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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理论视角下构建研究生英语课程思政活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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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基于社会文化理论和活动理论，构建了研究生英语课程思政活动系统模型，探讨了研究生英

语课堂教学与价值观培育、文化认同建构的双向促进机制。模型通过教材价值观内涵的深度挖掘与教学活动的有

机融合，结合“用英语讲中国故事”等多元化实践路径，实现了系统要素的协同作用，有效促进了学生语言能力、

技能发展与价值目标的统一。实证研究表明，该教学系统显著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动机、英语应用能力及中国文化

阐释能力。研究结果为深化研究生英语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框架，对增强学生文化认同、培养文

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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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ideological and moral education in postgraduate English informed by activit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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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grounded in sociocultural theory and activity theory, proposes a systematic model for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postgraduate English courses. It investigates the bidirectional promotion 
mechanism between English classroom instruc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values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e model 
fosters the synergistic interaction of system elements by thoroughly exploring the value connotations of teaching materials 
and seamlessly incorporating them into instructional activities. This approach is complemented by diverse practical 
methods, such as "telling China's stories in English." Empirical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the proposed course system 
significantly enhances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ability to interpret Chinese culture. The 
results offer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framework for promo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ostgraduate English courses, providing valuable insights into strengthening students' cultural identity, foster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advancing cultural self-re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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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时代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文化自信”与“坚

守中华文化立场”已成为重要发展命题，党的二十大报

告更将“文化自信自强”提升至战略新高度。文化自信

作为民族精神内核的集中体现，其构建基础在于实现

深层次文化认同——这种认同不仅是民族团结的精神

纽带[1]，更是培养新时代高层次人才家国情怀的关键要

素[2]。研究生群体作为国家战略人才储备力量，其文化

认同的培育直接影响着中国故事的国际阐释能力与中

华文明的全球传播效能。 
研究生英语课程作为高等教育必修科目，承担着

语言能力培养与文化价值引领的双重使命。在课程思

政视域下，该课程在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同时，更肩

负着提升中国文化阐释能力、服务文明互鉴的重要职

责。社会文化理论（SCT）从认知发展视角阐释了语言

作为文化中介的核心功能，其强调语言学习对思维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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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与价值观念具有塑造作用，这为外语课程思政功能

的实现提供了理论依据。研究显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蕴含的文化认同基因，可通过语言教学实现认知内化

与价值传导[3]，这种特性与 SCT 的文化产物观形成理

论共振。 
活动理论（AT）作为 SCT 的延伸框架，强调通过

目标导向的社会实践实现知识建构，这与研究生英语

教学强化文化认同的实践路径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

本研究基于 AT 理论框架，构建研究生英语课程思政活

动系统，通过混合研究方法验证其有效性，旨在探索研

究生教育阶段课程思政建设的常态化实施机制。 
2 基于活动理论的研究生英语课程思政系统构建 
2.1 活动理论综述 
芬兰学者 Engeström 在 1987 年提出主体、客体、

中介工具、规则、共同体、分工及结果 7 个元素组成的

单一三角模型活动系统（图 1），是活动理论成熟的标

志。2001 年又构建了多元活动系统，增加活动之间的

互动性，展现学习目标的动态变化性，丰富了活动理论

的模型[4]。 

 

图 1  活动理论系统结构图（Engeström 1987） 

在教育环境下，主体一般是学生，由学生操作客体

并产生结果。活动理论指出，人类通过工具对活动对象

进行操作，只有在人类活动的背景下，通过观察人们使

用工具的方式、工具所服务的需求及其发展，才能理解

工具的本质[5]。中介工具是活动理论的基本概念，是个

体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纽带，是特定社会、历史和文化环

境的产物，也是个人参与社会活动、调节心态的重要手

段[6]。具体到教育环境，工具就是指一些调节学生对客

体操作的学习材料，如文本、图片、视频、教师讲解等。

共同体是由与主体拥有相同客体的参与者组成的，主

要包括教师和学生。活动中必须有若干规则来约束和

规范主体的行为，调节主体与客体在共同体环境中的

互动，使活动得以顺利进行。教师通常会制定一些规则

来约束和规范学生之间的互动以及学生在课堂内外的

活动。分工则是指学生之间任务的横向分配和教师与

学生之间权利和地位的纵向分配。客体是指课程的知

识，而结果则是指学生完成客体任务产生的结果。 
2.2 研究生英语课程思政活动系统构建 
语言学习需要在多元化的活动中进行，强调活动

系统内部的相互关联和协同作用[7]。在这一系统中，各

个要素彼此影响：教师、学生和同伴共同构建学习社区
[8]，同时遵循《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教

学指南和教学大纲等相关规定；学习过程中借助教材、

电脑、手机、自主学习平台等工具进行调节；学习社区

成员明确分工，如教师负责设计和组织教学活动，学生

则通过合作完成任务等。 
基于活动理论，该系统具备目标导向性、交互性和

动态性[9]。目标导向性促使教师从整体视角出发，统筹

设计课内外的教学活动。课内外活动围绕单元价值目

标，侧重于增强学生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思政实践以

讲述中国故事为核心，旨在深化学生的文化认同。通过

目标的交叉融合，课内外活动形成合力，各要素之间的

互动共同指向“文化自信自强”的最终目标。 
图 2 展示了研究生英语课程思政活动的全过程。

系统内各元素的交互作用推动系统不断演化和发展，

进一步促进目标的实现。通过这种方式，不仅提升了研

究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还推动其综合能力的发展。学

习成就感的提升也将增强他们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的

自信心。 

 

图 2  基于活动理论研究生英语课程思政系统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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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活动理论的研究生英语课程思政活动系统

有效性 
3.1 研究问题 
研究生英语课程思政活动系统中，课堂教学与价

值观培育、文化认同建构是否达到双向促进？系统的

思政活动要素相关联能否保持系统的持续性从而构建

课程思政的教学生态？ 
3.2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 2023 年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研究生一

年级秋季学期必修课《第一外国语》课程为依托开展，

选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新探索研究生英语》

（提高级）作为教材，外研社 U 校园平台作为线上教

学平台。参加研究的对象共 87 名文科及工科一年级研

究生，2 名教师以 4-5 人为单位将教学班级分为若干小

组，学生自定组长，建立 QQ 群为合作学习平台，采用

Iwrite 写作教学平台为产出作业提交平台。 
3.3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法。一方面借助自然调查法，

也就是采用课堂观察和录像作为主要方法，观察重点

是整个学期两位教师教学活动的设计、教学内容和时

间安排、学生参与等。同时，通过 Iwrite 平台、QQ 群

和其他线下记录收集学生的产出成果和反思日记等，

以验证学生英语课堂中国文化融入教学的成效。此外，

问卷和访谈被用作辅助工具来验证课程思政模型的效

果，并证实教师设计不同课外教学活动和任务来弥补

课堂教学的局限性的效果。采用问卷作为辅助工具来

收集学生的学习结果信息。问卷用中文写成，共有 12
个问题，包括学生对中国文化融合的态度、学生用英语

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以及学生的民族和文化自信。问

卷采用了李克特五级量表，选项范围从 1 到 5，依次表

示“完全不符合”到“非常符合”。为了减少因受试者

惯性选择第一个选项而产生的数据偏差，“完全不符合”

被设置在第一个位置。为了保证问卷的可靠性，前期对

问卷也进行了小范围的测试。问卷克朗巴赫 α 系数的

内在可靠性证实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适用于本研究。

针对研究生的半结构化访谈在课堂观察前进行一次，

非结构化访谈在教学过程中随时进行。对教师访谈的

目的是了解教学目标、学生信息、教学资源和方法以及

课程教学细节。按照活动理论中的要素，即《第一外国

语》中的主体、规则、工具、对象、社区和分工，对收

集到的数据进行分类、编码和分析。 
3.4 研究数据与分析 
3.4.1 课堂教学与价值观培育、文化认同建构的双

向促进 
研究生英语课程思政活动系统的学习效果（详见

表 1）包括 7 个子维度，KMO 值为 0.847，平均得分为 
3.86。这表明学生对该活动系统的效果持积极态度。通

过对学习者的访谈，研究者发现大多数研究生承认提

高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

能力。比如对于“我认为上了这门课后对中国文化本身

的理解有所提高”这一问题，选择“非常符合”和“符

合”的研究生占比分别为 43.6%和 40.2%，总计 83.8%
的比例说明学生对中国文化融合的态度是积极的。对

于“我喜欢本课程的中国文化教学”这一问题，学生的

认可程度达到 89.7%，而对于“我认为我学习中国文化

英语表达的兴趣增强了”这一问题，认可率为 88.5%。

研究显示，研究生在参加课内外学习和小组活动后，英

语语言能力、思辨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以及中国文化

素养均有所提升。 

表 1  研究生英语课程思政活动系统的学习效果 

 
 
3.4.2 系统的思政活动要素构建课程思政的教学

生态 
针对研究生访谈显示，中国文化的融入增强了研

究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对于“我认为参加本课程后，

我对中国文化的意义和价值的认同感增强了”这一问

题，选择“非常符合”和“符合”的研究生分别为 93.3%。

对于“我认为学习这门课程后，我对中国文化的自豪感

增强了”这一问题，选择肯定答案的研究生高达 97.7%。

只有少数学生选择“不确定”。中国文化融入研究生英

语教学也增强了学生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化的决心。对

于“我认为学习这门课程后，传承中国文化的决心更加

坚定”的问题，学生认可比例达到 91.9%，对于“我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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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对保持传统文化与

时俱进的重要性”这一问题，学生选择认同的比例为

95.4%，对于“我认为参加了这门课程学习后，我传播

中国文化的决心增强了”这一问题，学生选择认同的人

数占到 94.3%。 
通过对两位授课教师的访谈发现：（1）教师的文

化融入教学是一个多要素构成的和谐系统。教师帮助

学生发挥主体能动性，借助多种有效中介工具（教学材

料、课堂任务、作业等）以及合理的规则和分工，达成

中国文化学习的目标。（2）教师采用了逆向取径的理

念设计了整个教学流程，根据学习目标和学生需求选

择有效的中介工具。（3）中国文化融入英语教学深化

了学生对母语文化的了解，从而提高了学生用英语传

播中国文化的能力。（4）学生对中国文化融入教学活

动的认同度以及接受度普遍较高，文化自信心得到一

定程度的提升。 
研究结果显示，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显著提升。

他们在课堂内通过知识学习内化价值观念，在课外实

践中通过知识应用加深文化认同。语言能力、文化素养

和综合能力实现了协同发展，这种模式有助于培养学

生理解和阐释中国文化的能力。研究表明，课程思政活

动系统的有效性受到活动系统七个要素的相互作用影

响。尽管教师并非活动的唯一主体，但他们在系统中扮

演着设计者、指导者等多重角色，对活动的分工协作、

工具的有效使用以及社区的合作等方面产生关键影响

（如 3 所示），呈现出可持续的教学生态。 

 

图 3  基于活动理论研究生英语课程思政系统生态图 

4 结语 
本文基于活动理论构建了研究生英语课程的思政

活动系统，呈现课程思政的全过程，并展现其复杂而动

态的交互关系。在这一系统框架下，教师开展教学时能

够有效避免课程思政的碎片化，确保其系统性和延续

性。活动理论的应用强调目标导向和清晰分工，充分发

挥工具的中介作用。活动系统中七个要素的协同作用，

有助于整体提升语言使用机会，促进学生形成积极的

情感体验。同时，通过学习互动和语言实践，学生的主

体性得到发挥，从而形成良好的课程思政教学生态。课

内外活动目标的动态变化进一步确保了系统的灵活性

和适应性。本研究对未来研究生英语课程思政教学的

启示如下： 
挖掘教材思政内涵：教师应深入挖掘教材中的思

政元素，围绕语言、能力和价值目标设计相关的课内外

活动。活动设计需基于语言材料的内容，避免课程思政

和语言学习脱节。通过明确思政育人的切入点，实现思

政与课程内容的深度融合，提供内容、语言和结构上的

支持。 
探索多元活动形式：课程思政活动形式应在实践

中不断探索创新。教师需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政素养与

教学能力，紧跟教学理念的发展，并熟练运用智慧教学

工具。只有围绕不同单元目标设计的课内外活动才能

形成环环相扣的系统，推动课程思政生态的良性循环。 
完善评价体系：评价是衡量课程思政实施效果的

重要环节。应建立融合知识、能力和思政目标的多维

度评价体系，兼顾语言知识与技能的考查，同时关注

学生思政素养、文化认同和价值观的培养。通过学生

自评、同伴互评和教师评价等方式，形成完整的教学

闭环[9]。 
研究生英语课程思政应注重学科知识与学生认知

能力的协同发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观自然

融入教学，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与文化素养。在跨文化

交流中，学生不仅能够理解文化差异，还能增强民族自

豪感和文化认同感，积极承担起弘扬传统文化和促进

中外文化交流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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