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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实践路径，教师话语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引导与建构作用。

本文以高校英语教学比赛中的获奖案例为研究对象，借助建构修辞观与评价理论的分析框架，考察优秀

英语教师在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情感话语的呈现特征及其修辞功能，旨在揭示情感资源如何通过话语实

践有效服务于思政育人的核心目标。研究发现，获奖教师在相关课堂话语中呈现出显著的积极情感取向。

教师通过运用具有积极评价色彩的情感词汇，不仅彰显了其对思政内容的高度认同与价值肯定，更在话

语层面构建出具有情感感染力的育人场域，有效引导学生内化正确价值观，厚植家国情怀，并提升其文

化归属感与民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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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ality cultivation serves as a vital practical pathway for fulfilling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virtue 
cultivation, in which teacher talk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guiding and shaping students’ 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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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s. This study examines award-winning cases from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competitions, employ-
ing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s of rhetorical construction and appraisal theory to explore the fea-
tures and rhetorical functions of affective discourse used by outstanding English teachers in the im-
plementation of morality cultivation. The study aims to uncover how affective resources, through 
discursive practices, contribute to achieving the core objectives of morality cultivation.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teacher talk in these exemplary cases demonstrates a clear tendency toward positive 
affect. By using emotionally charged expressions with positive evaluative meanings, teachers not 
only convey strong identification with and endorsement of ideological content, but also construct 
an emotionally resonant educational space at the discourse level. This facilitates students’ internal-
ization of correct values, fosters a deep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responsibility, and enhances 
their cultural belonging and sense of pride in the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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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5 月 28 日，教育部正式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

要》指出，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战略举措、课程思政建设是全面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的重要任务。课程思政是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途径，关系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

养人这一根本问题[1]。英语学科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一门学科，具有独特的学科属性和涉外性，其教学内

容多涉及西方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2]。教师话语(teacher talk)是指教师在课堂上为组织和从

事教学所使用的语言[3]。教师作为英语课堂的主导者，其话语对课程思政的落实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探索高校英语课堂融入思政元素的实践路径十分必要，不少学者都针对高校英语课堂的教师话语与课程

思政展开了研究。 
相关研究分别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展开。(1) 一些学者对英语思政教学进行了理论探讨。徐锦芬

(2021)以课程思政的内涵为基点，深入剖析了高校课程教学素材中的思政内容建设问题，并从两个方面提

出了思政内容建设的具体策略[4]；温颖茜(2022)对大学英语教学中讲好中国故事的必要性和实施原则进

行了分析，探讨了大学英语教学中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与教学实践[5]；张亦凝、穆宏佳等(2024)提出了外

语专业写作“讲好中国故事”的课程思政教学模式，为进一步落实外语课程思政教学提供了启示[6]；(2) 
另一些学者结合具体理论对英语思政教学进行了实证研究。王婧袆、任小艺和李雪梅(2022)利用评价理论

的态度系统挖掘了外语教材文本中蕴含的课程思政元素，直观地反应了外语课文中的价值观和思政元素

[7]；黄凌云(2022)基于 CIPP 评价模型的理念，对参与课程项目师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与访谈，发现大学英

语课程思政项目的背景得到广大师生的认可[8]；孙丽娟和李琪(2024)基于 TPACK 框架提出了外语教师

的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模型，并在该模型之上分析了教师的课程设计方案、说课视频等数据，指出了教师

在课程思政能力方面需要改进的内容[9]；林玉珍(2024)将数据库平台引入了英语教学中的翻译实践课程，

发现数据库平台能为翻译课程中的思政教学提供融入途径[10]；刘俊玲和贾蕃(2025)基于五链融合课程思

政教学体系，采取问卷调查法从教师和学生的双重视角对该体系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师生均对其评价

较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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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不难看出不少学者都针对英语教学中的课程思政元素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很少有学者结合评

价理论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对优秀英语教师的思政话语进行修辞建构的分析。鉴于此，本文将研究情感话

语在优秀获奖英语教师的话语中的呈现特征，并探求其在建构思政元素、凸显价值立场及立德树人中所

发挥的修辞功能。 

2. 理论基础 

本文的研究理论为建构修辞观与评价理论。前者为理解话语如何能动地建构意义、塑造认知乃至实

现育人目标提供了关键视角，后者则为剖析教师话语中的情感表达与人际意义提供了精密框架。二者共

同为本研究深入探究教师情感话语的特征及其在思政育人中的作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1. 建构修辞观 

修辞指的是“表达者(说写者)为了达到特定的交际目标而应合题旨情境，对语言进行调配以期收到尽

可能好的表达效果的一种有意识的、积极的语言活动”[12]。本文的“修辞”是狭义的，侧重于传统意义

的积极修辞。人们对语言形式的选择与运用，实质上是围绕特定表达意图展开的建构过程；相应地，这

种表达意图及对特定效果的追求，也必然通过相应的语言形式来彰显，这一过程即为修辞建构[13]。建构

修辞侧重于研究话语中语言和非语言对集体身份的建构，认为修辞具有巨大的建构力，强调话语的社会

文化语境[14]。换言之，建构修辞观认为，语言不是被动地反应现实，而是主动地塑造人们对世界的认知

和理解，以及个体在社会中的身份和角色。在外语课堂中，教师话语具有引导学生思考与传递思政观念

的作用，适合用建构修辞观来进行研究。 

2.2. 评价理论 

评价理论是建构人际意义的语篇语义资源，是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而发展的理论[15]。评价理论根据

语义把评价资源分为三个系统：态度(attitude)、介入(engagement)和级差(graduation) [16]。态度是指语言

所反映的对行为、道德、现象、语篇等的态度，包括情感(affect)、裁决(judgment)和鉴赏(appreciation)三个

子系统[17]。本文采用态度系统研究优秀获奖教师课堂话语中所包含的情感资源。 
情感包含满意/不满意(satisfaction/dissatisfaction)，典型词汇如得益于；安全/不安全(security/insecurity)，

典型词汇如合作、共同、相信；高兴/不高兴(happiness/unhappiness)，典型词汇如快乐；倾向/非倾向

(inclination/disinclination)，典型词汇如期望。裁决系统根据伦理道德的标准来评价语言使用者的行为，裁

决下含社会评判(social esteem)和社会约束(social sanction)两个子系统，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社会评判涉及

道德范畴，主体往往是人；而社会约束则涉及法律范畴，与公约、法律等正式文本相关联，主体是事情

本身[18]。鉴赏包含反应(reaction)、构成(composition)和价值(valuation)三个部分。反应侧重语篇对读者、

听众或观看者情绪上的影响，用于评价事物或现象对于人的冲击程度；构成关注一个物品的复杂性和细

节；价值指事物是否重要。 

3. 研究设计 

本研究设计为实证考察提供清晰的指引。具体而言，将明确指出研究语料的选取标准与构建过程，

阐述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及其实施路径，并明确研究问题。 

3.1. 研究语料 

本文研究语料来自 2020~2023 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FLTRP Star Teacher Contest)全国总决赛获

奖团队视频。研究者将所有获奖团队的授课视频转写成文本。其中，每个比赛视频时长约为 20 分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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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个视频。将这些视频转写完成之后，人工标注出获奖教师陈述话语中所有包含课程思政元素的内容，

建成一个语料库。该语料库共包含 124,448 个字符，选取该语料库中的内容作为本文的研究语料。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语料库辅助话语分析与修辞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其中语料库辅助话语分析整合了定

量研究与定性分析。研究以建构修辞理论为理论基础，结合评价理论的分析视角，对课程思政设计中的

教师话语进行系统分析。具体而言，研究遵循“语料库建构→语料描述→分析阐释”的研究流程，旨在

揭示获奖教师中课程思政相关情感话语的特征、功能及其影响。 
本研究所使用的语料库工具为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语料库研究中心开发的 Wmatrix7 在线语料库工具。

Wmatrix7 是一种基于网络平台的语料库分析和对比软件。它的主要功能是标注和生成词表，具有自动语

义域赋码功能。Wmatrix7 允许对文本进行语法和语义标注，可进入语篇层面，找出超常使用的语义域，

帮助定位文本情感语义域，有助于揭示话语潜藏的价值倾向[14]。 

3.3. 研究问题 

本研究的总体目标为探索获奖教师话语中与课程思政元素相关的情感话语及其修辞建构。具体研究

问题包括：1) 在教学比赛视频中，教师在讲授涉及课程思政的内容时，其话语呈现出哪些主要的情感特

征？2) 教师主要运用了哪些修辞策略来融入和阐释课程思政内容？ 

4. 研究结果与讨论 

将自建语料库的内容导入到 Wmatrix7 软件之后，得出的结果与探究讨论如下。 

4.1. 情感倾向与语义特征 

表 1 显示了在 68 个获奖教师中，课程思政相关的陈述话语中情感语义域的基本特征。需要注意的

是，在进行统计分析的过程中，为了便于研究，研究者将 Wmatrix7 软件中 USAS 语义标签 E1 (General 
emotion)的词频计入积极情感范畴，以全面统计所有情感相关表达。这基于一般情感表达在特定语境下可

能倾向于非负面的假设，但承认此标签本身具有中性特征。 
 

Table 1. Features of affective semantic domains 
表 1. 情感语义域呈现特征 

分类 词频 百分比% 

积极 139 84.8 

消极 25 15.2 

总计 164 100.0 

 
由表 1 可见，在自建语料库 124,448 个字符中，涉及情感特征的字符共有 164 个。获奖教师的陈述

话语中所展现的情感语义域的分布不均衡，积极情感语义域(139 个)的出现频率远超消极情感(25 个)。这

表明在进行课程思政教学时，教师对教学内容多持有积极肯定的态度，这有利于教师进一步优化教学内

容，推动后续课程思政教学的开展。为进一步展现情感语义域的特征，本研究将结合评价理论对各类情

感话语的特点展开具体分析。根据表 1 的统计结果，因消极情感语义域出现频率较低，故本文将不作具

体分析，以下内容将重点剖析积极情感话语。 
根据 Wmatrix7 的统计分析结果(图 1)，获奖教师陈述话语中共包含 16 个语义域(包括积极与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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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多语义域出现频率(Frequency)很低。因此，本文按照出现频率排序，只分析讨论出现频率前五的积极

情感语义域。前五的积极情感话语共包括以下几类；“喜欢”(like)、“自信”(confidence)、“满意”(content)、
“平静”(calm)及“快乐”(happy)。表 2 中展示了前五位积极情感语义的词频、比重以及前三位的高频词。 

 
Table 2. Features of positive affective semantic domains 
表 2. 积极情感语义域呈现特征 

语义域 语义 词频 百分比% 高频词(前三位) 

E2+ like 55 47.1 like, love, popular 

E6+ confidence 22 18.8 confidence, confident, confidently 

E4. 2+ content 21 17.9 proud, satisfied, content 

E3+ calm 10 8.5 peace, amity, patience 

E4. 1+ happy 9 7.7 happy, laughing, comedy 

 

 
Figure 1. Classification statistics of affective semantic domains 
图 1. 情感语义域分类统计 

 
由表 2 可以看出，表达 E2+“喜欢”的这类语义域在情感话语中占比最大，E6+“自信”和 E4. 2+“满

意”所占比重也较高。这几类情感大多带有较为强烈的主观色彩，感染力较强。由此可以看出，教学比

赛中的获奖教师在将课程思政元素融入自己的教学时倾向于选择具有积极影响力的话语策略。教师在进

行课程思政内容的教学时，借助积极的情感话语词，先入为主地表达了自身对于思政元素的认同和支持，

从而为学生树立了一个积极的榜样，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品德育人教育，使学生能够更好地接受思政

内容的熏陶。 

4.2. 修辞建构与评价功能 

本部分将结合评价理论对上述三类积极情感进行定性修辞分析，探究他们在建构品德形象及塑造学

生思政观念中的作用。探究讨论将结合例句展开，所有例句均从高频词所在的语境中选出，并结合评价

理论对句子中一些词汇进行标注。例句中加粗的词汇为情感语义域中的高频词，带有下划线的词汇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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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评价理论人工标注的词汇。 
首先，本研究将分析所占比重最大的 E2+“喜欢”情感语义域。本文将主要通过比较该语义范畴内

各词元(lemma)的使用频率来体现这类语义域情感话语的使用情况。由上表(表 2)可见，使用频率排在前

三位的高频词为 like、love、popular。 

例 1：Every important milestone should center up on the topic dream so this love for the universe in his childhood 

indicates how he begins to dream a dream which should be emphasized, but the soft out is irrelevant to dream pursuing, so it 

should be excluded.【价值+】(2021 年一等奖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例 2：We can say he does so because he has great love to his motherland and people; he does so because he has great 

perseverance and responsibility; he does so because he has enterprising spirit to pioneer, innovate and achieve his dreams.【坚

韧不拔+】(2021 年一等奖武汉华夏理工学院) 

在例 1 和例 2 中，获奖教师在向学生介绍教材中有关课程思政的内容时，均使用了“love”这个凸显

喜欢语义的词汇，通过这一词意传达了对教材中所涉及的追梦人精神这一思政素材的赞赏与支持，教师

通过自身饱含情感的语言示范，引发了学生的情感共鸣与认同。例 1 中，教师结合积极的情感语义词，

向学生们讲解了心怀理想、树立远大目标在实现人生价值中的重要性；例 2 中，教师将“love”与“motherland 
and people”等思政核心词汇相联结，营造了一种情感磁场，引导学生从情感层面亲近、接纳并内化这些

价值观。从评价理论的角度来看，“emphasized”符合评价理论态度系统中鉴赏子系统下的价值，属于价

值资源；“perseverance”属于判断资源中的坚韧不拔，这两个词汇的使用再次强调了教师对于教材中所

传达的脚踏实地、勇敢追梦价值观的认同。 
接着分析 E6+“自信”情感语义域。通过统计该语义范畴内各词元的使用频率，可以得出使用最频

繁的三个词为 confidence 的不同词类形式：confidence、confident、confidently。 

例 3：Let’s invite a bigger picture, you know, how can we make our Chinese voice heard by the other countries, we also 

need to provide the world with some detailed examples about China, perhaps we can refer to the four kinds of confident telling 

Chinese stories——the confidence in past theory, system, and culture.【安全+】(2020 年一等奖东北电力大学) 

例 4：Most importantly, you’ll be more confident and proud to tell China’s story of green development, so that you’ll 

be more competent to deal with unit project.【满意+】(2022 年季军山东大学) 

在上述例 3 和例 4 中，获奖教师在与学生讲解互动课程思政的内容时，均显著地运用了“confidence”
这一词汇，有效地展现了文化自信。在例 3 中，教师结合“通过例子来增强作文说服力”这一写作技巧

与积极的情感语义词汇，在让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点的同时激发了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例 4 中，教师结

合中国的绿色发展道路，帮助学生在情感层面更好地认同了课程思政的核心理念，让学生构建起对国家、

民族及文化的身份认同感。这种修辞策略有助于学生构建积极的自我认知，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叙事相结

合，从而内化课程思政所倡导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念。结合评价理论来看，“confidence”一词属于情感

子系统中的安全资源。安全资源涉及经济社会层面的安全感，往往表示说话人对所持观点、所说内容非

常确定，这一词语的频繁使用增强了课程思政教学内容对学生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最后来分析 E4. 2+“满意”情感语义域。同样，这部分将重点分析出现频率最高的三个词，分别是

proud、satisfied、content。 

例 5：It’s true that we are proud of the development in our university, but at the same time, we’re even more proud about 

the development in our own country.【满意+】(2020 年亚军山东师范大学) 

例 6：Yeah, when we feel satisfied with what we have, we could be much happier and make sustainable progres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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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 something we (are) really excited.【高兴+】(2020 年季军辽宁大学) 

在例 5 和例 6 中，教师在阐述观点时，均运用了能够直接表达积极情感体验的词汇“proud”和“happier”，
通过这些表达营造了一种认同和积极向上的课堂氛围。例 5 中，教师使用了“proud”这一核心情感词，

并将其程度加强为“even more proud”，这种情感首先指向“the development in our university”，进而升

华至“the development in our own country”。通过这种从集体(大学)到更大集体(国家)的自豪感递进，教师

巧妙地将个人情感与集体荣誉、国家发展紧密相连，有效地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集体归属感和爱国

情怀。例 6 中，教师通过“satisfied”这一积极情感词汇，描绘了一种从满足现状到追求更高幸福感和成

就感的积极人生路径。从评价理论来看，“proud”、“happier”均属情感子系统，分别属于“满意”和

“高兴”资源，带有强烈的积极褒扬色彩，有助于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

往。 
综上，可以看出获奖教师在课程思政教学中，并非简单堆砌情感词汇，而是有意识地运用积极情感

话语作为核心的修辞策略。他们通过构建情感共鸣场、塑造积极价值参照、以及联结个体情感与集体认

同等方式，有效地将思政元素融入教学。 

5. 结语 

本文以“教学之星”大赛获奖视频中涉及课程思政内容的教师话语为研究对象，运用建构修辞观和

评价理论，分析了情感话语在英语教学中的呈现特征及其修辞功能。研究结果表明，带有积极情感语义

域的教师话语占主要地位，即积极情感建构为主导，教师话语中的积极情感语义词可以减少教师以往利

用排他程度较高的话语阐释价值意涵所产生的弊端，帮助打破学生头脑中的“无意识建构”，使思政教

育能够让学生入耳、入脑、入心，进而培养学生的价值自觉[19]。 
本研究兼具理论与实践意义。理论上，本文深化了对情感话语修辞功能的认识，为理解高校英语课

程思政中教师情感话语的特点和育人机制提供了新视角，对教师话语与价值教育的行动研究具有一定启

示；实践上，本研究为一线英语教师如何更好地诠释课程思政中的价值意义、帮助学生建构价值理解提

供了有益启发。然而，本研究亦存在一定不足，如研究主要集中于教师话语的文本分析，未能直接测量

与评估情感话语实际产生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情感及认知反应。在此基础上，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扩

大语料范围进行对比分析，比如从学生视角探究情感话语的实际影响及其对学生思政观念形成的具体作

用，并结合多模态话语分析考察教师语音语调、面部表情等非言语因素与情感话语的协同建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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