创新教学方法与评价体系、加强师资培训与资源建设等举措，推动课程建设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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