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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教师国家意识培养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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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意识作为课程思政的重要内容，如何将其融入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方方面面，已成为亟待探索

的重要课题。尽管外语界已有一些相关研究，但它们多为理论层面的探讨，缺少实证数据的支持。鉴于此，本研

究采用了问卷、访谈和课堂观察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方法，调查大学英语教师对国家意识培养的看法及其课堂实践。

本研究结果为提升大学英语课堂思政教育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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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cultivation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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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ational consciousness, as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ttracts increasing 
attentions.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some studies in this field, most of them are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lacking empirical 
support. Therefore, this study conducted a mixed-methods investigation (questionnaire, interview, and classroom observation) 
into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understanding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cultivation and their classroom practices.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enhanc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 English classro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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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外语教育不

仅要培养能够运用外语进行跨文化交流的人才，更要

培养他们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因此，如何培养人才成为中国的栋梁之才成为高

等教育亟待解决的课题。《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

纲要》要求，高等学校课程与思政建设要内涵式发展。

同时要求将“价值塑造”与“知识构建”相结合。思政

课建设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的

战略举措，而“国家意识”的培养是外语课程价值塑造

的核心，是思政课的“灵魂”和“精髓”（徐斌 2021）。
对国家意识及其培养现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 文献综述 
当前外语界对国家意识培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

个个方面：1）大学英语教材中是否涵盖国家意识的讨

论；2）国家意识培养路径探讨。 
首先，国内学者调查了外语教育中国家意识教材

的建设与改革。车思琪等（2024）探讨了大学英语教材

中的国家意识因素。教材涵盖了爱国、敬业、友善、奉

献等多种国家责任价值观，体现了对国家责任感教育

的全面关注。然而，价值观在教科书中的分布不均衡。

赵丹、沈骑（2022）从国家认知、国家认同、国家责任、

国家期待五个维度进行分析，发现大学英语教材中缺

乏国家意识元素。 
其次，国内学者也对外语教学中国家意识教学改

革进行了探讨。房洁（2025）提出，在大学英语思政教

育过程中，课程的思政建设既要强化学生的国家意识，

又要兼顾国际视野。翼倩等（2024）构建了基于课程的

大学英语思政教育学习需求模型，并通过分析学习者

的需求，考察了个体差异对大学英语课堂思政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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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国家意识培养的研究主要从

理论角度探讨教学改革，实证调查有限。鉴于此，采用

了问卷、访谈和课堂观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考察大学

英语教师对国家意识培养的看法及实践。 
3 国家意识的内涵及结构 
3.1 国家意识的内涵 
众多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教育学等不同领域

的学者从自身学科知识体系出发，围绕国家意识的产

生、发展、构建等问题进行了思考。但是，在“国家意

识”的概念界定上，各学科的定义不尽相同。从心理角

度上来看，国家意识是行为主体的个人与国家之间发

生情感上的结合，在心理上认为我是国家的一部分，国

家也被内摄而成为自我的一部分。（宋明顺 1980）从

民族历史角度看，国家意识定义为“族群归属的精神体

现，是对某一特定民族、社群、文化、传统和语言的归

属，并由此而分享共同历史、共同情感、共同信念和共

同生活方式”。（于海 2004） 
在本研究中，课程思政建设背景下的国家意识内

涵是指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基的外语教育背

景下，培养的大学生对自己国家的人文、历史、政治、

国情的认知与认同，对国家强烈的归属感、自豪感和责

任感，立志服务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3.2 国家意识的结构 
为了更加科学精准地把握外语教育中国家意识的

主要内容以及对国家意识进行内涵建构，本研究借助

词频分析工具 ROSTCM6 进行词频统计，以确定与国

家意识较为密切的关键词。具体分析过程如下：首先，

通过中国知网的“高级检索”，以“国家意识内涵建构”

为主题，在文献“来源类别”一栏选择“北大核心”、

“CSSCI”、“CSCD”，检索 1992 至 2024 年间文献，

得到外语界学者重点讨论国家意识此话题的相关文献

共计 23 篇。之后，将国家意识以及上述学者们提出的

国家意识的主要内容设置为“分词自定义词表”，将选

中的 23 篇文献导入 ROSTCM6 中进行分词，再对分词

后的文献进行词频统计，得到国家意识的词频统计信

息，如表 1 所示。 
4 研究方法与过程 
4.1 研究问题 
（1）大学英语教师如何看待国家意识培养？ 
（2）大学英语教师如何培养国家意识？ 
4.2 研究对象 
本研究首先邀请了 180名大学英语教师填写问卷。

期中，117 名女性，63 名男性；23 名教师的教龄少于

5 年，34 名为 6 到 10 年，80 名为 11 到 15 年，43 名

超过 15 年。其次，本研究还从填写问卷的老师中邀请

了 4 名大学英语教师参与访谈，并进入她们的课堂观

察。 

表 1  国家意识框架 

词语 词性 数量 

国家意识 自定义名词 2616 

国家认同意识 自定义名词 635 

国家认知意识 自定义名词 365 

国家主权意识 自定义名词 245 

国家安全意识 自定义名词 226 

国家责任意识 自定义名词 189 

 
4.3 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有三个。第一个为基于现有文

献和表 1设计的大学英语教师国家意识培养问卷调查。

该问卷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的形式，包括六个部分 31
道题项，分别对应表 1 中的六个维度。第二个研究工

具为由 10 个问题组成的访谈提纲，涵盖教师对国家意

识的理解、看法与培养实践等。课堂观察表为本研究的

第三个工具，除记录观察地点、时间和课程类型等细节

信息外，还包括观察点和观察结果，探究大学英语课堂

上国家意识培养的呈现及其方式。 
5 分析与讨论 
5.1 大学英语教师对国家意识及国家意识培养的

看法 
（1）大学英语教师对国家意识的理解 
访谈数据表明，大学英语教师对国家意识有着较

为全面的理解。他们对国家意识的理解与本研究对国

家意识的定义和建构有重合之处。首先，他们认为国家

意识是指一个人对一个国家的认知，包括对国家政治、

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了解。其次，受访教师反映，

国家意识应包含对国家的热爱、对国家的信仰、对国家

身份的认同等情感因素。第三，国家意识应包括国家责

任意识，即把个人职业规划与国家未来发展的需要结

合起来。最后，教师们提到了与国家安全意识相关的内

容。 
（2）大学英语教师对国家意识培养的理解 
本研究从教师对国家意识培养重要性的认识和教

学目标两个维度来探讨教师对国家意识培养的理解。 
在访谈中，四位教师都表示她们非常重视国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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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培养。她们都强调，非英语专业的学生进入不同的

专业领域，将成为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因此，培养他

们的国家意识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和社会价值。大多

数教师都强调语言能力是大学英语课程的基础能力。

此外，他们还认识到培养思维能力，尤其是批判性思维

和独立思考能力十分必要与重要。 
此外，访谈资料还表明，国家意识是大学英语课程

的教学目标之一。他们认为，首先，国家意识的培养是

指培养一个人对国家的认知，包括对国家政治、经济和

文化的认知。除了对一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讨论，A
老师还着重强调了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对比，强调

培养学生对国家的认同感。 
5.2 大学英语教师国家意识培养实践 
（1）国家意识培养内容 
对问卷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表 2）显示，国家

意识的平均得分为 3.06 分，介于 3.0 和 4.0 之间，这表

明大学英语课堂中国家意识内容的整体整合处于中等

水平。这一结果与课堂观察结果一致，也与教育部高等

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指导意见相呼应，即

强调在大学英语课程中融入思想品德教育，以完成高

校德育的核心任务。 
表 2 列出了大学英语教师在国家意识六个维度上

教学行为的平均得分。数据显示，六个维度的分布不均

衡。国家认知、国家认同和国家责任意识的均值分别为

3.70、3.50 和 3.30，处于较高水平，说明大学英语教师

比较重视这三个方面的培养。国家期待意识的平均值

为 2.90，接近 3，处于中等水平，而国家安全和主权意

识的平均值分别为 2.7 和 2.26，处于较低水平。尽管教

师在教学中有意识地融入了国家意识的子概念，但是

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国家意识六个维度的培养不均

衡，学生更注重语言点的学习。下文将引入课堂观察纪

实。 

表 2  国家意识培养维度分布情况 

维度 总数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国家意识 180 1.48 5.00 3.06 

国家认知意识 180 1.00 5.00 3.70 

国家主权意识 180 1.00 5.00 2.26 

国家安全意识 180 1.00 5.00 2.70 

国家责任意识 180 1.00 5.00 3.30 

国家期待意识 180 1.00 5.00 2.90 

国家认同意识 180 1.00 5.00 3.50 

总体而言，课堂观察结果验证了问卷调查结果。教

师更加关注国家意识的文化部分。例如，在第一单元

“GenerationGap”中，教师介绍了中国故事《二十四孝》

中老莱子孝敬父母的故事。她让学生讨论传统儒家思

想中的孝道，激发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在第六单元

“LearningEnglish”中，教师介绍了英语发展史，指出

英语发展史是一部霸权侵略和殖民扩张史。英国开始

在世界各地实行帝国统治，殖民地人民不得不接受英

语。英国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霸权侵略和殖民扩张史。20
世纪，随着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式英语成为全世

界广泛使用的语言，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英语的使用。

因此，英语的发展包含了政治、经济甚至军事霸权的因

素。然而，在同一时期，中国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在

提到改革开放对中国的影响时，教师要求学生思考闭

关锁国政策对中国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教师在班

上开展了一场小型辩论。 
（2）国家意识培养方法 
在培养国家意识的过程中，大多数教师采用了传

统的讲授法。例如，在第一单元“GenerationGap”中，

教师通过口头讲解和直观材料（如老莱子的图片）介绍

老莱子的故事，旨在解释中国传统的孝道。然而，这种

方法对学生的吸引力不够，未能充分激发他们对传统

孝道文化的兴趣。 
对四位教师的访谈结果也显示，讲授法仍然是首

选的教学方法。教师 A 指出，大学英语课程面对的主

要是刚从高中毕业的新生，他们仍然习惯于传统的教

学方法，很少有学生能畅所欲言或表达自己的观点，且

大多数学生缺乏扎实的英语基础。教师 D 认为，鉴于

大学英语课程的课时有限，讲授法是更为实用的。在某

些情况下，讲授法是在紧张的时间安排内完成教学目

标的有效教学方法。 
（3）国家意识培养评价 
现有大学英语教学中并不存在国家意识评价体系，

但通过对教师的访谈和课堂观察发现，大学英语教师

会采用一些方法将国家意识纳入评价体系中。 
课堂观察显示，在大学英语课堂上，教师 B 要求

学生对华为、小米、大疆等中国企业进行介绍。课堂展

示的分数将计入日常表现分数。此外，在 C 老师的课

堂上，C 老师喜欢邀请学生在课堂上发言。例如，C 老

师告诉学生，如果你是学生会主席，现在要为来自世界

各地的中国留学生写一份欢迎辞。C 老师让学生们想

一想在欢迎词中要对他们说些什么。随后，C 老师请几

位同学进发言，并对这些发言进行了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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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本研究从大学英语教师对国家意识及其培养的看

法及课堂培养实践两个方面进行调查，展示了当前大

学英语教师国家意识培养现状，为大学英语教师培养

学生的民族意识和大学英语课堂提升思政教育都提供

了有价值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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